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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气办〔2019〕6 号

成都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印发成都市2019-2020 年蓝天保卫战

冬季战役方案的通知

成都天府新区管委会、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各区（市）县政府，

市级有关部门：

《成都市 2019-2020 年蓝天保卫战冬季战役方案》已经市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成都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22 日

成都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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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 2019-2020 年蓝天保卫战
冬季战役方案

一、行动目标

冬季战役期间（2019 年 11 月 22 日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

确保我市完成省政府下达的 2019 年度空气质量目标；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9 日期间 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3%左右，优良

天数率同比上升。各区（市）县完成市政府下达的 2019 年度空

气质量目标；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9 日期间 PM2.5平均浓度

同比下降 3%，优良天数率同比上升。

二、基本思路

以冬季常态化减排为核心，坚持标本兼治，突出重点难点，

持续巩固“散乱污”整治成果，严控燃煤污染，深入推进钢铁、

水泥、玻璃等重点行业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实行工业企业分类

和分级管控，实施“一厂一策”管理。坚持部门联动，强化监

督执法，开展冬季大气专项督查，加强柴油货车、非道路移动

机械、工业炉窑、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扬尘治理专项执法，

强化露天焚烧、烟花爆竹、餐饮油烟等污染排放监管。坚持精

准施策，加强科技治气，用好数智环境系统、“散乱污”企业整

治督查平台、“智慧工地”监管平台、扬尘在线监测系统等信息

化手段强化污染源精准管控，加大“多尺度喷雾（淋）除霾技

术”等治理技术的推广应用。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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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强化应急管控，加强联防联控，推进区

域协同减排，切实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三、强化措施

（一）深化工业污染综合治理

1.巩固“散乱污”清理整治成果。持续开展“散乱污”六大

专项攻坚行动，利用“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督查信息平台，

强化日常监管，推动“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集中攻坚行动。

强化联合执法，探索电力大数据倒查监管模式，不断完善“发

现一起整治一起”的长效机制。对于提升改造类企业，要坚持

高标准、严要求，对标先进企业实施深度治理，由经信、生态

环境、市场监管部门会审签字后方可投入运行。

2.严格燃煤污染控制。持续推进燃煤粮食烘干设备和剩余 3

台大蒸吨燃煤锅炉的清洁能源改造工作。对市政府批准允许使

用的燃煤锅炉，禁止使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指硫分大于

0.6%，灰分大于 15%），对违规使用的锅炉实施停用整改。开展

打击劣质煤销售专项行动，对散煤经销点煤炭质量进行全面抽

检，确保成都市范围内使用的散煤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和地方要

求。开展工业炉窑用煤情况抽测，依法查处使用不符合质量标

准煤炭的企业。

3.加快推进老旧燃气（油）锅炉低氮燃烧技术改造或“气（油）

改电”。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在用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后氮

氧化物排放浓度和新建燃气锅炉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不得高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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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立方米；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外，在用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

造后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和新建燃气锅炉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不得

高于 60 毫克/立方米。冬季战役期间，全市完成 400 台老旧燃气

锅炉排放抽检。

4.强化生物质锅炉和高架源监管。禁止新建燃煤、木材、生

物质锅炉（含成型生物质）。在用生物质锅炉应采用专用锅炉，

配套旋风+布袋等高效除尘设施，禁止掺烧煤炭、垃圾、工业固

体废物等其他物料。加大在用生物质锅炉、高架源（见附件 1）

大气污染物排放监督检查力度，对符合安装条件的生物质锅炉、

高架源安装废气在线监测设备，相关区（市）县对未安装在线

监测设备的生物质锅炉、高架源每月开展 1 次监督性监测。

5.全面实现燃煤电厂稳定超低排放。巩固 2 家燃煤电厂燃煤

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成果，确保稳定达到超低排放标准（烟

尘≤10 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35 毫克/立方米、氮氧化物≤

50 毫克/立方米）。强化燃煤电厂堆场和运输环节无组织排放管

控，重污染应急期间，应采用国 V 及以上货运车辆运输物料。

6.强化钢铁行业（见附件 2）污染排放控制。4 家钢铁生产

企业（含黑色金属冶炼）在冬季战役期间不得外购钢坯开展轧

钢作业，炼钢工序颗粒物排放浓度应稳定达到 10 毫克/立方米以

下。对违反规定使用加热炉进行轧钢作业的或者炼钢工序无法

稳定达到规定排放浓度限值的，由属地纳入停产整改，属地生

态环境部门复查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14 家钢压延加工企业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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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执行行业排放标准，依法查处超标企业。2019 年 12 月底前，

完成钢铁行业企业绿色化发展绩效考核，考核不合格的在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9 日实行错峰生产。

7.全面实行水泥企业超低排放。3 家水泥熟料生产企业（8

条生产线）在冬季战役期间的氮氧化物排放应稳定达到 100 毫

克/立方米以下，无法稳定实现氮氧化物超低排放要求的生产线

（出现 1 次日均浓度超过 100 毫克/立方米的），由属地纳入停

产整改，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复查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强化堆

场和运输环节无组织排放管控，重污染应急期间，应采用国 V

及以上货运车辆运输物料。

8.加快推进平板玻璃生产企业超低排放治理。对台玻成都玻

璃有限公司已完成烟气脱硫、脱硝深度治理的 1 号生产线

（700t/d）实行绿色调度，不纳入限产范围。加快推进台玻成都

玻璃有限公司 2 号生产线（900t/d）、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3

条生产线（550t/d、700t/d、900t/d）和明达玻璃（成都）有限

公司 2 条生产线（550t/d、700t/d）超低排放治理。对未完成脱

硫、脱硝深度改造的生产线（标准：二氧化硫排放浓度低于 200

毫克/立方米、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低于 150 毫克/立方米）按要求

纳入限产范围，限产比例不低于 10%。强化堆场和运输环节无组

织排放管控，重污染应急期间，应采用国 V 及以上货运车辆运输

物料。

9.全面推进砖瓦窑行业（见附件 3）提升整治。以轮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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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强化对砖瓦窑企业设施运行情况检查；对全市砖瓦窑企

业进行绿色化发展绩效考核，经考核合格的实施绿色调度，不

纳入冬季战役错峰生产范围；不合格的分两个批次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 月 22 日和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9 日

实行错峰生产。相关区（市）县结合当地大气污染变化趋势及

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对仿古砖生产企业、陶瓷烧制企业实行

错峰生产。

10.全面推进铸造行业（见附件 4）提升整治。以使用冲天

炉铸造企业为重点强化对铸造行业企业设施运行情况检查；

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全市铸造行业企业绿色化发展绩效考核，

对考核合格的实行绿色调度，不纳入错峰生产；对考核不合格

的分两个批次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 月 22 日和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9 日实行错峰生产。

11.全面推进砂石厂、粉磨站（见附件 5）提升整治。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对全市砂石厂、粉磨站绿色化发展绩效考核，

对考核合格的实行绿色调度，不纳入错峰生产；对考核不合格

的在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9 日期间实行错峰生产；对名单外的

砂石厂、粉磨站实施停产整改，由行业主管部门复查合格后方

可恢复生产。

12.强化其他重点行业工业炉窑管控。禁止新建燃料类煤气

发生炉；新建、改建和扩建涉工业炉窑的建设项目，应达到清

洁生产 I 级水平（《工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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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0106－2006））。充分利用熔炼炉、熔化炉、焙（煅）烧

炉、加热炉、热处理炉、干燥炉（窑）、煤气发生炉等 7 类工业

炉窑管理清单（见附件 6），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各区（市）县

2019 年 12 月 10 日前完成对辖区内属于落后产能的工业炉窑梳

理核查，并将核查结果报市经信部门备案，抄报市大气办；对

属于落后产能的工业炉窑在 2019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 月

22 日实行错峰生产，在冬季战役期间，禁止使用煤气发生炉（民

生工程除外）。对未列入管理清单中的工业炉窑实施停用整改，

经行业主管部门复查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严格控制工业炉窑

生产工艺及相关物料储存、输送等过程无组织排放。在保障生

产安全的前提下，采取密闭、封闭等有效措施，产尘点及车间

不得有可见烟粉尘外逸，提高废气收集率，严格执行行业或综

合排放标准。

13.强化工业企业堆场扬尘管控。工业企业堆场实施规范化

全封闭管理。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场采取封闭式库仓，不具备

封闭式库仓改造条件的，应设置不低于料堆高度的严密围挡，

且采取覆盖措施有效控制扬尘污染；堆场内进行搅拌、粉碎、

筛分等作业时应喷水抑尘。物料装卸配备喷淋等防尘措施，转

运物料尽量采取封闭式皮带输送。厂区主要运输通道实施硬化

并定期冲洗或湿式清扫，堆场进出口设置车辆冲洗设施，运输

车辆实施密闭或全覆盖。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前期物料堆场

抽查工作中发现问题（见附件 7）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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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严格涉 VOCs 项目准入。禁止新建生产和使用高挥发性有

机物含量的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等项目。限制引进、新

建、改建和扩建涉及有机溶剂使用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低固

份油性涂料、沥青类防水材料、人造板等生产项目。强化重点

行业 VOCs 源头管控。按照国家、省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

料产品技术要求，开展对涂料、胶粘剂等生产含挥发性有机物

原料企业生产产品质量的监督抽查，依法查处产品质量不合格

的企业；大力推广使用低（无）VOCs 含量的涂料、有机溶剂、

胶粘剂、油墨等原辅材料，积极推动使用低毒、低挥发性溶剂，

配套改进生产工艺。

15.强化重点行业 VOCs 排放专项整治。加快推进不符合管理

要求的涉 VOCs 排放重点企业（见附件 8）专项整治工作，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专项整治方案以及家具、制鞋、包装印刷、涂

料生产、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行业标杆企业打造和行业管理

规范制定。强化重点行业 VOCs 达标排放执法监管。以仅使用一

次性活性炭吸附、水或水溶液喷淋吸收、等离子、光催化、光

氧化等末端治理技术企业为重点开展专项检查，对不正常使用

废气治理设施或超标排放的企业实施立案查处，并停产整改。

对未完成排气筒永久性测试孔、采样平台和排污口标志设置的

企业（见附件 9），及时完成整改，对未按时完成整改的企业实

施立案查处。对 VOCs 走航发现的问题区域全面开展现场核查，

对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予以立案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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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推进家具制造、制鞋行业产业升级。木质家具推广使用

高效的往复式喷涂箱、机械手和静电喷涂技术；板式家具采用

喷涂工艺的，推广使用粉末静电喷涂技术；采用溶剂型、辐射

固化涂料的，推广使用辊涂、淋涂等工艺。制鞋行业加强废气

收集与处理，对有机原辅材料调配和使用等，采取密闭、半密

闭等收集措施，提高废气收集效率。强化家具制造、制鞋行业

监管，冬季战役期间，以未实现自动化喷涂且仅使用一次性活

性炭吸附、水或水溶液喷淋吸收、等离子、光催化、光氧化等

末端治理技术的家具制造行业企业为重点强化对家具制造行业

企业（见附件 10）设施运行情况检查；以无组织排放情况为检

查重点，对排放超标或未按要求对 VOCs 废气进行有效收集的制

鞋行业企业进行依法查处；同时，利用 VOCs 走航等“技防”手

段对重点区域开展强化检查。

（二）推进移动源污染专项治理

17.开展重型柴油车联合执法检查。冬季战役期间，生态环

境部门联合公安交管、交通运输部门，对物流园区、工业园区、

城市建筑工地周边道路，重型柴油车所属大户企业、货物集散

地、柴油货车聚集地、公共交通场站等车辆集中停放地，环卫、

邮政、旅游、长途客运、物流、维修和工矿企业等重点单位，

利用遥感监测、黑烟车抓拍、便携式设备等技术手段开展路检

路查、入户检查，累计完成 18.3 万辆抽测任务（见附件 11），

对污染控制装置造假、屏蔽车载诊断系统（OBD）功能、冒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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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气排放不达标等违法行为依法处理。

18.强化货运车辆监督管理。严格按照成都市货运汽车相关

限行规定要求，强化货运车辆限行管理，每月开展 1 次以上的

专项执法行动，依法查处违反限行规定的货运车辆，并在微博、

微信以及蓉 e 行等平台大力开展宣传警示。

19.强化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执行力度。严格按照我市《关

于调整汽车尾号限行区域的通告》要求，强化机动车辆限行管

理，每月开展 1 次以上专项执法行动，依法查处违反尾号限行

规定的机动车，并在微博、微信以及蓉 e 行等平台大力开展宣

传警示。

20.强化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加强对进入高排放非道路移

动机械禁止使用区内工程机械的监督检查，强化施工现场非道

路移动机械进出场和用油台账管理；强化对重点区域非道路移

动机械达标抽测，加快推进重点区域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净

化装置（DPF 等）安装工作。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每月至少开展 3

次工地抽查，属地政府进行常态化管控，依法查处超标排放工

程机械，消除“冒黑烟”现象，对违法使用的单位（工地）实

施联合惩戒。2019 年 12 月底前，除五城区、高新区外的区（市）

县应根据各地大气污染防治实际情况，依法划定并公布非道路

移动机械高排放禁止使用区。

21.加强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2019 年 12 月底前，

排放检验机构应在企业网站或办事大厅显示屏通过高清视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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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公开柴油货车排放检验全过程及检验结果。通过随机抽检、

排放检测比对、远程监控排查等方式加强监管，实现排放检验

机构监管全覆盖，对初检超标车、营运柴油车、国Ⅲ及以下排

放阶段转入车的检测过程数据、视频图像和检测报告实施重点

核查。强化“油改气”和采用稀薄燃烧技术车辆定期检验监管，

严禁“油改气”车辆在定期检验时使用汽油通过检测。

22.加强油品质量监管。加大流通领域成品油、车用尿素的

抽检批次（抽检成品油≥180 批次，车用尿素≥20 批次），严厉

打击生产、销售劣质油品和不合格车用尿素的行为，重点对大

型工业企业等自备油库油品质量开展监督抽检，对抽检不合格

的从严查处，并抄告不合格产品生产地市场监管部门。

23.加强公共交通保障。根据客流情况，优化调整公交、地

铁等公共交通开行频次，实行公交延时服务，保障市民出行。

（三）强化工地及道路扬尘综合治理

24.开展扬尘管控专项整治。各建设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按

照相关要求，组织开展扬尘管控专项整治行动，对未落实扬尘

防治措施工地及建设施工单位进行通报，依法给予相应行政处

罚，记入不良信用信息记录，并责令停工整改，由建设行业主

管部门复查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及混凝土搅拌站扬尘在线视频监测的安装及使用，

强化工地湿法作业等抑尘措施。各类长距离市政、城市道路、

公路、道路绿化、水利等线性工程，要合理安排工期和作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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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分段施工。

25.强化重点区域内扬尘和 VOCs 管控。符合条件的轨道交通

施工工地推行封闭化作业，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地易起

尘工序实施密闭作业；重点管控区域内，不得在施工现场使用

油性漆对架管等进行喷涂作业。

26.落实工地智慧监管。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地全面

运用“智慧工地”监管平台，实时监控工地扬尘管控情况，及

时查处违法行为。对存在问题整改不及时、不到位的工地实施

强制管控措施。

27.确定重点工程项目名单。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要求，

2019 年 11 月底前，确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期间成都市政府

批准允许开展土石方作业、建筑拆除施工的重点工程项目名单，

并向社会公开。

28.强化重点工程项目货运车辆、工程机械监管。经成都市

政府批准允许进行土石方作业、房屋拆迁施工的重点工程项目，

必须使用《成都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名录》（以下简称《名录》）

内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引导施工单位优先使用新能源车或国 V

及以上排放阶段的货运车辆、电动或国Ⅱ排放阶段及以上的柴

（汽）油工程机械。按主管部门作业指导书要求，严格落实强

化扬尘管理措施，并在施工工地明显位置设置公示牌，接受社

会监督。违规施工或不按要求落实污染防治要求的，一经查实

从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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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动态更新各类施工工地项目清单。市级相关主管部门须

建立和完善全市各类施工工地项目清单，并实现月更新，相关

工地清单信息须从 11 月起，每月 10 日前报市大气办、市扬尘

办；市生态环境局须每周一将上周相关空气质量监测结果通报

各区（市）县政府及市级有关部门。

30.强化渣土运输车监督检查。利用成都市建筑垃圾运输处

置信息和监管平台，强化对渣土运输车的监督和检查，严查严

处《名录》内运输车辆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并纳入渣土运输企

业信用等级考核；对《名录》外车辆非法在我市从事渣土运输

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每月组织开展 1 次及以上运渣车联

合整治行动，对运渣车违反限行规定、超限、超载、撒漏等违

法行为进行查处。

31.强化道路扬尘管控。提高中心城区城市道路及进出城城

市快速路、郊区（市）县建成区主要道路“洗、扫、冲、收”

机械化作业频次，每日不少于 1 次，道路污染、重大保障和重

污染天气等特殊情况，可根据实际增加作业频次。但原则不得

白天作业，确需白天作业时要错开早晚交通高峰时段。作业时

注意避让车辆和行人，以洒水作业为主（预测气温低于 0℃及以

下除外）。夜间时段强化对运渣车集中行驶路段的保洁、冲洗作

业，增加沿线道树、绿化带冲洗除尘频次；以温郫、温双、成

新蒲、IT 大道、郫彭等公路为重点，加强公路和乡村道路保洁

和冲洗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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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开展裸土覆盖专项检查。全面开展裸露地面防尘覆盖和

绿化覆盖综合整治，重点对土石方作业区、长期闲置土地、临

时渣土堆场、主次干道两侧裸土进行整治覆盖，每月至少开展 2

次巡查，对发现的问题，立即责令整改，对存在的违法行为严

肃查处；对国道、省道及物流园区周边等柴油货车临时停车场

出入口进行平整和硬化，保持场内干净、整洁，各区（市）县

每月至少开展 2 次巡查，对发现的问题，立即责令整改，对存

在的违法行为严肃查处。

（四）严控面源污染

33.强化露天焚烧巡查。做好大春秸秆禁烧和冬季落叶、垃

圾禁烧工作，通过网格化监管和黑斑倒查机制，压实镇（乡）、

街道及村（社区）责任。

34.加大面源污染管控力度。针对春节前后烟花爆竹燃放、

宗教祭祀活动、腊肉熏制等面源污染行为，分别组织开展专项

检查，加强宣传，倡导绿色、文明的生活方式，强化执法力度，

确保各项禁燃禁熏措施落实到位。新都区、温江区、双流区、

郫都区、简阳市、崇州市和新津县于 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烟

花爆竹禁燃区域的优化调整；其他区（市）县可根据管控需要，

优化调整扩大烟花爆竹禁燃区域。

35.强化汽修行业 VOCs 排放管控。严格查处露天喷涂及无证

喷涂等违法行为。2019 年 11 月底前，各区（市）县开展汽修

行业喷涂废气收集和治理设施专项整治，并将整治情况报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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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局备案。2019 年 12 月起，由各区（市）县每月组织至

少开展 2 次汽修行业 VOCs 治理专项检查。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2 月，由市交通运输部门组织市级有关部门每月至少开展 1

次汽修行业 VOCs 治理专项督查。

36.加强餐饮油烟执法检查。各区（市）县每月至少开展 1

次餐饮油烟和露天烧烤专项执法检查，将检查情况报市城管委。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2 月，由市城管委组织市级有关部门每

月至少开展 1 次餐饮油烟专项督查。

（五）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

37.修订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按要求完成应急减排清

单修订工作和应急减排清单编制工作。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

绩效分级，严格落实“一厂一策”等各项应急减排措施。

38.强化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加强全市重污染天气的会商、

预测、预判、应急响应措施后评估，开展区（市）县空气质量

预报指导工作。

39.加强科技治霾技术运用。依托“成都大气污染防控院士

（专家）工作站”，分析解读污染过程成因，指导制定重污染天

气应急措施。充分利用“走航”监测系统、气溶胶激光雷达、

成都市数智环境系统、工地扬尘监控及建筑垃圾运输处置信息

和监管平台、扬尘在线视频监测系统等技术手段提高管理效率

和科研能力。

40.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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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检查频次，严厉打击不落实应急减排措施、超标排污等违

法行为。加强电力部门电量数据、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等应用，

实现科技执法、精准执法。加大违法处罚力度，对重污染天气

应对期间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从严处罚。

41.加强区域联防联控。联合成都平原经济区其他七市，每

月开展区域空气质量联合会商，开展工业高架源、柴油货车及

非道路移动机械、燃放烟花爆竹、大春秸秆焚烧、腊肉熏制等

污染源联防联控，推动成都平原经济区协同减排，共同应对重

污染天气。

（六）开展冬季大气专项督查

42.开展专项督查行动。配套制定《成都市 2019-2020 年蓝

天保卫战冬季战役督查方案》，分片区、分阶段、分行业组织力

量开展冬季战役各项措施落实情况督查。

43.强化执法工作机制。全市范围抽调联合执法人员，充分

利用精准溯源科技手段，发挥网格化监管体系作用，严厉打击

偷排漏排超排等环境违法行为，对违法企业进行信用惩戒。

44.实施空气质量监测周通报制度。继续开展区（市）县网

格化降尘监测工作，并实施区（市）县颗粒物（PM10、PM2.5）周

通报和降尘月通报制度。

四、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45.强化组织实施和统筹协调。市大气办对本方案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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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面督查，对相关市级部门及区（市）县履职不到位的进

行通报，并约谈问责。各市级牵头部门要根据本方案制定任务

实施细则，明确工作内容、要求、职责等，强化指导和协调，

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各区（市）县政府要根据本方案和各

牵头部门任务实施计划，制定任务实施清单，明确工作要求和

责任主体。

（二）技术保障

46.市生态环境局建立冬季战役期间的定期会商制度，会同

市气象局组建重污染天气应急会商小组和专家团队。各区（市）

县组织开展乡镇环保员大气污染防治技术培训，全面提升业务

能力，明确职能职责，逐步提高乡镇环保员网格化监管能力和

水平。市级有关部门充分发挥空气质量监测微站、电力数据调

度以及各自信息化平台等科学技术手段，为冬季战役期间提供

数据支撑。市科技局会同市级有关部门加大“多尺度喷雾（淋）

除霾技术”等科技治气技术的推广应用。市气象局根据市生态

环境局空气质量预测情况，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三）资金保障

47.市、县两级财政部门要合理保障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实

施以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为导向的市、县两级资金支持政策，加

强冬季战役期间相关经费的监管。

（四）宣传保障

48.建立宣传引导协调机制，统筹做好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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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报道和舆情监控工作；通过省、市主要媒体、市级有关部门

和区（市）县官方网站、微信、微博等广泛开展冬季大气污染

防治科普宣传、重污染天气期间的信息发布以及污染过程解读

工作。引导冬季战役期间公众低碳生活，提倡绿色出行，形成

人人关心、人人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社会氛围。

附件：1.成都市在用生物质锅炉、高架源企业名单

2.成都市钢铁行业企业名单

3.成都市砖瓦窑行业企业名单

4.成都市铸造行业企业名单

5.成都市砂石厂、粉磨站企业名单

6.成都市工业炉窑名单

7.成都市工业堆场核查工作发现问题汇总表

8.成都市需制定整改方案的涉VOCs排放重点企业名单

9.成都市采样口设置不符合规范企业名单

10.成都市家具制造行业企业名单

11.成都市各区（市）县柴油车尾气排放监督抽测任

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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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 2019-2020 年蓝天保卫战冬季战役任务分解表

序号 类别 完成时限 工作措施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责任单位

1

深化工

业污染

综合治

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巩固“散乱污”清理整治成果。持续开展“散乱污”六大专项攻坚行动，利用“散

乱污”工业企业整治督查信息平台，强化日常监管，推动“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

集中攻坚行动。强化联合执法，探索电力大数据倒查监管模式，不断完善“发现一

起整治一起”的长效机制。对于提升改造类企业，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对标先

进企业实施深度治理，由经信、生态环境、市场监管部门会审签字后方可投入运行。

市经信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

市城管委

市应急局

市发改委

各区（市）县政

府（含成都天府

新区、成都高新

区管委会，下同）

2

深化工

业污染

综合治

理

冬季战役

期间

严格燃煤污染控制。持续推进剩余 3 台大蒸吨燃煤锅炉的清洁能源改造工作，对市

政府批准允许使用的燃煤锅炉，禁止使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指硫分大于 0.6%，

灰分大于 15%），对违规使用的锅炉实施停用整改。

市经信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生态环境局

相关区（市）县

政府

长期实施 持续推进采用燃煤的粮食烘干设备清洁能源改造工作。 市农业农村局

市经信局

市生态环境局

成都供电公司

市天然气公司

各区（市）县政

府

冬季战役

期间

开展打击劣质煤销售专项行动，对散煤经销点煤炭质量进行全面抽检，确保成都市

范围内使用的散煤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和地方要求。
市市场监管局

相关区（市）县

政府

冬季战役

期间
开展工业炉窑用煤情况抽测，依法查处使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煤炭的企业。 市生态环境局

相关区（市）县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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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完成时限 工作措施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责任单位

3

深化工

业污染

综合治

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加快推进老旧燃气（油）锅炉低氮燃烧技术改造或“气（油）改电”。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内，在用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后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和新建燃气锅炉氮氧化

物排放浓度不得高于 30 毫克/立方米；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外，在用燃气锅炉低氮燃

烧改造后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和新建燃气锅炉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不得高于 60 毫克/

立方米。冬季战役期间，全市完成 400 台老旧燃气锅炉排放抽检。

市生态环境局 市市场监管局
各区（市）县政

府

4

深化工

业污染

综合治

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强化生物质锅炉和高架源监管。在用生物质锅炉应采用专用锅炉，配套旋风+布袋

等高效除尘设施，禁止掺烧煤炭、垃圾、工业固体废物等其他物料。加大在用生物

质锅炉、高架源（见附件 1）大气污染物排放监督检查力度，对符合安装条件的生

物质锅炉、高架源安装废气在线监测设备，相关区（市）县对未安装在线监测设备

的生物质锅炉、高架源每月开展 1 次监督性监测。

市生态环境局 市市场监管局
相关区（市）县

政府

长期实施 禁止新建燃煤、木材、生物质锅炉（含成型生物质）。 市市场监管局 市生态环境局
各区（市）县政

府

5

深化工

业污染

综合治

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全面实现燃煤电厂稳定超低排放。巩固 2 家燃煤电厂燃煤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成

果，确保稳定达到超低排放标准（烟尘≤10 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35 毫克/立

方米、氮氧化物≤50 毫克/立方米）。强化燃煤电厂堆场和运输环节无组织排放管控，

重污染应急期间，应采用国 V 及以上货运车辆运输物料。

市生态环境局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

大邑县政府

金堂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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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深化工

业污染

综合治

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强化钢铁行业（见附件 2）污染排放控制。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钢铁行业企业

绿色化发展绩效考核，对考核不合格的在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9 日实行错峰生产。

4 家钢铁生产企业（含黑色金属冶炼）在冬季战役期间不得外购钢坯开展轧钢作业，

炼钢工序颗粒物排放浓度应稳定达到 10 毫克/立方米以下。14 家钢压延加工企业

严格执行行业排放标准，依法查处超标企业。对违反规定使用加热炉进行轧钢作业

的或者炼钢工序无法稳定达到规定排放浓度限值的，由属地纳入停产整改，属地生

态环境部门复查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市生态环境局

市经信局

大邑县政府

金堂县政府

7

深化工

业污染

综合治

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全面实行水泥企业超低排放。3 家水泥熟料生产企业（8 条生产线）在冬季战役期

间的氮氧化物排放应稳定达到 100 毫克/立方米以下，无法稳定实现氮氧化物超低

排放要求的生产线（出现 1 次日均浓度超过 100 毫克/立方米的），由属地纳入停产

整改，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复查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强化堆场和运输环节无组织排

放管控，重污染应急期间，应采用国 V 及以上货运车辆运输物料。

市经信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

彭州市政府

都江堰市政府

8

深化工

业污染

综合治

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加快推进平板玻璃生产企业超低排放治理。对台玻成都玻璃有限公司已完成烟气脱

硫、脱硝深度治理的 1 号生产线（700t/d）实行绿色调度，不纳入限产范围。加快

推进台玻成都玻璃有限公司 2 号生产线（900t/d）、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3 条生

产线（550t/d、700t/d、900t/d）和明达玻璃（成都）有限公司 2 条生产线（550t/d、

700t/d）超低排放治理。

市生态环境局 市经信局

青白江区政府

双流区政府

金堂县政府

对未完成脱硫、脱硝深度治理的生产线（标准：二氧化硫排放浓度低于 200 毫克/

立方米、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低于 150 毫克/立方米）按要求纳入限产范围，限产比

例不低于 10%。强化堆场和运输环节无组织排放管控，重污染应急期间，应采用国

V 及以上货运车辆运输物料。

市经信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

青白江区政府

双流区政府

金堂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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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深化工

业污染

综合治

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全面推进砖瓦窑行业（见附件 3）提升整治。以轮窑企业为重点强化对砖瓦窑企业

设施运行情况检查。
市生态环境局 市经信局

相关区（市）县

政府

对全市砖瓦窑企业进行绿色化发展绩效考核，经考核合格的实施绿色调度，不纳入

冬季战役错峰生产范围；不合格的砖瓦窑企业分两个批次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 月 22 日和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9 日实行错峰生产。相关区（市）

县结合当地大气污染变化趋势及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对仿古砖生产企业、陶瓷烧

制企业实行错峰生产。

市生态环境局市

经信局

相关区（市）县

政府

10

深化工

业污染

综合治

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全面推进铸造行业（见附件 4）提升整治。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全市铸造行业企

业绿色化发展绩效考核，对考核合格的实行绿色调度，不纳入错峰生产；对考核不

合格的分两个批次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 月 22 日和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9 日实行错峰生产。

市生态环境局

市经信局

相关区（市）县

政府

以使用冲天炉铸造企业为重点强化铸造行业企业设施运行情况检查。 市生态环境局 市经信局
相关区（市）县

政府

11

深化工

业污染

综合治

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全面推进全市砂石厂、粉磨站（见附件 5）提升整治。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对全

市砂石厂、粉磨站绿色化发展绩效考核，对考核合格的实行绿色调度，不纳入错峰

生产；对考核不合格的在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9 日期间实行错峰生产。

市生态环境局

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

相关区（市）县

政府

对名单外的砂石厂、粉磨站实施停产整改，由行业主管部门复查合格后方可恢复生

产。

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

相关区（市）县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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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深化工

业污染

综合治

理

长期实施

禁止新建燃料类煤气发生炉；新建、改建和扩建涉工业炉窑的建设项目，应达到清

洁生产 I 级水平（《工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GB/T20106－2006））。

充分利用熔炼炉、熔化炉、焙（煅）烧炉、加热炉、热处理炉、干燥炉（窑）、煤

气发生炉等 7 类工业炉窑管理清单（见附件 6），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冬季战役期

间，禁止使用煤气发生炉（民生工程除外），对属于落后产能的工业炉窑在 2019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 月 22 日实行错峰生产，在冬季战役期间，禁止使用煤

气发生炉（民生工程除外）。对未列入管理清单中的工业炉窑实施停用整改，经行

业主管部门复查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市经信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市场监管局

相关区（市）县

政府

严格控制工业炉窑生产工艺及相关物料储存、输送等过程无组织排放。在保障生产

安全的前提下，采取密闭、封闭等有效措施，产尘点及车间不得有可见烟粉尘外逸，

提高废气收集率，严格执行行业或综合排放标准。

市生态环境局 市经信局
相关区（市）县

政府

12 月 10

日前

各区（市）县 2019 年 12 月 10 日前完成对辖区内属于落后产能的工业炉窑梳理核

查，并将核查结果报市经信部门备案，抄报市大气办。
市经信局 市生态环境局

相关区（市）县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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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深化工

业污染

综合治

理

长期实施

强化工业企业堆场扬尘管控。工业企业堆场实施规范化全封闭管理。易产生扬尘的

物料堆场采取封闭式库仓，不具备封闭式库仓改造条件的，应设置不低于料堆高度

的严密围挡，且采取覆盖措施有效控制扬尘污染；堆场内进行搅拌、粉碎、筛分等

作业时应喷水抑尘。物料装卸配备喷淋等防尘措施，转运物料尽量采取封闭式皮带

输送。厂区主要运输通道实施硬化并定期冲洗或湿式清扫，堆场进出口设置车辆冲

洗设施，运输车辆实施密闭或全覆盖。

市生态环境局 市经信局
各区（市）县政

府

12 月底前 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前期物料堆场抽查工作中发现问题（见附件 7）整改。 市生态环境局 市经信局
各区（市）县政

府

14

深化工

业污染

综合治

理

长期实施

严格涉 VOCs 项目准入。禁止新建生产和使用高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溶剂型涂料、

油墨、胶粘剂等项目。限制引进、新建、改建和扩建涉及有机溶剂使用和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的低固份油性涂料、沥青类防水材料、人造板等生产项目。

市投促局

市发改委

市经信局

市生态环境局

各区（市）县政

府

强化重点行业 VOCs 源头管控。按照国家、省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

术要求，开展对涂料、胶粘剂等生产含挥发性有机物原料企业生产产品质量的监督

抽查，依法查处产品质量不合格的企业。

市市场监管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改委

各区（市）县政

府

强化重点行业 VOCs 源头管控。按照国家、省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

术要求，大力推广使用低（无）VOCs 含量的涂料、有机溶剂、胶粘剂、油墨等原

辅材料，积极推动使用低毒、低挥发性溶剂，配套改进生产工艺。

市经信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改委

各区（市）县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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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深化工

业污染

综合治

理

12 月底前

强化重点行业 VOCs 排放专项整治。加快推进不符合管理要求的涉 VOCs 排放重点企

业（见附件 8）专项整治工作，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专项整治方案以及家具、制

鞋、包装印刷、涂料生产、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行业标杆企业打造和行业管理规

范制定。

市生态环境局市

经信局

各区（市）县政

府

冬季战役

期间

强化重点行业 VOCs 达标排放执法监管。以仅使用一次性活性炭吸附、水或水溶液

喷淋吸收、等离子、光催化、光氧化等末端治理技术企业为重点开展专项检查，对

不正常使用废气治理设施或超标排放的企业实施立案查处，并停产整改。对未完成

排气筒永久性测试孔、采样平台和排污口标志设置的企业（见附件 9），及时完成

整改，对未按时完成整改的企业实施立案查处。对 VOCs 走航发现的问题区域全面

开展现场核查，对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予以立案查处。

市生态环境局
各区（市）县政

府

16

深化工

业污染

综合治

理

冬季战役

期间

推进家具制造、制鞋行业产业升级。木质家具推广使用高效的往复式喷涂箱、机械

手和静电喷涂技术；板式家具采用喷涂工艺的，推广使用粉末静电喷涂技术；采用

溶剂型、辐射固化涂料的，推广使用辊涂、淋涂等工艺。强化家具制造、制鞋行业

监管，冬季战役期间，以未实现自动化喷涂且仅使用一次性活性炭吸附、水或水溶

液喷淋吸收、等离子、光催化、光氧化等末端治理技术的家具制造行业企业为重点

强化对家具制造行业企业（见附件 10）设施运行情况检查；以无组织排放情况为

检查重点，对排放超标或未按要求对 VOCs 废气进行有效收集的制鞋行业企业进行

依法查处；同时，利用 VOCs 走航等“技防”手段对重点区域开展强化检查。

市生态环境局

市经信局

相关区（市）县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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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推进移

动源污

染专项

治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开展重型柴油车联合执法检查。冬季战役期间，利用遥感监测、黑烟车抓拍、便携

式设备等技术手段开展路检路查、入户检查，累计完成 18.3 万辆抽测任务（见附

件 11），对污染控制装置造假、屏蔽车载诊断系统（OBD）功能、冒黑烟、尾气排

放不达标等违法行为依法处理。

市生态环境局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

各区（市）县政

府

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对物流园区、工业园区、城市建筑工地周边道路

重型柴油车开展监督检查。
市公安局

各区（市）县政

府

生态环境部门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对重型柴油车所属大户企业、货物集散地、柴油

货车聚集地、公共交通场站等车辆集中停放地，环卫、邮政、旅游、长途客运、物

流、维修和工矿企业等重点单位重型柴油车开展监督检查。

市交通运输局
各区（市）县政

府

18

推进移

动源污

染专项

治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强化货运车辆监督管理。严格按照成都市货运汽车相关限行规定要求，强化货运车

辆限行管理，每月开展 1 次以上的专项执法行动，依法查处违反限行规定的货运

车辆，并在微博、微信以及蓉 e 行等平台大力开展宣传警示。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
各区（市）县政

府

19

推进移

动源污

染专项

治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强化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执行力度。严格按照我市《关于调整汽车尾号限行区域的

通告》要求，强化机动车辆限行管理，每月开展 1 次以上专项执法行动，依法查

处违反尾号限行规定的机动车，并在微博、微信以及蓉 e 行等平台大力开展宣传警

示。

市公安局
各区（市）县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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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推进移
动源污
染专项
治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强化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加强对进入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内工程机
械的监督检查，强化施工现场非道路移动机械进出场和用油台账管理。市级行业主
管部门每月至少开展 3 次工地抽查，属地政府进行常态化管控，依法查处超标排放
工程机械，消除“冒黑烟”现象，对违法使用的单位（工地）实施联合惩戒。

市住建局
市城管委

市交通运输局
市公园城市局

市水务局
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
各区（市）县政

府

强化对重点区域非道路移动机械达标抽测，加快推进重点区域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尾
气净化装置（DPF 等）安装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建局
市城管委

市交通运输局
市公园城市局

市水务局
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

各区（市）县政
府

12 月底前
2019 年 12 月底前，除五城区、高新区外的区（市）县应根据各地大气污染防治实
际情况，依法划定并公布非道路移动机械高排放禁止使用区。

相关区（市）县
政府

21

推进移
动源污
染专项
治理

12 月底前
加强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2019 年 12 月底前，排放检验机构应在企业网站
或办事大厅显示屏通过高清视频实时公开柴油货车排放检验全过程及检验结果。

市生态环境局 市公安局
各区（市）县政

府

长期实施
通过随机抽检、排放检测比对、远程监控排查等方式加强监管，实现排放检验机构
监管全覆盖，对初检超标车、营运柴油车、国Ⅲ及以下排放阶段转入车的检测过程
数据、视频图像和检测报告实施重点核查。

市生态环境局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
各区（市）县政

府

长期实施
强化“油改气”和采用稀薄燃烧技术车辆定期检验监管，严禁“油改气”车辆在定
期检验时使用汽油通过检测。

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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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推进移

动源污

染专项

治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加强油品质量监管。加大流通领域成品油、车用尿素的抽检批次（抽检成品油≥

180 批次，车用尿素≥20 批次），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劣质油品和不合格车用尿素

的行为，重点对大型工业企业等自备油库油品质量开展监督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

从严查处，并抄告不合格产品生产地市场监管部门。

市市场监管局
市公安局

市经信局

各区（市）县政

府

23

推进移

动源污

染专项

治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加强公共交通保障。根据客流情况，优化调整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开行频次，实

行公交延时服务，保障市民出行。
市交通运输局

各区（市）县政

府

24

强化工

地及道

路扬尘

综合治

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开展扬尘管控专项整治。各建设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组织开展扬尘

管控专项整治行动，对未落实扬尘防治措施工地及建设施工单位进行通报，依法给

予相应行政处罚，记入不良信用信息记录，并责令停工整改，由建设行业主管部门

复查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市住建局

市城管委

市交通运输局市

公园城市局

市水务局

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

各区（市）县政

府

长期实施
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混凝土搅拌站扬尘在线视频监测的安装

及使用，强化工地湿法作业等抑尘措施。
市住建局 成都轨道集团

各区（市）县政

府

冬季战役

期间

各类长距离市政、城市道路、公路、道路绿化、水利等线性工程，要合理安排工期

和作业面，实施分段施工。

市住建局

市城管委

市交通运输局市

公园城市局

市水务局

各区（市）县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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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强化工
地及道
路扬尘
综合治

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强化重点区域内扬尘和 VOCs 管控。符合条件的轨道交通施工工地推行封闭化作业，
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地易起尘工序实施密闭作业；重点管控区域内，不得在
施工现场使用油性漆对架管等进行喷涂作业。

市住建局 成都轨道集团
各区（市）县政

府

26

强化工
地及道
路扬尘
综合治

理

冬季战役
期间

落实工地智慧监管。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地全面运用“智慧工地”监管平台，
实时监控工地扬尘管控情况，及时查处违法行为。对存在问题整改不及时、不到位
的工地实施强制管控措施。

市住建局
各区（市）县政

府

27

强化工
地及道
路扬尘
综合治

理

11 月底前
确定重点工程项目名单。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要求，2019 年 11 月底前，确
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期间成都市政府批准允许开展土石方作业、建筑拆除施工的
重点工程项目名单，并向社会公开。

市住建局

市发改委
市经信局
市教育局
市城管委

市交通运输局市
公园城市局
市水务局

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

各区（市）县政

府

28

强化工

地及扬

尘综合

治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强化重点工程项目货运车辆、工程机械监管。经成都市政府批准允许进行土石方作

业、房屋拆迁施工的重点工程项目，必须使用《名录》内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引导

施工单位优先使用新能源车或国 V 及以上排放阶段的货运车辆、电动或国Ⅱ排放阶

段及以上的柴（汽）油工程机械。按主管部门作业指导书要求，严格落实强化扬尘

管理措施，并在施工工地明显位置设置公示牌，接受社会监督。违规施工或不按要

求落实污染防治要求的，一经查实从重处理。

市住建局

市城管委

市交通运输局市

公园城市局

市水务局

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

市公安局
各区（市）县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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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强化工

地及扬

尘综合

治理

长期实施

动态更新各类施工工地项目清单。2019 年 11 月起，市级相关主管部门须建立和

完善全市各类施工工地项目清单，并实现月更新，相关工地清单信息须每月 10 日

前报市大气办、市扬尘办。

市住建局

市城管委

市交通运输局市

公园城市局

市水务局

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

各区（市）县政

府

市生态环境局须每周一将上周相关空气质量监测结果通报各区（市）县政府及市级

有关部门。
市生态环境局

各区（市）县政

府

30

强化工

地及扬

尘综合

治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强化渣土运输车监督检查。利用成都市建筑垃圾运输处置信息和监管平台，强化对

渣土运输车的监督和检查，严查严处《名录》内运输车辆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并纳

入渣土运输企业信用等级考核

市城管委

市公安局

市住建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

公园城市局

市水务局

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

各区（市）县政

府

对《名录》外车辆非法在我市从事渣土运输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每月组织开

展 1 次及以上运渣车联合整治行动，对运渣车违反限行规定、超限、超载、撒漏

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市城管委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

各区（市）县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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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强化工

地及扬

尘综合

治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强化道路扬尘管控。提高中心城区城市道路及进出城城市快速路、郊区（市）县建

成区主要道路“洗、扫、冲、收”机械化作业频次，每日不少于 1 次，道路污染、

重大保障和重污染天气等特殊情况，可根据实际增加作业频次。但原则不得白天作

业，确需白天作业时要错开早晚交通高峰时段。作业时注意避让车辆和行人，以洒

水作业为主（预测气温低于 0℃及以下除外）。夜间时段强化对运渣车集中行驶路

段的保洁、冲洗作业，增加沿线道树、绿化带冲洗除尘频次。

市城管委 市公园城市局
各区（市）县政

府

以温郫、温双、成新蒲、IT 大道、郫彭等公路为重点，加强公路和乡村道路保洁

和冲洗作业。
市交通运输局

相关区（市）县

政府

32

强化工

地及扬

尘综合

治理

冬季战役

期间

开展裸土覆盖专项检查。全面开展裸露地面防尘覆盖和绿化覆盖综合整治，重点对

土石方作业区、长期闲置土地、临时渣土堆场、主次干道两侧裸土进行整治覆盖，

每月至少开展 2 次巡查，对发现的问题，立即责令整改，对存在的违法行为严肃查

处。

市住建局

市城管委

市交通运输局市

公园城市局

市水务局

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

各区（市）县政

府

对国道、省道及物流园区周边等柴油货车临时停车场出入口进行平整和硬化，保持

场内干净、整洁，各区（市）县每月至少开展 2 次巡查，对发现的问题，立即责令

整改，对存在的违法行为严肃查处。

市交通运输局
各区（市）县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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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严控面

源污染

冬季战役

期间

强化露天焚烧巡查。做好冬季落叶、垃圾禁烧工作，通过网格化监管和黑斑倒查机

制，压实镇（乡）、街道及村（社区）责任。

市城管委 市农业农村局

市公园城市局

各区（市）县政

府

做好大春秸秆禁烧，通过网格化监管和黑斑倒查机制，压实镇（乡）、街道及村（社

区）责任。
市农业农村局 市级有关部门

各区（市）县政

府

34
严控面

源污染

冬季战役

期间

加大面源污染管控力度。针对春节前后烟花爆竹燃放、宗教祭祀活动、腊肉熏制等

面源污染行为，分别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加强宣传，倡导绿色、文明的生活方式，

强化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禁燃禁熏措施落实到位。

市公安局

市委社治委

市民宗局

市城管委

市级有关部门
各区（市）县政

府

12 月底前

新都区、温江区、双流区、郫都区、简阳市、崇州市和新津县于 2019 年 12 月底

前完成烟花爆竹禁燃区域的优化调整；其他区（市）县可根据管控需要，优化调整

扩大烟花爆竹禁燃区域。

各区（市）县政

府

35
严控面

源污染

冬季战役

期间

强化汽修行业 VOCs 排放管控。严格查处露天喷涂及无证喷涂等违法行为。2019 年

11 月底前，各区（市）县开展汽修行业喷涂废气收集和治理设施专项整治，并将

整治情况报市交通运输局备案。2019 年 12 月起，由各区（市）县每月组织至少开

展 2 次汽修行业 VOCs 治理专项检查。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2 月，由市交通运输

部门组织市级有关部门每月至少开展 1 次汽修行业 VOCs 治理专项督查。

市交通运输局 市级有关部门
各区（市）县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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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严控面

源污染

冬季战役

期间

加强餐饮油烟执法检查。各区（市）县每月至少开展 1 次餐饮油烟和露天烧烤专

项执法检查，将检查情况报市城管委。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2 月，由市城管委

组织市级有关部门每月至少开展 1 次餐饮油烟专项督查。

市城管委

市商务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生态环境局

各区（市）县政

府

37

强化重

污染天

气应对

11 月底前

修订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按要求完成应急减排清单修订工作和应急减排清单

编制工作。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绩效分级，严格落实“一厂一策”等各项应急减

排措施。

市生态环境局
各区（市）县政

府

38

强化重

污染天

气应对

冬季战役

期间

强化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加强全市重污染天气的会商、预测、预判、应急响应措

施后评估，开展区（市）县空气质量预报指导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 市气象局

各区（市）县政

府

39

强化重

污染天

气应对

长期实施

加强科技治霾技术运用。依托“成都大气污染防控院士（专家）工作站”，分析解

读污染过程成因，指导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充分利用“走航”监测系统、气溶

胶激光雷达、成都市数智环境系统、工地扬尘监控及建筑垃圾运输处置信息和监管

平台、扬尘在线视频监测系统等技术手段提高管理效率和科研能力。

市科技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经信局

市住建局

市城管委

各区（市）县政

府

40

强化重

污染天

气应对

长期实施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加密执法检查频次，严厉打击不

落实应急减排措施、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加强电力部门电量数据、污染源自动监

控数据等应用，实现科技执法、精准执法。加大违法处罚力度，对重污染天气应对

期间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从严处罚。

市生态环境局
各区（市）县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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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强化重

污染天

气应对

冬季战役

期间

加强区域联防联控。联合成都平原经济区其他七市，每月开展区域空气质量联合会

商，开展工业高架源、柴油货车及非道路移动机械、燃放烟花爆竹、大春秸秆焚烧、

腊肉熏制等污染源联防联控，推动成都平原经济区协同减排，共同应对重污染天气。

市生态环境局

市气象局

市公安局

市委社治委

市城管委

各区（市）县政

府

42

开展冬

季大气

专项督

查

冬季战役

期间

开展专项督查行动。配套制定《成都市 2019-2020 年蓝天保卫战冬季战役督查方

案》，分片区、分阶段、分行业组织力量开展冬季战役各项措施落实情况督查。
市大气办 市级有关部门

各区（市）县政

府

43

开展冬

季大气

专项督

查

冬季战役

期间

强化执法工作机制。全市范围抽调联合执法人员，充分利用精准溯源科技手段，发

挥网格化监管体系作用，严厉打击偷排漏排超排等环境违法行为，对违法企业进行

信用惩戒。

市生态环境局 市级有关部门
各区（市）县政

府

44

开展冬

季大气

专项督

查

长期实施
实施空气质量监测周通报制度。继续开展区（市）县网格化降尘监测工作，并实施

区（市）县颗粒物（PM10、PM2.5）周通报和降尘月通报制度。
市大气办

各区（市）县政

府

45
组织保

障

冬季战役

期间

强化组织实施和统筹协调。市大气办对本方案落实情况进行全面督查，对相关市级

部门及区（市）县履职不到位的进行通报，并约谈问责。
市大气办 市级有关部门

各区（市）县政

府

11 月底前

各市级牵头部门要根据本方案制定任务实施细则，明确工作内容、要求、职责等，

强化指导和协调，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各区（市）县政府要根据本方案和各牵

头部门任务实施计划，制定任务实施清单，明确工作要求和责任主体。

市级有关部门

各区（市）县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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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技术保

障

冬季战役

期间

市生态环境局建立冬季战役期间的定期会商制度，会同市气象局组建重污染天气应

急会商小组和专家团队。

市生态环境局

市气象局

冬季战役

期间

各区（市）县组织开展乡镇环保员大气污染防治技术培训，全面提升业务能力，明

确职能职责，逐步提高乡镇环保员网格化监管能力和水平。

各区（市）县政

府

冬季战役

期间

市级有关部门充分发挥空气质量监测微站、电力数据调度以及各自信息化平台等科

学技术手段，为冬季战役期间提供数据支撑。
市级有关部门

各区（市）县政

府

长期实施
市科技局会同市级有关部门加大“多尺度喷雾（淋）除霾技术”等科技治气技术的

推广应用。
市科技局 市级有关部门

各区（市）县政

府

冬季战役

期间
市气象局根据市生态环境局空气质量预测情况，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市气象局

47
资金保

障

冬季战役

期间

市、县两级财政部门要合理保障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实施以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为导

向的市、县两级资金支持政策，加强冬季战役期间相关经费的监管。
市财政局

48
宣传保

障

冬季战役

期间

建立宣传引导协调机制，统筹做好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宣传报道和舆情监控工作；通

过省、市主要媒体、市级有关部门和区（市）县官方网站、微信、微博等广泛开展

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科普宣传、重污染天气期间的信息发布以及污染过程解读工作。

引导冬季战役期间公众低碳生活，提倡绿色出行，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大气污

染防治的社会氛围。

市生态环境局

市委宣传部
市级有关部门

各区（市）县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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