
伊滨办〔2013〕65号

洛阳伊滨区管委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伊滨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区直各相关局办、中心：

《伊滨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已经区管委会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望认真学习，遵照执行。

                        2013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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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滨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为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依据有关

规定，制定本预案。

（二）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保部《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发〔2010〕113号）、《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洛阳市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及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因持续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天气导致污染物大

范围积累，造成辖区出现严重污染天气时的应急处理工作。

二、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 

（一）指挥机构及其职责

为保障应急预案实施，区管委会成立伊滨区重污染天气应急

指挥部（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由区党工委书记担任指挥长

，区党工委副书记担任副指挥长。

区综合办、规划建设环保局、经济发展局、社会事务局、财

政局、纪检监察室、公安分局、交巡警大队、创建办、教育中

心及各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为成员单位。

— 2 —



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规划建设环保局，区

规划建设环保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负责我区重污染天气情况下应急工

作的启动、指挥协调和组织实施。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

公室负责协调各成员单位建立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机制，具体

组织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实施；指导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

责分工，制定重污染天气部门应急预案报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备案；在出现重污染天气时做好舆情应对，负责重

污染天气相关信息的发布，并督促其落实。

（二）各成员单位职责

应急办：负责协助指挥部处置重污染天气事件，向重污染天

气应急成员单位下达应急指令，按规定向区政府报送相关信息

。

综合办：负责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宣传工作；负责预案中

健康防护信息、建议性减排措施的宣传；配合做好全区信息发

布和新闻报道等工作；负责督促区直各单位落实公车限行措施

；及时向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汇报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规划建设环保局：负责空气质量监测、预测和信息发布；出

现重污染天气时及时向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汇报启动应急

预案；督促重点废气排放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

负责对建筑工地扬尘的治理；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扬尘污染控

制措施；落实重污染天气建设工地停止施工措施；督促、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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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部门加大道路清扫保洁频次；组织开展扬尘、抛洒、露天

焚烧（垃圾、树叶）等污染源执法检查；

负责重污染天气时公交运力保障工作；负责绿化作业扬尘污

染控制工作；及时向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汇报应急措施落

实情况。

经济发展局：负责落实重污染天气时工业企业限产限排措施

；及时向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汇报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社会事务局：负责组织医疗机构做好医疗救治工作；开展空

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防病知识宣传；及时向区重污染天气

应急指挥部汇报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财政局：负责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实施财政资金保障。

纪检监察室：负责对重污染天气时应对工作不力、推诿扯皮

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责任追究。

公安分局：负责重污染天气情况下的交通疏导及车辆限行措

施的落实；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对高污染排放车辆的执法检查；

及时向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汇报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教育中心：负责在重污染天气时组织中小学及幼儿园实施减

少或停止体育课、课间操以及户外活动，按权限和程序批准停

课等措施；及时向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汇报应急措施落实

情况。

各乡镇人民政府：制定并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视情况停止辖区内建筑物拆除等有扬尘污染工地施工

— 4 —



；向区重污染应急指挥部报告方案执行情况

三、预警和预防机制

（一）预警信息

规划建设环保局承担重污染天气的监测、预报和预警任务，

负责接受市应急办预警信息；重污染天气发生后，规划建设环

保局应及时向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报告有关空气污染信息

，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

（二）预警预防行动

规划建设环保局负责对重污染天气污染状况进行分析评估，

当达到重污染天气预警启动级别时，立即向区重污染天气应急

指挥部汇报，启动相应级别的预警和应急预案。

有关部门按照预警级别和应急预案职责分工，积极采取防御

措施。

（三）预警级别及发布

按照环保部《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当空

气质量AQI＞300时，为严重污染天气。严重污染天气分为三级

，具体分级为：

I级严重污染：一个或多个区域24小时空气质量指数（AQI）

大于500。

Ⅱ级严重污染：一个或多个区域24小时空气质量指数（AQI

）在401—500范围。

III级严重污染：一个或多个区域24小时空气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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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I）在301—400范围。

根据我区重污染天气分级将预警分为红色预警、橙色预警和

黄色预警三级。

（1）红色预警。当我区环境空气预报或实况达到I级严重污

染时，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向区重污染天气应急

指挥部报告，启动红色预警。

（2）橙色预警。当我区环境空气预报或实况达到Ⅱ级严重污

染时，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及时向区重污染天气

应急指挥部报告，启动橙色预警。

（3）黄色预警。当我区环境空气预报或实况达到III级严重污

染时，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立即向区重污染天气应

急指挥部报告，启动黄色预警。

四、应急响应程序及措施

（一）基本响应

1．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后，区规划建设环保局及时向区

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送重污染天气发生发展情况及

预报预测信息。

2．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和其他相关部门，根

据发布的重污染天气预警级别，迅速启动相关预案进入相应应

急程序。

（二）部门联动

当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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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后，各部门及相关单位按照本部门职责，采取相应措施防护

或避免重污染天气可能带来的影响，主动做好应对重污染天气

的应对工作。

（三）分级响应

1.I级响应

当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空气污染红色预警后

，各成员单位负责启动I级应急响应：

（1）健康防护措施

区综合办负责在相关媒体发布信息，引导儿童、老年人和患

有心脏病、肺病等易感人群不要外出；中小学停止户外活动直

至停课，公众外出要戴上口罩。

（2）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①居民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小汽车上路行驶；

②各施工工地加大洒水降尘频次，控制施工工地扬尘；

③尽量减少能源消耗，尽可能停止使用空调；夏季空调温度

调高2—4摄氏度，冬季调低2—4摄氏度；

④各种车辆停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 

⑤减少机动车日间加油；

⑥减少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及产品

的使用。

（3）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各有关部门积极实施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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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①行政办公大楼及公共营业、服务场所减少能源消耗，夏季

空调温度调高3—5摄氏度，冬季调低3—5摄氏度；

②城市区实行车辆单双号限行，无环保绿色标志车辆市区范

围内限制通行。加大公交运力保障，加强交通疏导，严查不按

规定行驶的车辆；

③督导各施工工地加强施工扬尘管理，加大洒水降尘频次，

停止土石方开挖、清运。停止辖区内建筑物拆除工程施工作业

；　

④加大主次干道洒水频次基础上增加非主次干道洒水作业,在

日常道路保洁频次的基础上，增加洒水保洁作业3次；

⑤加大对大气重点污染源的监督检查，除保障重点工程、重

点部位需要外，市属以上重点废气排放单位停止生产；

⑥对建材、化工等行业非重点废气排污企业实行限产限排，

限制企业生产时间，降低生产负荷，减少30%大气污染物排放

；

2.II级响应

当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空气污染橙色预警后

，各成员单位启动II级应急响应：

（1）健康防护措施

区综合办负责在相关媒体上发布信息，引导儿童、老年人和

患有心脏病、肺病等易感人群应当留在室内，中小学停止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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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一般人群避免户外活动。

（2）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①居民出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减少上路行驶汽车数量

；

②各施工工地增加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

③尽量减少能源消耗，夏季空调温度调高2—

4摄氏度，冬季调低2—4摄氏度；

④各种车辆停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

（3）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下，采取以下强制性污染减排措

施：

①行政事业单位办公大楼减少能源消耗，夏季空调温度调高2

—4摄氏度，冬季调低2—4摄氏度；

②机关、事业单位的公务车辆实行单双号限行，加大公交运

力保障。加强交通疏导，严查不按规定行驶的车辆；

③加强施工扬尘管理，加大洒水降尘频次，停止土石方开挖

、清运。停止辖区内建筑物拆除工程施工作业；

④加大主次干道洒水频次，在日常道路保洁频次的基础上，

增加洒水保洁作业2次；

⑤对重点废气排放企业实行限产限排，限制企业生产时间，

降低生产负荷，减少15%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3.III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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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空气污染黄色预警后

，各成员单位启动III级应急响应：

（1）健康防护措施

区综合办负责在相关媒体上发布信息，提醒儿童、老年人和

患有心脏病、肺病等易感人群尽量留在室内，中小学减少户外

运动，一般人群减少户外运动和室外作业时间。

（2）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①居民出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公务人员带头尽量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上路行驶汽车数量；

②施工工地增加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

（3）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①督促各拆迁工地停止施工，停止土石方清运；

②加大主干道路洒水保洁频次，减少道路扬尘污染；

③督促重点废气排放单位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污染物排

放。

（四）信息报告

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启动后，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各

成员单位每天下午17∶00前将应急措施落实情况向区重污染天气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汇总

后，适时向洛阳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并向社会

公布。

（五）响应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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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天气过程结束，且空气质量恢复正常

后，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及时报告区重污染天气

应 

急指挥部，并下达预警解除信息。

五、保障措施

建立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成员单位间信息交流制度。由区重污

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定期进行情况交流，掌握重污染

天气气象条件规律，不断完善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联动机制。

（一）人员保障

参与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理的各有关单位要明确应急处理人员

，并将相关人员姓名、电话等通信方式报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备案。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启动后，各成员单位应

急处理人员必须全天候在岗，并保证通信畅通，以确保各种命

令指示能够及时传达落实。

应急办要积极组织成员单位开展应对重污染天气事件的相关

培训、逐步完善应急工作机制，并根据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组

织相关演练，增强对重污染天气情况的应急处置能力。

区应急办电话：0379-69660987

13837922500

13700799518

（二）技术保障

规划建设环保局加强重污染天气环境空气监测及空气质量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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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预报技术支撑体系建设，提高综合应急响应和处置联动能力

。

（三）资金保障

应急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发布系统建设列入政府固定资产投

资计划予以保障；信息发布系统维护、应急技术支持、人员培

训、演练等应急系统的正常运行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四）舆论保障

区应急办应会同规划建设环保局、创建办等单位积极组织开

展重污染天气防御知识科普工作，提高广大公众的自我防范能

力。要利用报纸、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加大对重污染天气防护知

识的宣传。

（五）机制保障

应急预案启动期间，区重污染应急指挥部负责预案实施的全

过程监督检查，以保障应急措施的到位。

各成员单位有关人员由于不认真、不负责，甚至玩忽职守等

导致应急措施未及时落实的，由区纪检监察室对责任单位主要

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领导和具体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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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伊滨区管委会办公室                    2013年8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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