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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统筹全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精准开展绩效评级，细

化应急减排清单，夯实应急减排措施，严禁“一刀切”。完善重污

染天气应急响应机制，提高预防、预警、应对能力，不断提高重

污染天气应急管理精细化水平，加强区域应急联动，及时有效应

对重污染天气，最大程度减少污染物排放，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和社会稳定。

（二）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4）《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5）《河北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6）《河北省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7）《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8）《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9）《河北省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

（10）《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

（HJ63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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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统一京津冀城市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强

化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函》（环办应急函〔2016〕225号）；

（12）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

知》（国发〔2018〕22号）；

（13）省政府《关于印发河北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

案的通知》（冀政发〔2018〕18号）；

（14）《定州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定政发

〔2018〕78号）；

（15）《定州市 2022年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16）《关于印发〈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夯实应急减排

措施的指导意见〉的函》（环办大气函〔2019〕648号）；

（17）《关于印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

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的函》（环办大气函〔2020〕340

号）；

（18）《关于印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及减排措

施〉补充说明的通知》（环办便函〔2021〕341号）；

（19）《关于印发〈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

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22〕

68号）；

（20）《关于印发〈河北省重点行业绩效分级管理实施方

案〉的通知》，（冀环大气〔2021〕169号）；

（21）关于印发《定州市生态环境领域“一刀切”行为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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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定气防〔2020〕59号）；

（22）《关于印发<环保服务“两进三送”活动实施>的通知》

（2022-128）。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定州市行政区域内发生重污染天气时，需要相

关区域内各级政府组织开展的应急响应工作。因沙尘和臭氧造成

的重污染天气，不纳入本应急预案范畴。

（四）预案体系

《定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是定州市政府专项应急预

案。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经济开发区和各乡

镇（街道）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以及相关企业

“一厂一策”实施方案，共同构成定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体

系，并与《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相衔接，以其为依据，

对相关内容进行分解和细化。

（五）工作原则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应减少对城市正常运转的影响，尤

其以保障民生和安全为前提，科学制定应急响应措施，最大程度

减少污染物排放，保障公众健康。

以人为本，预防为主。把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作为重污染天气

应对工作的出发点，坚持底线思维、底线意识、底线行动，排查

夯实减排清单，科学制定减排措施，切实发挥减排效应，最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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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降低重污染天气带来的危害。

科学预警，及时响应。加强大气污染源监测，做好空气质量

和气象条件的预报预测，及时分析准确把握空气质量和气象条件

的变化趋势，完善重污染天气的监测、预报、预警、响应体系，

提前发布预警，减缓污染程度。

绩效评级，差异管控。全面开展重点行业排放绩效评级工作，

严格落实差别化管控要求，坚持“多排多限、少排少限、不排不

限”，实行清单式管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严禁“一刀切”。

确保同一行业内，同等排放绩效水平的企业减排措施相对一致。

通过绩效评级推动行业治理水平整体升级，鼓励企业通过设备更

新、技术改造、治理升级等措施提高绩效等级，获得长期减排效

益，实现治标向治本转变，以先进带动后进，最终实现行业治理

水平整体提升。

措施可行，有据可查。科学制定应急减排措施，做到可操作、

可监测、可核查。工业企业减排措施以停止生产线或主要产排污

环节（设备）排放污染物为主，不可临时中断的生产线或生产工

序，提前调整生产计划，确保应急响应期间能够落实减排措施。

安全第一，有序实施。工业企业应急减排措施，应符合安全

生产管理要求，需要安全监管部门审批的，必须批准后方可实施。

在重污染天气应对过程中，企业应在应急响应启动、终止时，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相关要求确保应急响应全过程符合安全生产操

作规程并有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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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管理，强化落实。经济开发区、各乡镇（街道）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的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

合，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全市重污染天气应对

工作。明确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职责分工，厘清工作重点，明确工

作程序，实施奖惩并举，确保监测、预报、预警、响应、督导检

查等应急工作各环节有据、有序、高效执行，并做好信息共享和

信息公开工作。

二、组织机构与职责

（一）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市长担任，副

组长由主管副市长担任（见附件 1）。负责统一指挥、组织、协

调全市重污染天气预测预警、应急响应、检查评估等工作。

（二）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大

气办）。办公室主任由主管副市长担任，常务副主任由市生态环

境局局长担任。负责组织落实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以下简称省大气办）发布的预警信息，组织重污染天气研判、

会商以及相关信息发布和上报；督导各成员单位落实应急响应措

施；组织对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进行分析、总结；组建重污染天

气专家组、监测预报组、督导检查组；承担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市交通

运输局、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气象局、市发展和改革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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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局、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交警大队、日

报社、广播电视台、供电公司、广电网络公司、经济开发区、各

乡镇（街道）。各单位主要职责见附件 2，各单位通讯录见附件

3。

（三）专家组。由生态环境、气象等领域相关专家组成，参

与重污染天气监测、会商、预报、预警、响应及总结评估，针对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为重污染天

气应急管理提供技术指导。专家组成员名单见附件 4。

（四）监测预报组。由市环境监测中心和市气象局技术人员

组成，主要负责环境空气质量和气象条件的观测及预报，向市大

气办提供监测、预报数据信息，为预警、响应提供决策依据。监

测预报组成员名单见附件 5。

（五）督导检查组。由市大气办牵头，组织市生态环境局等

相关部门组成督导检查组，负责对各成员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准

备、监测、预警、响应等职责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履职不

到位的提出问责处理意见。

三、监测与会商

（一）监测。市环境监控中心负责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市气

象局负责气象条件观测，同时做好数据收集处理、研判等工作，

并及时报送有关信息，为预报、会商、预警提供决策依据。对发

生在本行政区域外、有可能对本行政区域造成重污染天气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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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收集和汇总，为应急预警、响应工作开展提供决策依据。

（二）预报。监测预报组根据气象条件变化趋势，结合实时

环境空气质量及本地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对未来 10天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及变化趋势进行预测预报。

（三）会商。结合省大气办发布的区域预警通知，市环境监

测中心会同市气象局开展重污染天气预报会商工作。预报未来可

能出现重污染天气时，应及时发起会商。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

间，加密会商频次，必要时请相关专家参与会商。未发布预警信

息，但重污染天气已经出现时，要实时会商。

四、预警

重污染天气预警统一以空气质量指数 AQI 为指标，按连续

24小时（可以跨自然日）均值计算。

（一）预警分级

按照重污染天气发展趋势和严重性，将城市预警分为三个等

级，由低到高依次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

黄色预警：预测日 AQI>200 持续 24 小时或日 AQI>150 持

续 48小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橙色预警：预测日 AQI>200 持续 48 小时或日 AQI>150 持

续 72小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红色预警：预测日 AQI>200 持续 72 小时且日 AQI>300 持

续 24小时及以上。

（二）预警发布与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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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警发布

市政府预测未来空气质量可能达到相应预警启动条件时，一

般应提前 48小时发布预警信息。当监测空气质量已经达到重污

染，且预测未来 24小时内不会有明显改善时，根据实际污染情

况立即启动相应级别的预警。接到生态环境部、省大气办通报的

预警提示信息或区域应急联动统一要求时，要加密会商频次，密

切关注天气形势变化，及时按要求发布相应级别的预警信息，开

展区域应急联动工作。原则上，启动预警的时间尽量安排在工作

时间（8:00-18:00），特殊情况根据需求确定。

2、发布程序与方式

当预测未来将出现或已出现重污染天气，接到省大气办发布

的预警建议时，市环境监控中心应及时组织联合会商，确定重污

染天气发生的时间、范围和污染程度。经会商达到预警条件时，

填写《重污染天气预报会商意见》，并报送市大气办，市大气办

根据会商意见判断：

当需要发布黄色预警信息时，市大气办于 1小时内完成《重

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解除）审批表》，并由市大气办副主任

审批。

当需要发布橙色预警信息时，市大气办于 1小时内完成《重

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解除）审批表》，并由市大气办主任审

批。

当需要发布红色预警信息时，市大气办于 1小时内完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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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审批表》，并上报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

导小组，由领导小组组长审批。

当市大气办接到省大气办发布区域通知后，于 1小时内完成

审批程序，区域橙色预警和全省橙色预警由市大气办主任审批，

区域红色预警和全省红色预警由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审批。

审批程序完成后，市大气办于 2小时内通过预警信息平台发

布预警信息，各成员单位在接到预警发布信息后 1小时内启动应

急响应。

预警信息发布对象为需要采取措施的各成员单位。预警信息

包括：重污染天气出现的时间、范围、污染程度、预警级别等。

针对企业和公众的预警信息由相关职能部门依据专项实施

方案发布。

3、预警降级和解除

市环境监控中心联合市气象局根据空气质量、气象条件滚动

监测预报信息进行会商，结合专家意见分析评估重污染天气的现

状、潜势，当空气质量改善到相应级别预警启动标准之下，且预

测将持续 48小时以上，或接到省大气办降低预警级别或解除预

警的通知时，应降低预警级别或解除预警，并提前发布信息。原

则上，解除预警的时间尽量安排在工作时间（8:00-18:00），特

殊情况根据需求确定。

当需要解除黄色预警时，市大气办于 1小时内完成《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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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警信息发布（解除）审批表》，并由市大气办副主任审批。

当需要解除橙色预警时，市大气办于 1小时内完成《重污染

天气预警信息发布（解除）审批表》，并由市大气办主任审批。

当需要解除红色预警时，市大气办于 1小时内完成《重污染

天气预警信息发布（解除）审批表》，并上报市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领导小组，由领导小组组长审批。

当市大气办接到省大气办发布区域预警解除通知时，于 1

小时内完成审批程序，区域橙色预警解除由市大气办主任审批，

区域红色预警解除由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审批。

审批程序完成后，市大气办于 2小时内通过预警信息平台发

布预警解除信息。

（三）预警级别的调整

当预测发生前后两次重污染过程，且间隔时间未达到解除预

警条件时，应按一次重污染过程计算，从高级别启动预警。当预

测或监测空气质量达到更高级别预警条件时，依法采取升级措

施。预警级别调整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按照预警降级和解除相

关规定执行。

（四）发布途径

市委宣传部组织各相关部门、新闻媒体通过网络、广播、电

视、政府微网、手机短信、微信、报纸、电子显示屏等方式及时

向社会公众发布预警信息。

五、绩效评级及行业减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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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绩效评级

按照生态环境部《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

术指南》、《河北省十一个个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技术

指南》相关要求，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明确绩效

分级的行业开展绩效评级工作，确保同一行业、同等绩效水平企

业减排措施相对一致；对未明确绩效分级的行业，制定差别化应

急减排措施。绩效评级结束后，在市政府网站向社会公示（涉密

企业和工程除外），接受社会监督。

（二）减排措施

1.电力生产

河北国华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由国家电网统一调度，不采

取管控措施，企业自主采取减排措施：严格落实超低排放标准，

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2.焦化

黄色预警期间出焦时间延长至 32.5 小时，橙色预警期间出

焦时间延长至 36小时，红色预警期间出焦时间延长至 38小时，

以保证焦炉负荷降至生产负荷的 80%以下，停止使用国四及以

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3.铸造行业

1、铸件企业

（1）A 级企业：

鼓励结合实际，自主采取减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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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级企业：

黄色及橙色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

（含燃气）进行运输。

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涉气工序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

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3）C 级企业：

黄色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运输。

橙色预警期间：熔炼工序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

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涉气工序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

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4）D 级企业：

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所有涉气工序停产；停止公路运输。

2、铸造用生铁企业

（1）A 级企业：

鼓励结合实际，自主采取减排措施。

（2）B 级企业：

黄色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运输。

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烧结、球团限产 20%以上，以生产

线计（单条生产线的降低生产负荷，以“环评批复产能、排污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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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载明产能、前一年正常生产实际产量”三者日均值的最小值为

基准核算）；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

运输。

（3）C 级企业：

黄色预警期间：烧结、球团限产 25%（含） 以上（单条生

产线的降低生产负荷，以“环评批复产能、排污许可载明产能、

前一年正常生产实际产量”三者日均值的最小值为基准核算）；

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烧结、球团限产 50%（含）以上（单

条生产线的降低生产负荷，以“环评批复产能、排污许可载明产

能、前一年正常生产实际产量”三者日均值的最小值为基准核

算）；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4）D 级企业：

黄色预警期间：烧结、球团限产 50%（含） 以上（单条生

产线的降低生产负荷，以“环评批复产能、排污许可载明产能、

前一年正常生产实际产量”三者日均值的最小值为基准核算）；

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停产；停止公路运输。

4.砖瓦窑行业

烧结砖 C 级企业：黄色预警期间，破碎、成型等排放颗粒

物工序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

运输；橙色预警期间，停产 50%（以生产线计），剩余 50%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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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线禁止新坯进窑或蹲火保窑，破碎、成型等涉及颗粒物排放工

序停产，停止公路运输；红色预警期间，企业停产，停止公路运

输。

烧结砖 D级企业：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企业停产，停止

公路运输。

非烧结砖企业：

（1）引领性企业：

鼓励结合实际，自主采取减排措施。

（2）非引领性企业：

黄色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运输。橙色预警期间：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

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红色预警期间：停产；停止公路运输。

5.水泥

水泥制品、粉磨站、矿渣粉引领性企业：自主采取减排措施。

水泥制品、粉磨站、矿渣粉非绩效引领性企业：黄色及以上

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

输；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企业停产，停止公路运输。

6.家具制造

（1）A 级企业：

鼓励结合实际，自主采取减排措施。

（2）B 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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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运输。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开料、机加工、打磨、施胶、

调漆、供漆、涂装、干燥/烘干等涉气排放工序停产 50%，以生

产线计；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3）C 级企业：

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开料、机加工、打磨、施胶、调漆、

供漆、涂装、干燥/烘干等涉气排放工序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

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4）使用粉末涂料家具制造的企业：

引领性企业：鼓励结合实际，自主采取减排措施。

非引领性企业：黄色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

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橙色预警期间：涉气排放工序停产

50%，以生产线计；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运输。红色预警期间：涉气排放工序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

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5）备注：

红木家具不执行绩效分级：采用榫卯、擦蜡或大漆等传统工

艺的企业鼓励结合实际，自主采取减排措施；采用喷漆等工艺的

企业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涉气排放工序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

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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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板式家具不执行绩效分级：红色预警期间：涉气排

放工序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

运输。

7.包装印刷

C级企业：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

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黄色预警期间，使用溶剂型原辅

材料的调墨、供墨、涂布（上光）、印刷、覆膜、复合、清洗等

涉 VOCs 工序停产 50%，以印刷机、覆膜机、复合机数量计；

橙色预警期间，使用溶剂型原辅材料的调墨、供墨、涂布（上光）、

印刷、覆膜、复合、清洗等涉 VOCs排放生产工序停产；红色预

警期间，供墨、调墨、涂布（上光）、印刷、覆膜、复合、清洗

等涉 VOCs工序停产。

D级企业: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调墨、供墨、涂布（上光）、

印刷、覆膜、复合、清洗等涉 VOCs排放生产工序停产，停止使

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8.人造板制造

C级企业：

黄色预警期间：纤维板和刨花板类企业限产 50%，以“环评

批复产能、排污许可载明产能、前一年正常生产实际产量”三者

日均值的最小值为基准核算；胶合板类企业停产 50%，以压机

数量计；制胶工序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

燃气）进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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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调胶、施胶、预压、热压、干燥等涉

VOCs 排放工序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

气）进行运输

9.工业涂装

A 级企业：

鼓励结合实际，自主采取减排措施。

B 级企业：

黄色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运输。橙色预警期间：使用溶剂型原辅材料的喷涂、流平、

烘干等涂装生产单元限产 30%，以环评批复的产量、排污许可

载明的产量、近一年实际产量的最小值为基准核算，减少生产批

次或减少生产线；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运输。

红色预警期间：喷涂、流平、烘干等涂装生产单元停产；停

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C 级企业：

黄色预警期间：使用溶剂型原辅材料的喷涂、流平、烘干等

涂装生产单元限产 30%，以环评批复的产量、排污许可载明的

产量、近一年实际产量的最小值为基准核算，减少生产批次或减

少生产线；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

运输。橙色预警期间：使用溶剂型原辅材料的喷漆、流平、

烘干等涂装生产单元限产 60%，以环评批复的产量、排污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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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明的产量、近一年实际产量的最小值为基准核算，减少生产批

次或减少生产线；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

运输。

红色预警期间：喷涂、流平、烘干等涂装生产单元停产；停

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D 级企业：

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喷涂、流平、烘干等涂装生产单元停

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10.防水建筑材料制造

A 级企业：

鼓励结合实际，自主采取减排措施。

B 级企业：

黄色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运输。橙色预警期间：停产 50%，以生产线计；停止使用

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红色预警期间：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

燃气）进行运输。

C 级企业：

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

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塑料类防水卷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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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运输。

橙色预警期间：停产 50%，以生产线计；停止使用国四及

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红色预警期间：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

燃气）进行运输。

11.纤维素醚制造

非引领性企业：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

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橙色预警期间，停产 50%，

以生产线计；红色预警期间，企业停产。

12.制鞋工业

（1）引领性企业：

鼓励结合实际，自主采取减排措施。

（2）非引领性企业：

黄色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运输。

橙色预警期间：停产 50%，以生产线计；停止使用国四及

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红色预警期间：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

燃气）进行运输。

（3）不使用胶黏剂、处理剂、清洗剂等不涉气的企业：

鼓励结合实际，自主采取减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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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汽车整车制造

A 级企业：

鼓励结合实际，自主采取减排措施。

B 级企业：

黄色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运输。橙色预警期间：使用溶剂型原辅材料的喷涂、流平、

烘干等涂装生产单元限产 20%，以环评批复的产量、排污许可

载明的产量、近一年实际产量的最小值为基准核算，减少生产批

次或减少生产线；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运输。红色预警期间：涂胶、喷涂、喷漆、流平、烘干、精

饰及修补、注蜡等涂装生产单元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

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C 级企业：

黄色预警期间：使用溶剂型原辅材料的喷涂、流平、烘干等

涂装生产单元限产 30%，以环评批复的产量、排污许可载明的

产量、近一年实际产量的最小值为基准核算，减少生产批次或减

少生产线；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

运输。橙色预警期间：使用溶剂型原辅材料的喷漆、流平、

烘干等涂装生产单元限产 60%，以环评批复的产量、排污许可

载明的产量、近一年实际产量的最小值为基准核算，减少生产批

次或减少生产线；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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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红色预警期间：涂胶、喷涂、喷漆、流平、烘干、精

饰及修补、注蜡等涂装生产单元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

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D 级企业：

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涂胶、喷涂、喷漆、流平、烘干、精

饰及修补、注蜡等涂装生产单元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

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14.工程机械整机制造

C 级企业：

黄色预警期间：使用溶剂型原辅材料的喷涂、流平、烘干等

涂装生产单元限产 30%，以环评批复的产量、排污许可载明的

产量、近一年实际产量的最小值为基准核算，减少生产批次或减

少生产线；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

输。橙色预警期间：使用溶剂型原辅材料的喷漆、流平、烘干等

涂装生产单元限产 60%，以环评批复的产量、排污许可载明的

产量、近一年实际产量的最小值为基准核算，减少生产批次或减

少生产线；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

运输。红色预警期间：喷涂、流平、烘干等涂装生产单元停

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D 级企业：

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喷涂、流平、烘干等涂装生产单元停

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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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玻璃

平板玻璃、日用玻璃、玻璃棉企业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限

产 30%及以上，以“环评批复产能、排污许可载明产能、前一年

正常生产实际产量”三者日均值的最小值为基准核算；停止使用

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玻璃纤维、电子玻璃企业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非纯氧燃烧

熔窑限产 30%及以上，以“环评批复产能、排污许可载明产能、

前一年正常生产实际产量”三者日均值的最小 值为基准核算；粉

磨工序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

运输。

玻璃后加工企业非引领性企业：（1）引领性企业： 鼓励结

合实际，自主采取减排措施。

（2）非引领性企业：

黄色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运输。橙色预警期间：停产 50%，以生产线计；停止使用

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红色预警期间：

停产；停止公路运输。

16.涂料制造

涂料制造 C 级企业：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

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橙色预警期间，未满

足《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的溶剂型涂料

及未满足符合国家标准的水性涂料生产车间配料、预混、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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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等工序停产；红色预警期间，配料、预混、分散、清洗、调

和、融化、搅拌、过滤、调整、灌装等涉 VOCs排放工序停产。

粉末涂料制造非引领性企业：黄色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

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橙色预警期间，破碎、

研磨工序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

行运输；红色预警期间，企业停产，停止运输。

17.陶瓷

卫生陶瓷、日用陶瓷、园林艺术陶瓷、特种陶瓷和其他陶瓷：

（1）引领性企业：

鼓励结合实际，自主采取减排措施。

（2）非引领性企业：

黄色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运输。橙色预警期间：烧成工序停减产 30%（含）以上，

以生产线计；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

运输。红色预警期间：停产；停止公路运输。

18.橡胶制品

A 级企业：

鼓励结合实际，自主采取减排措施。

B 级企业：

（1）轮胎制品制造，橡胶板、管、带制品制造，橡胶零件

制造，运动场地用塑胶制造，其他橡胶制品制造：黄色预警期间：

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橙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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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期间：混炼、硫化等涉 VOCs 排放工序停产 30%，以炼胶机、

硫化机停产数量确定停产比例。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

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红色预警期间：混炼、硫化等涉 VOCs 排放工序停产。停

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2）日用及医用橡胶制品制造：

黄色及橙色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

（含燃气）进行运输。 红色预警期间：配料、浸渍、氯洗、硫

化等工序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

行运输。

C 级企业：

（1）轮胎制品制造，橡胶板、管、带制品制造，橡胶零件

制造，运动场地用塑胶制造，其他橡胶制品制造：

黄色及橙色预警期间：混炼、硫化工序停产 50%，以炼胶

机、硫化机停产数量确定停产比例，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

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红色预警期间：混炼、硫化等涉 VOCs 排放工序停产，停

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2）日用及医用橡胶制品制造：

黄色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运输。橙色预警期间：限产 30%，以环评批复的产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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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许可载明的产量、近一年实际产量的最小值为基准核算；停止

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红色预警期间：配料、浸渍、氯洗、硫化等工序停产；停止

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D 级企业：

（1）轮胎制品制造，橡胶板、管、带制品制造，橡胶零件

制造，运动场地用塑胶制造，其他橡胶制品制造：

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混炼、硫化等涉 VOCs 排放工序停

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2）日用及医用橡胶制品制造：

黄色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运输。橙色预警期间：限产 50%，以环评批复的产量、排

污许可载明的产量、近一年实际产量的最小值为基准核算；停止

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红色预警期间：配料、浸渍、氯洗等工序停产；停止使用国

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轮胎翻新企业：

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所有涉气工序停产；停止运输。

19.有色金属压延

C 级企业：

黄色及橙色预警期间：熔炼工序停产 50%，以熔炼炉和产能

计；挤压、喷涂、辊涂等工序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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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红色预警期间：停产；停止公路运输。

20.有机化工

地方 B 级企业：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禁止使用国四及以

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物料运输。橙色预警期间：限产

30%（含）以上（以排污许可载明的产能为基准核算），以减少

投料量的方式或反应罐停产数量确定限产比例。红色预警期间：

限产 50%（含）以上（以排污许可载明的产能为基准核算），以

减少投料量的方式或反应罐停产数量确定限产比例。

地方 C 级企业：黄色预警期间：限产 30%（含）以上（以

排污许可载明的产能为基准核算），以减少投料量的方式或反应

罐停产数量确定限产比例。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

（含燃气）进行运输。橙色预警期间：限产 50%（含）以上，以

排污许可载明的主要生产设施为基准，在缺少排污许可载明数据

情况下，可以依次以实际生产，或环评记载的主要生产设施为基

准；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红

色预警期间：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

进行运输。

21.农用及园林用金属工具制造

地方 B 级企业：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禁止使用国四及以

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物料运输；橙色预警期间，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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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停产 30%，以加热炉或产能计；红色预警期间，涉气工序

停产 50%，以加热炉或产能计。

地方 C级企业：黄色预警期间：涉气工序停产 30%，以加

热炉或产能计；喷涂工序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

辆（含燃气）进行运输。橙色预警期间：涉气工序停产 50%，

以加热炉或产能计；喷涂工序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

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红色预警期间：涉气工序停产，停

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22.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地方 B级企业：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

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停止使用国三以下非道路

移动机械作业。橙色预警期间：涉气工序停产 30%，以生产线

计；红色预警期间：涉气工序停产 50%。

地方 C级企业：黄色预警期间：涉气工序停产 50%，以生

产线计；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停止使用国三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作业。橙色和红色预警期间：

涉气工序停产（镀锌锅可采取保温作业）；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

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停止使用国三以下非道路移

动机械作业。

23.塑料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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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B 级企业：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禁止使用国四及以

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橙色预警期间：涉 VOCs

排放工序停产 30%；红色预警期间，涉 VOCs排放工序停产。

地方 C级企业：黄色及橙色预警期间：涉 VOCs排放工序

停产 50%，红色预警期间：涉 VOCs排放工序停产，停止使用

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24.商砼、沥青搅拌站

地方非引领行企业：黄色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

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橙色、红色预警期间：停产，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

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停止使用国三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作

业。

25.肥料制造（除煤制氮肥）

地方 B级企业：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

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停止使用国三以下非道路

移动机械作业。橙色预警期间：涉气工序停产 30%，以生产线

计；红色预警期间：涉气工序停产 50%。

地方 C级企业：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

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停止使用国三以下非道路

移动机械作业。黄色预警期间：涉气工序停产 30%，以生产线

计；橙色预警期间：涉气工序停产 50%；红色预警期间：涉气

工序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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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其他非重点行业

（1）食品制造、农副产品生产制造

食品制造企业，包含面粉加工、牲畜屠宰、调味品加工、熟

食加工、蔬菜加工、液体乳制造等企业，牵扯到国计民生。此行

业重污染天气预警企业不采取统一减排措施，各企业自主减排，

建议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2）垃圾焚烧发电

目前定州市只有 1家企业，定州市瑞泉固废处理有限公司，

黄色预警和橙色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

（含燃气）进行运输；红色预警期间，锅炉负荷降至 80%。

（2）其他行业企业

适用范围为除 39个重点行业企业、食品副食加工、垃圾焚

烧企业外的其他企业，且不包括战略新兴企业、重点出口企业、

民生保障企业等列入正面清单企业外的所有企业。

建议措施：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

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橙色预警期间，生产线或设备停

产 50%；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涉气工序停产。

六、应急响应

（一）应急响应分级

应急响应分为三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Ⅲ级应急响应、Ⅱ

级应急响应、Ⅰ级应急响应。

发布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启动Ш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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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启动Π级应急响应；

发布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启动Ι级应急响应。

（二）应急响应启动

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后，按照市应急预案及时启动应急

响应，采取与预警等级对应的应急响应措施，也可根据城市大气

污染特征，适当调整应急响应措施。各成员单位应按照职责分工

落实有关工作。

（三）应急响应措施

1.精准实施差异化管控。

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减排清单，做到涉气企业全覆盖，

纳入应急减排清单的企业应制定“一厂一策”企业减排操作方案，

载明企业主要生产工艺流程、主要涉气产排污环节及污染物排放

情况，明确应急减排措施具体的停限产生产装置、工艺环节和各

类关键性指标，做到“可操作、可监测、可核查”。对生产工序

简单，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实施全厂停产、整条生产线停产和轮

流停产的工业企业，可只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公示牌”。

工业企业减排措施应以停止排放污染物的生产线或主要产排污

环节（设备）为主，确保预警期间能够落实减排措施。避免对非

涉气工序、生产设施采取停限产措施，确保应急管控措施精准到

位，降低对企业正当生产经营的影响。

（1）重点行业企业严格按照生态环境部《重污染天气重点

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和《河北省十一个行业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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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要求，开展绩效分级，制定差

异化管控措施。

（2）农副食品加工、饲料加工（不含燃煤、生物质锅炉）、

本册印刷、中药饮品和制剂等涉及民生的行业企业，以及服装加

工、电子元件（不含涂装工序）等非燃煤、燃油、污染物年排放

总量 100千克以下且不含有生态环境部《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

录》的小微涉气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不予停限产。

（3）涉及居民供暖、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等

保障类企业，实施“以热定产”“以量定产”，根据其承担的任

务量和供暖面积等参数，核定最大允许生产负荷，科学制定应急

减排措施。

（4）对纳入生态环境监管白名单的工业企业和重点建设项

目分类施策、区别对待，在确保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和达标排

放的前提下，不再实行停工、停产管控(国家有关规定明确要求

除外)。

（5）其他行业企业，应结合实际，制定科学、合理、有效

的差异化管控措施，严禁“一刀切”。对不可临时中断，通过采取

提高治污效率、限制生产负荷等措施减排的生产线或生产工序，

应当依法安装废气自动监控设施和分布式控制系统，并能够提供

一年以上的数据记录，根据季节特点提前调整生产计划或制定轮

流减排措施，确保预警期间企业能够落实相应应急减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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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纳入货车白名单的车辆（应急抢险、事故抢修、医

疗废物处置、保障民生和城市正常运行的运输车辆），应急管控

期间，禁止使用国四及以下车辆（特种车辆、危化品车辆除外）。

2.应急响应措施

应急响应措施包括公众防护措施、倡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和强

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1）Ⅲ级应急响应措施

A.公众防护措施

①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病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

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尽量减少开窗通风时间；医疗卫

生机构加强对呼吸类疾病患者的就医指导和诊疗保障。

②一般人群减少或避免户外活动；室外工作、执勤、作业、

活动等人员可以采取佩戴口罩、缩短户外工作时间等必要的防护

措施。

③已安装空气净化装置的幼儿园、中小学和企事业单位等，

及时开启空气净化装置。

B.倡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①倡导公众绿色生活，节能减排，夏天可适当将空调调高

1-2℃，冬天可适当将空调调低 1-2℃。

②倡导公众绿色出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电动汽车等

方式出行；驻车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

③倡导公众绿色消费，尽量减少对含挥发性有机物、产生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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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及油烟等产品的使用。

C.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①工业企业管控措施。依据工业企业应急减排清单，严格依

法落实各项应急减排措施（见工业源应急减排清单）。

②移动源管控措施。施工工地、工业企业厂区和工业园区内

应停止使用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紧急检修作业机械除

外）。原则上，除城市运行保障车辆和执行任务特种车辆外，主

城区新 107国道以西（定州大酒店以西）；新 107国道南环路以

北；新 107国道与清风北街交叉口以南；京广铁路以东（不含以

上道路）的市区道路内依法禁止重型和中型柴油及燃气货车、三

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和拖拉机通行（旭阳焦化重型载货车辆沿

107国道向北通行，禁止驶入主城区）。施工工地、物流（除民

生保障类）等涉及大宗原料和产品运输（日常车辆进出量超过

20辆）的单位应禁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汽车（含燃气）

进行运输（特种车辆、危化品车辆除外）。

③面源管控措施。加强施工工地和交通扬尘控制。砂石料厂、

石材厂、石板厂等依法停止露天作业（参与绩效评级的企业，按

照绩效评级措施执行）；除应急抢险外，原则上，施工工地依法

禁止土石方作业、建筑拆除、喷涂粉刷、护坡喷浆等；未安装密

闭装置易产生遗撒的煤炭、渣土、砂石料等运输车辆依法禁止上

路；在常规作业基础上，对城市主要干道和易产生扬尘路段增加

湿扫和洒水频次（冰冻期除外），但应避开早、中、晚城市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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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期。

④主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露天焚烧。

（2）Ⅱ级应急响应措施

A.公众防护措施

①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病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

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尽量减少开窗通风时间；医疗卫

生机构加强对呼吸类疾病患者的就医指导和诊疗保障。

②一般人群减少或避免户外活动；室外工作、执勤、作业、

活动等人员可以采取佩戴口罩、缩短户外工作时间等必要的防护

措施。

③市教育局指导中小学、幼儿园可采取弹性教学，停止室外

课程及活动。停止举办大型群众性户外活动。

B.倡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①倡导公众绿色生活，节能减排，夏天可适当将空调调高

1-2℃，冬天可适当将空调调低 1-2℃。

②倡导公众绿色出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电动汽车等

方式出行；驻车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自觉停

驶国四及以下燃油机动车。

③倡导公众绿色消费，尽量减少对含挥发性有机物、产生异

味及油烟等产品的使用。

④倡导企事业单位可根据重污染天气实际，采取调休、错峰

上下班、远程办公等弹性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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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强制性减排措施

①工业企业管控措施。依据工业企业应急减排清单，严格依

法落实各项应急减排措施（见工业源应急减排清单）。

②移动源管控措施。施工工地、工业企业厂区和工业园区内

应停止使用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紧急检修作业机械除

外）；除城市运行保障车辆和执行任务特种车辆外，城区内依法

禁止重型和中型柴油及燃气货车、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和拖

拉机通行（旭阳焦化重型载货车辆沿 107国道向北通行，禁止驶

入主城区）。焦化、水泥熟料、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沥青混

凝土等行业物料和产品公路运输采用纯电动、燃料电池重型载货

汽车或国六排放标准的重型载货汽车（特种车辆、危化品车辆除

外），施工工地、物流（除民生保障类）等涉及大宗原料和产品

运输（日常车辆进出量超过 20辆）的单位应禁止使用国四及以

下重型载货汽车（含燃气）进行运输（特种车辆、危化品车辆除

外）。

③面源管控措施。加强施工工地和交通扬尘控制。砂石料厂、

石材厂、石板厂等依法停止露天作业（参与绩效评级的企业，按

照绩效评级措施执行）；除应急抢险外，原则上，施工工地依法

禁止土石方作业、建筑拆除、喷涂粉刷、护坡喷浆、沥青摊铺、

露天防水作业等；未安装密闭装置易产生遗撒的煤炭、渣土、砂

石料等运输车辆应禁止上路；在常规作业基础上，对城区主要干

道和易产生扬尘路段增加湿扫和洒水频次（冰冻期除外），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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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开早、中、晚城市交通高峰期。

④主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露天焚烧。

（3）Ⅰ级应急响应措施

A.公众防护措施

①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病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

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尽量减少开窗通风时间；医疗卫

生机构加强对呼吸类疾病患者的就医指导和诊疗保障。

②一般人群减少或避免户外活动；室外工作、执勤、作业、

活动等人员可以采取佩戴口罩、缩短户外工作时间等必要的防护

措施。

③市教育局指导中小学、幼儿园可采取弹性教学，停止室外

课程及活动。停止举办大型群众性户外活动。接到红色预警且

AQI日均值达到 300时，学校可采取停课措施。对已经到校的学

生，学校可安排学生自习；对未到校的学生，有条件的学校可通

过远程教育等方式，安排学生在家学习。

B.倡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①倡导公众绿色生活，节能减排，夏天可适当将空调调高

1-2℃，冬天可适当将空调调低 1-2℃。

②倡导公众绿色出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电动汽车等

方式出行；驻车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自觉停

驶国四及以下燃油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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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倡导公众绿色消费，尽量减少对含挥发性有机物、产生异

味及油烟等产品的使用。

④倡导企事业单位可根据重污染天气实际，采取调休、错峰

上下班、远程办公等弹性工作制。

C.强制性减排措施

①工业企业管控措施。依据工业企业应急减排清单，严格依

法落实各项应急减排措施（见工业源应急减排清单）。

②移动源管控措施。施工工地、工业企业厂区和工业园区内

应停止使用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紧急检修作业机械除

外）；除城市运行保障车辆和执行任务特种车辆外，城区内依法

禁止重型和中型柴油及燃气货车、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和拖

拉机通行（旭阳焦化重型载货车辆沿 107国道向北通行，禁止驶

入主城区）。焦化、水泥熟料、预拌混凝土行业物料和产品公路

运输采用纯电动、燃料电池重型载货汽车（特种车辆、危化品车

辆除外），物流（除民生保障类）等涉及大宗原料和产品运输（日

常车辆进出量超过 20辆）的单位应禁止使用国五及以下重型载

货汽车（含燃气）进行运输（特种车辆、危化品车辆除外）。

③面源管控措施。加强施工工地和交通扬尘控制。砂石料厂、

石材厂、石板厂等依法停止露天作业（参与绩效评级的企业，按

照绩效评级措施执行）；除应急抢险外，原则上，施工工地依法

禁止土石方作业、建筑拆除、喷涂粉刷、护坡喷浆、沥青摊铺、

露天防水作业、道路划线；未安装密闭装置易产生遗撒的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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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土、砂石料等运输车辆依法禁止上路；在常规作业基础上，对

城区主要干道和易产生扬尘路段增加湿扫和洒水频次（冰冻期除

外），但应避开早、中、晚城市交通高峰期。

④主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露天焚烧。

3.补充说明

（1）应急减排清单覆盖所有涉气企业。涉气企业分为重点

涉气企业、非重点涉气企业、零排放企业、微污染企业。按照“多

排多限、少排少限、不排不限”的原则，优先管控污染物排放量

大的工业企业，减排措施明确到生产环节、生产设施。按照“公

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对工业企业进行绩效评级，原则上，

绩效评级为 A级的企业，自主采取应急减排措施；绩效评级为 B

级、C级的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和减排比例要求，采取停产、限

产措施。对国家和省未明确应急减排措施的行业，根据行业排放

水平、对周边人群健康影响程度和当地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情况，

自行制定应急减排措施。

（2）严防应急响应“一刀切”。区域应急响应时，应按要求

采取应急响应措施，当污染达到相应级别时，再采取公众防护措

施，公众防护措施和强制性减排措施可分开执行。焦化、玻璃等

生产工序不可中断、且在减排措施落实过程中污染物排放波动较

大，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企业，或短时间内难以完全停产的行业，

应预先调整生产计划，确保在预警期间能够按照相关要求，有效

落实应急减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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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防限行“一刀切”。当紧急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

时，当天不采取机动车限行措施。在应急响应车辆限行措施中，

不包括军队、警务、环境执法、消防、急救、抢险、邮政（快递）、

保险勘验救援、民生保障、环卫作业车辆和单位通勤车、公交车、

出租车、清洁能源汽车、残疾人专用车及其他特定车辆。对个人、

家庭两部以上车属同组限行情形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供

为其中一部车办理号牌变更服务。

七、建立正面清单制度

按照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全省第三批生态环境监管

正面清单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确定工业企业和建设项目正面

清单，实施工业企业和建设项目的正面鼓励清单制度。

1.工业企业

市大气办组织发改、工信、科技、商务、住建等有关部门，

对纳入正面清单的工业企业，逐一开展核查，摸清生产工艺、主

要产品、治理设施、排污状况等，对符合条件的纳入正面清单。

市政府研究确定，经媒体公示无异议后报省大气办。

对有外贸订单等特殊要求的企业，在要求时限完成任务量期

间，可少限产或不予限产，完成生产任务和订单后，仍需按应急

减排要求执行，此类企业清单由市商务局把关确定，经市大气办

汇总后报省大气办备案。

对于上述工业企业和为重点建设项目提供保障类企业，应达

到 B 级绩效分级水平，未参与评级的保障类企业，由市政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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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取运营手续齐全、环保管理规范、污染治理设施完善的优质

企业，本着环保标准从高从严、污染防治措施从严从细的原则，

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要求。保障类企业在预警期间仅准许从事

特定保障任务的生产经营。如保障类企业超出允许生产经营范

围、保障类工程未做到绿色施工相关要求的，一经发现，应立即

移出保障清单。

2.重点建设项目

对纳入正面清单重点建设项目，应严格执行八条扬尘污染治

理达标验收标准。纳入正面清单的重点建设项目，免于一般性执

法检查，利用工地视频监控和在线监测体系开展远程执法抽查，

对发现问题及时提醒，督促整改。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

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仅对

施工场地土石方作业、建筑拆除、喷涂粉刷、护坡喷浆等建设工

序予以启动应急响应，其他建设工序正常施工，不得要求全面停

工停产。交通运输、城管执法、公安等部门，为此类建设项目的

物料运输车辆发放“绿色通行证”，科学合理划定通行路线，有效

减少路上通行时间，确保原辅料通畅运抵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

少车辆排放。重点建设项目经市政府研究确定，经媒体公示无异

议后报省大气办。

3.具体要求

列入正面清单的重点工业企业和重点建设项目，制定“一厂

（场）一策”实施方案，并实时关注空气质量预报信息，根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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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变化趋势合理安排施工或生产周期和原辅料运输，尽量减少重

污染天气预警期间车辆运输；运输车辆应使用新能源汽车或达到

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的车辆，运输车辆要采取苫盖或密闭箱式运

输，严禁遗撒引起扬尘污染，尽最大努力减少污染物排放。保障

类车辆包括保障民生和城市正常运行的运输车辆、为正面清单的

工业企业和重点建设工程运输物料的车辆等。使用重型载货车辆

的保障类车辆，禁止使用国四及以下车辆（含燃气）进行物料运

输（特种车辆、危化品车辆等除外）。

八、措施实施

（一）责任落实

各成员单位接到预警指令后，应按照本部门的重污染天气应

急响应实施方案规定，组织开展应急响应工作。经济开发区、各

乡镇（街道）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承担属地重污染天气应急主体

责任，组织企业严格执行应急响应措施；各部门加强对职责范围

内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的组织管理，细化各项措施的实施。

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重污染天气期间施工扬尘、渣土车遗

撒、工业停限产、车辆限行等措施的检查力度，发现违法行为从

重处罚。

重污染天气期间，成员单位、经济开发区及各乡镇（街道）

要按要求及时反馈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二）信息发布与宣传

市委宣传部应加大重污染天气应对宣传，组织相关单位及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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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依据应急预案开展重污染天气预警的信息发布、响应工作宣

传。全面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和应急响应措施，密切关注舆

论，及时积极正面引导舆论，回应社会关切，动员社会参与，为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及时通过政府网

站、电视、广播、报纸、网络、手机等渠道发布预警信息，方便

公众及时了解重污染天气情况及相关应急措施，加强自身健康防

护，引导公众支持参与改善空气质量的行动。

凡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应免费向社会

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解除信息，以及公众防护、倡议性减排措

施等相关信息。

（三）公众监督

市大气办向社会公布公众监督举报方式，鼓励公众对企业停

产限产、机动车限行等应急响应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实名

举报，市大气办接到举报后，将举报内容反馈至督导检查组，经

核查属实的给予奖励，对散布谣言并造成恶劣影响者追究责任。

九、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市大气办应组织有关成员单位及相关人员组成技术支撑、督

导检查等组织机构，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专家库，并做好业务培

训。市大气办应进一步完善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责任体系，明确

各部门职责，建立部门之间协同联动工作机制，统筹重污染天气

的预测、会商、预警与应急响应等工作。市政府授权市大气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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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或解除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核准并向社会发布纳入正面清单

的工业企业和建设工程项目信息。

（二）经费保障

市政府应逐步加大重污染天气应对资金支持力度，为重污染

天气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监督检查，以及基础设施建

设、运行和维护，应急技术支持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工作提供资金

保障。

（三）物资保障

各相关部门、经济开发区和各乡镇（街道）要制定应急期间

应急仪器、车辆、人员防护装备调配计划，明确各项应急物资的

储备维护主体、种类与数量。各级管理职能部门根据各自职能分

工，配备种类齐全、数量充足的应急仪器、车辆和防护器材等硬

件装备，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保养，确保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顺

利开展。

（四）安全保障

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后，市生态环境局要及时书面通知市应

急管理局。生产经营单位依法限产、停产期间，市应急管理局和

市生态环境局要加强沟通协调，依法确定限产停产企业安全风险

等级，对风险较大的企业，要派专家及监管人员到现场，按照各

自职责开展风险辨识，全面排查隐患，确保生产经营单位限产、

停产期间安全稳定，避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事件。

（五）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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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成员单位应进一步健全重污染天气工作制度，按照职责

分工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重点建立健全工业大气污染源减排、

机动车限行、道路和施工工地扬尘管理、社会动员以及监督检查

等工作机制。

（六）落实保障

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工作体系。制定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的监

督检查工作方案，建立市、经济开发区、乡镇（街道）、村监督

检查的包联机制，有关成员单位要深入基层对职责范围内工作的

落实情况加强督导检查，保障应急减排措施有效落实。对预警期

间未落实减排措施、超标排放污染物的按照相关法律追究责任。

（七）预报预警能力保障

市政府应加强环境空气质量预报预警能力建设，充实预报预

警力量，完善环境空气质量模拟、预报预警模型等软硬件设施，

配备一定比例的专职预报员。加强环境空气质量、气象条件预测

预报等相关领域研究。

市生态环境、气象等部门加强预警、预报、会商工作，重污

染天气时加密会商频次，提前 1-2天发布预警信息，给足企业应

急响应准备时间。

（八）通信与信息保障

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建立重污染天气应急值守制度，健全应

急人员通信信息库，明确重污染天气应急负责人和联络员，保持

24小时通信畅通，保证应急信息和指令的及时有效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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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医疗卫生保障

市政府建立健全重污染天气所致疾病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专

家库，并按照预案做好患者诊治工作，确保应急状态下相关医务

人员及时到位。加强相关医疗物资储备与应急调配机制建设。以

易感人群为重点，加强重污染天气健康防护常识宣传教育。

十、信息上报和总结评估

市大气办和成员单位按职责要求，在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

应次日，向省大气办报送前一日应急响应情况。每次重污染天气

应急响应解除后 2日内，市政府对本次过程应急响应情况进行总

结，内容包括：重污染天气预警发布情况，预警持续时间，各部

门响应情况，应急响应措施落实情况等。

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和企业应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过程记录，

建立台账制度。根据总结结果，应急预案、实施方案需进行重大

调整的，应在完成修订后报省大气办备案工作。

十一、预案管理

（一）预案宣传

市政府、各相关部门、经济开发区和各乡镇（街道）充分利

用互联网、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媒体及信息网络，加强预案

以及重污染天气应急法律法规、健康防护等的宣传，及时、准确

发布重污染天气有关信息，正确引导舆论。

（二）预案培训

市政府、各相关部门、经济开发区和各乡镇（街道）建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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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培训制度，根据应急预案职责分工，制定

培训计划，明确培训内容与时间，确保培训规范有序进行。

（三）预案备案

市政府应根据《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和城市《重污

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要求，及时修编《定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向省大气办备案，并向社会公布。各相关部门、经济开

发区和各乡镇（街道）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应

向市大气办备案。

工业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应向市大气办备

案。

十二、附则

各乡镇（街道）、市政府各相关部门及时修订本单位的重污

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并向市大气办备案。各成员单位的重

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应与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相衔接。

各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应指导辖区内的应急减排清单

所涉及的重点企业及重点建设项目，制定“一厂（场）一策”实施

方案，并在市大气办备案。“一厂一策”实施方案应包括企业基本

情况、主要生产工艺、主要涉气产污环节及污染物排放情况，并

载明不同级别预警下的应急减排措施，明确具体停产生产线、工

艺环节和各类减排措施的关键性指标（如天然气用量、用电量

等）。涉气企业应制定“一厂一策”公示牌，安装在厂区入口等显

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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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预案和各成员单位实施方案中，相关人员随组织人事变动

的，进行相应调整，减排清单将根据企业实际变化情况实施动态

管理，变更后 15日内报市大气办备案。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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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定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名单及定州市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名单

2.定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单位及

职责

3.定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单位通

讯录

4.定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专家组名单

5.定州市重污染天气预测预报组名单

6.定州市重污染天气预报会商意见

7.定州市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解除）审批表

8.定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统计表

9.“一厂一策”公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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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定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张才芳 市长

副组长：邢伟涛 副市长

定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名单

主 任：邢伟涛 副市长

副主任：曹申平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成 员：宋 光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张永旺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张彦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张京辉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孟 超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赵 威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刘亚飞 市财政局局长

屈 波 市公安局副局长

刘平果 市气象局局长

刘 刚 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赵伟民 市科学技术局局长

贾晓文 市教育局局长

杨进京 市卫生健康局局长

秦 鹏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



- 50 -

田 波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杨永亮 市商务局局长

任建龙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陈朝英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陈建龙 市交警大队队长

靳卫东 定州市融媒体中心主任

贾卫军 定州供电公司经理

董传举 广电网络公司经理

王晓杰 开发区企业服务二局局长

各乡镇(办) 行政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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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定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单位及职责
序号 单位名称 职 责

1

市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

室

负责组织落实省大气办发布的预警信息，落实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组织

重污染天气研判、会商以及相关信息发布和上报；督导各成员单位落实应急响应措施；

组织对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进行分析、总结、上报；组建重污染天气监测预报组、督导

检查组，指导各成员单位落实应急响应措施；对乡镇（街道）、各部门应急方案落实和

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承担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职责范围内的其他事

项。

2

各乡镇（街

道）、经济

开发区

编制并组织实施本辖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应急响应启动后，负责组织

辖区内各相关企业按应急响应要求实施应急措施；负责对城区拆迁工地监督管理；加强

对新民居工程施工扬尘的监督管理，加强对辖区内砂石料场、煤堆、料堆遮挡覆盖等工

作的督导；禁止辖区内任何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人燃放烟花爆竹，禁止举办烟火晚会

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检查和禁止露天燃烧，加大对露天焚烧的巡查力度；负责

动员辖区内居民做好重污染天气事件下的各种防范措施；完成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

小组及市大气办交办的职责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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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职 责

3 市委宣传部

编制并组织实施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负责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宣

传工作，组织、督导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和报社等媒体、单位，根据重污染天气预警等级

及时准确向公众发布相应等级的预警信息，向公众发布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有关信息；

完成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市大气办交办的职责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4
市生态环境

局

编制并组织实施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建立并完善环境空气质量监

测、预测、预报、预警系统，联合气象局开展重污染天气会商，提出预警建议；按照市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市大气办要求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督导检查；完

成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市大气办交办的职责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5 市气象局

编制并组织实施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制定特定气象条件下的气象

干预措施、方案；积极探索利用技术人工干预重污染天气，减缓重污染天气污染程度；

负责天气实况应急监测和天气预报；与市生态环境局共同进行重污染天气预报会商；联

合生态环境部门开展大气污染气象条件监测、预报、调控和效果评估，提出预警建议；

完成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市大气办交办的职责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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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职 责

6 市公安局

编制并组织实施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统筹全市，制定重污染天气

情况下车辆限行具体措施，保障公众出行顺利；按照预警要求，通过媒体及时告知公众

采取的机动车限行措施，并达到预案要求的限行比例；加大对渣土车、砂石车、非道路

移动机械等违反禁、限行规定上路行驶的检查执法力度；负责对应急响应期间市区内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监管；完成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市大气办交办的职责

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7 市委监察委
对预警期间执行不力、履职缺位的单位及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完成市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领导小组及市大气办交办的职责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8
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编制并组织实施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负责对全市水泥搅拌站扬尘

污染的监督管理；向市大气办提供民生保障企业和民生保障建设项目清单；完成市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市大气办交办的职责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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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职 责

9
市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局

编制并组织实施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负责对建筑施工工地、市政

道路施工实施监督管理；增加施工工地喷洒频次，土方、料场采取遮挡、覆盖，建立建

筑施工现场扬尘污染源动态数据库；强化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市政工程的供水、供气、

供热、排污等配套工程的环保治理措施；负责主城区内各类建筑工地和施工现场以柴油

为燃料的非道路工程机械的监管；负责取缔市区内露天烧烤、禁止露天焚烧垃圾、生物

质等行为；制定城市环卫应采取的城市道路保洁、增加洒水频次等措施，对物料、垃圾、

渣土运输车辆进行密闭、覆盖管理，杜绝扬撒遗漏现象；完成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

小组及市大气办交办的职责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10
市交通运输

局

编制并组织实施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制定在应急响应期间社会车

辆限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的具体措施和方案，负责高速公路及国省干线公路施工扬尘

及以柴油为燃料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治理，严禁在高速公路及国省干线两侧公路用地

内露天焚烧；负责对市乡公路界范围内的砂石料等堆放场实施监督管理；完成市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市大气办交办的职责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11
市发展和改

革局

编制并组织实施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负责落实应急响应情况下的

能源和电力保障工作，协调市级电力公司根据不同应急响应等级下的减排目标；负责电

厂实施限产具体工作；向市大气办提供市重点建设项目名单、战略新兴产业企业名单；

完成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市大气办交办的职责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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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职 责

12 市财政局

编制并组织落实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逐步加大重污染天气应对资

金支持力度，为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监督检查，以及基础设施建

设、运行和维护，应急技术支持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工作提供资金保障；完成市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市大气办交办的职责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13
市科学技术

局

编制并组织实施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负责对工业企业料堆场进行

监督管理；支持相关部门加强环境空气质量、气象条件预测预报等相关领域研究；向市

大气办提供优质制造企业清单；完成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市大气办交办的职

责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14 市教育局

编制并组织实施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负责督导教育机构落实应急

响应期间减少或停止户外活动直至停课等措施；完成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市

大气办交办的职责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15
市卫生健康

局

编制并组织实施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配合宣传部门，开展重污染

天气预防疾病知识宣传；组织医疗机构做好心血管、呼吸系统等疾病的诊疗保障和救治

工作；按要求做好相关职能工作；完成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市大气办交办的

职责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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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职 责

16
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编制并组织实施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负责对河道外采沙场管理工

作，依法取缔非法采砂行为；完成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市大气办交办的职责

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17 市商务局

编制并组织实施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负责对洁净型煤的推广和对

型煤生产企业的监管；全力提升油品质量，推广国六标准油品；负责对外贸企业的认定

工作；向市大气办提供重点出口企业清单；完成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市大气

办交办的职责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18
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

编制并组织实施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在重污染天气时落实减少或

停止文艺活动、露天体育比赛活动等措施；完成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市大气

办交办的职责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19
定州供电

公司

编制并组织实施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负责对全市范围内限产、停

产企业供电管控，对关停取缔企业采取停电措施；每日向市大气办报送工业企业用电情

况；完成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市大气办交办的职责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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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职 责

20
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编制并组织实施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负责对餐饮服务经营场所油

烟达标排放实施监督管理；对油品质量、煤炭流通销售环节实施监督管理，对销售劣质

散煤进行严厉打击；对生产环节煤炭质量实施监督管理，加强对煤检机构管理，严格控

制高硫份、高灰份劣质煤炭流入我市；重污染天气期间，加大对煤炭和油品质量的监督

检查，严格源头控制；完成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市大气办交办的职责范围内

的其他事项。

21
市农业农村

局

编制并组织实施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应急响应期间，加大对畜禽

养殖、蔬菜大棚的监督管理，严禁燃煤；完成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市大气办

交办的职责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22 养路工区

编制并组织实施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负责对国道、省道公路交通

施工扬尘及以柴油为燃料的非道路工程机械污染治理；对公路界范围内的砂石料等堆放

场实施监督管理；完成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市大气办交办的职责范围内的其

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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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定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单位通讯录
序号 单位 姓名 联系方式

1 市委宣传部 张永旺 0312-2312063
2 市生态环境局 曹申平 0312-2393398
3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张彦峰 0312-2589160
4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张京辉 0312-2332911
5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孟 超 0312-8431088
6 市交通运输局 赵 威 0312-2312585
7 市财政局 刘亚飞 0312-2331311
8 市公安局 屈 波 0312-2310111
9 市气象局 刘平果 0312-2580971
10 市发展和改革局 刘 刚 0312-2311928
11 市科学技术局 赵伟民 0312-2302011
12 市教育局 贾晓文 0312-2312425
13 市卫生健康局 杨进京 0312-2560121
14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秦 鹏 0312-7906767
15 定州市融媒体中心 靳卫东 0312-2565606
16 定州供电公司 贾卫军 0312-2523010
17 市农业农村局 田 波 0312-2330999
18 市商务局 杨永亮 0312-2331266
19 市交警大队 陈建龙 0312-2100110
2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陈朝英 0312-2660660
21 应急管理局 任建龙 0312-2397712
22 广电网络公司 董传举 0312-2386637
23 定州经济开发区 王晓杰 0312-2359998
24 开元镇 胡翠莲 0312-2737158
25 庞村镇 杨 荣 0312-269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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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西城乡 殷嘉潭 0312-2609393
27 东留春乡 白晨静 0312-7906318
28 明月店镇 谷永伟 0312-2642321
29 杨家庄乡 曲晓宁 0312-2563470
30 李亲顾镇 于旭辉 0312-2602211
31 砖路镇 王 聪 0312-2712179
32 留早镇 陈英强 0312-2702032
33 大鹿庄乡 刘江龙 0312-8430189
34 号头庄乡 刘京雷 0312-8930751
35 东旺镇 宋永贤 0312-8430198
36 叮咛店镇 梁 伟 0312-2612026
37 息冢镇 刘少飞 0312-2658668
38 清风店镇 马海芳 0312-2632301
39 南城区办事处 王 鹏 0312-2312697
40 西城区办事处 刘 伟 0312-2332816
41 邢邑镇 秦昊宇 0312-2652054
42 子位镇 徐建珍 0312-2667391
43 北城区办事处 朱大伟 0312-2312795
44 大辛庄镇 杨彩玲 0312-2672251
45 高蓬镇 兰艳军 0312-2722001
46 周村镇 白志红 0312-2647195
47 东亭镇 刘朝凯 0312-2622317
48 长安路街道办事处 杨建辉 0312-259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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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定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1 曹申平 市生态环境局 局 长 15832162180

2 孟增良 市生态环境局
一级主任

科员
13284362838

3 邹洪武 市气象局 工程师 13373241217

4 高 斌 市气象局 工程师 15931783675

5 李晓东 市气象局 工程师 15933970630

6 王跃辉 市生态环境局 工程师 13653321688

7 安 华 市生态环境局 工程师 13613223626

8 梁英娟 市生态环境局 副 高 13930207317

9 马 静 市生态环境局 工程师 1513035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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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定州市重污染天气监测预报组名单

组 长：曹申平 市生态环境局 局 长

副 组 长：孟增良 市生态环境局 一级主任科员

张建成 市气象局 副局长

成 员：邹洪武 市气象局 工程师

李晓冬 市气象局 工程师

高 斌 市气象局 工程师

王跃辉 市生态环境局 工程师

安 华 市生态环境局 工程师

梁英娟 市生态环境局 副 高

马 静 市生态环境局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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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定州市重污染天气预报会商意见

上
级
提
示
性
信
息

上
级
指
令
性
信
息

会
商
结
论

气
象
部
门

报告人： 年 月 日

审定人： 年 月 日

监
测
部
门

报告人： 年 月 日

审定人： 年 月 日

专家组意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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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定州市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解除）审批表

预警信息级别
发布（解除）

时间

预警发布（解除）

信息依据

预警发布（解除）

信息主要内容

市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副主任审批

意见

市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审批意

见

市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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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定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统计表

定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签发人：

响应级别

响应开始时间

响应终止时间

持续响应时间

累计响应时间

累计响应次数

备注：表格内时间均精确到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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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一厂一策”公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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