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桓台县大气重污染 应急预案（暂行）》的通知

（桓政办发〔2013〕79 号）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单位：

《桓台县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暂行）》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 11月 5日

 

桓台县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暂行）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为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最大限度保障空气质量，保护群众身

体健康，提高城市大气重污染的预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降低大气

重污染危害程度，特编制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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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

5.《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6.《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7.《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8.《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在桓台县行政区域内由于出现持续不利气象条件

导致污染物大范围积累，使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大于或等于 201，

即空气质量达到 5级以上污染程度的天气(沙尘暴天气除外)。



（四）预案体系

预案体系包括监测、预警发布、应急响应、部门联动、应急终止。

（五）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属地管理，统一领导；加强预警，提前响

应；部门联动，社会参与。

二、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县应急指挥部的构成

总指挥：县长

副总指挥：分管工业、环保、公安、卫生工作的县政府分管副县

长

成员：县委宣传部、县委县直机关工委、县政府应急办、县经信

局、县信产局、县教体局、县公安局、县监察局、县财政局、县住房

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卫生局、县环保局、县城管执法局、

县信息中心、县广电局、县交警大队、县供热公司、县燃气公司、中

国联通桓台县分公司、中国移动桓台县分公司、中国电信桓台县分公

司、县供电公司、县气象局等部门，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

主要负责人。

（二）县应急指挥部职责



1.领导、组织、协调应急处置工作；

2.负责应急处置重大事项的决策；

3.负责发布重要信息；

4.审议批准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交的应急处置工作报告等。

（三）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组成

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环保局，负责县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

作，办公室主任由分管工业、环保、公安、卫生工作的县政府分管副

县长担任，常务副主任由县环保局局长担任，副主任由县应急指挥部

成员单位负责人担任。一旦出现重污染天气，指挥部办公室应当立即

进入应急工作状态。

（四）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贯彻落实县应急指挥部的各项部署，组织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

处置工作；

2.向县政府、县应急指挥部及其成员单位报告、通报应急处置工

作情况；

3.经县应急指挥部同意，接受媒体采访，发布有关信息；

4.会同有关部门，适时提出需要限产、停产的企业名单；



5.完成县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五）县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县委宣传部：负责大气重污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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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做好全县信息发布和新

闻报道等工作。

县委县直机关工委：负责县直各部门、单位车辆限行工作的检查

落实。

县政府应急办：负责预案实施的协调；督促检查落实情况。

县经信局、县信产局：配合落实工业企业采取污染物减排措施；

协调通讯运营企业向公众发布重污染日应急措施。

县教体局：在大气重污染出现时组织中小学及幼儿园减少或停止

体育课、课间操及户外活动等。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负责制定单双号行驶规定并监督落实；采

取相关措施，限制“黄标车”出行，禁止无汽车环保标志的机动车上

路；组织实施烟花爆竹禁燃工作。

县监察局：负责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中行政机关及有关人员落

实应急措施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县财政局：负责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所需资金，做好应急处

置所需资金的拨付和监管工作。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督促施工单位加强扬尘污染防治；负责施工

单位在重污染日停止或限制建筑、土石方、拆迁等室外作业措施的实

施；强化城区道路保洁措施，加大冲洗降尘频次。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公共交通运力的保障；强化城市外环路及以

外道路的保洁措施，加大冲洗降尘力度。

县卫生局：负责组织医疗机构做好有针对性的医疗救治工作；组

织开展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防病知识宣传。

县环保局：监督相关企业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及限产限排措施的

落实；负责空气质量监测、预报和信息发布，提醒公众采取健康防护

措施，向指挥部及成员单位发布环境空气质量信息。

县城管执法局：加强执法，监督建筑、拆迁、道路施工、园林绿

化、渣土运输等作业的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严肃查处违法行为；

负责组织开展露天焚烧（垃圾、树叶、秸秆）、露天烧烤以及经营性

燃煤等污染源执法检查。

县信息中心、县广电局、中国联通桓台县分公司、中国移动桓台

县分公司、中国电信桓台县分公司：负责利用本单位平台发布县应急

指挥部及各职能部门提供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相关信息。



县供热公司、县燃气公司：采取措施，加大天然气供应量，增加

城市集中供热率，减少城市生活燃煤污染。

县供电公司：按照县应急指挥部要求，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对有关

企业或单位采取限电、停电措施。

县气象局：向大气重污染应急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及相关部门提供

气象监测预报信息，与县环保局共同进行空气污染预报会商；参照气

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的有关规定，联合环保部门发布信息。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本行政区

域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向县大气重污染应急工作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方案执行情况。

三、分级响应

（一）预警响应机制

1.县环保局提供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2.县气象局提供未来 1周气象趋势预测；

3.县环保局会同县气象局分析得出预警意见，并立即报县应急指

挥部决定；

4.县应急指挥部负责启动和终止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二）重度污染天气应急响应（Ⅲ级）



当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24小时均值在 201-300范围时，县应

急指挥部应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三）严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Ⅱ级）

当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24小时均值在 301-500范围时，县应

急指挥部应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四）极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Ⅰ级）

当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24小时均值超过 500时，县应急指挥

部应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五）分级响应职责

县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分级响应职责见附件 1，分级响应企业限

产、停产应急措施明细见附件 2。

四、应急响应流程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单位：

《桓台县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暂行）》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 11月 5日

 

桓台县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暂行）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为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最大限度保障空气质量，保护群众身体

健康，提高城市大气重污染的预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降低大气重

污染危害程度，特编制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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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

5.《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6.《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7.《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8.《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在桓台县行政区域内由于出现持续不利气象条件

导致污染物大范围积累，使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大于或等于 201，

即空气质量达到 5级以上污染程度的天气(沙尘暴天气除外)。

（四）预案体系

预案体系包括监测、预警发布、应急响应、部门联动、应急终止。

（五）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属地管理，统一领导；加强预警，提前响

应；部门联动，社会参与。

二、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县应急指挥部的构成

总指挥：县长

副总指挥：分管工业、环保、公安、卫生工作的县政府分管副县

长



成员：县委宣传部、县委县直机关工委、县政府应急办、县经信

局、县信产局、县教体局、县公安局、县监察局、县财政局、县住房

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卫生局、县环保局、县城管执法局、

县信息中心、县广电局、县交警大队、县供热公司、县燃气公司、中

国联通桓台县分公司、中国移动桓台县分公司、中国电信桓台县分公

司、县供电公司、县气象局等部门，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

主要负责人。

（二）县应急指挥部职责

1.领导、组织、协调应急处置工作；

2.负责应急处置重大事项的决策；

3.负责发布重要信息；

4.审议批准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交的应急处置工作报告等。

（三）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组成

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环保局，负责县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

作，办公室主任由分管工业、环保、公安、卫生工作的县政府分管副

县长担任，常务副主任由县环保局局长担任，副主任由县应急指挥部

成员单位负责人担任。一旦出现重污染天气，指挥部办公室应当立即

进入应急工作状态。



（四）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贯彻落实县应急指挥部的各项部署，组织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

处置工作；

2.向县政府、县应急指挥部及其成员单位报告、通报应急处置工

作情况；

3.经县应急指挥部同意，接受媒体采访，发布有关信息；

4.会同有关部门，适时提出需要限产、停产的企业名单；

5.完成县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五）县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县委宣传部：负责大气重污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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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做好全县信息发布和新

闻报道等工作。

县委县直机关工委：负责县直各部门、单位车辆限行工作的检查

落实。

县政府应急办：负责预案实施的协调；督促检查落实情况。

县经信局、县信产局：配合落实工业企业采取污染物减排措施；

协调通讯运营企业向公众发布重污染日应急措施。



县教体局：在大气重污染出现时组织中小学及幼儿园减少或停止

体育课、课间操及户外活动等。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负责制定单双号行驶规定并监督落实；采

取相关措施，限制“黄标车”出行，禁止无汽车环保标志的机动车上

路；组织实施烟花爆竹禁燃工作。

县监察局：负责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中行政机关及有关人员落

实应急措施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县财政局：负责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所需资金，做好应急处

置所需资金的拨付和监管工作。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督促施工单位加强扬尘污染防治；负责施工

单位在重污染日停止或限制建筑、土石方、拆迁等室外作业措施的实

施；强化城区道路保洁措施，加大冲洗降尘频次。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公共交通运力的保障；强化城市外环路及以

外道路的保洁措施，加大冲洗降尘力度。

县卫生局：负责组织医疗机构做好有针对性的医疗救治工作；组

织开展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防病知识宣传。

县环保局：监督相关企业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及限产限排措施的

落实；负责空气质量监测、预报和信息发布，提醒公众采取健康防护

措施，向指挥部及成员单位发布环境空气质量信息。



县城管执法局：加强执法，监督建筑、拆迁、道路施工、园林绿

化、渣土运输等作业的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严肃查处违法行为；

负责组织开展露天焚烧（垃圾、树叶、秸秆）、露天烧烤以及经营性

燃煤等污染源执法检查。

县信息中心、县广电局、中国联通桓台县分公司、中国移动桓台

县分公司、中国电信桓台县分公司：负责利用本单位平台发布县应急

指挥部及各职能部门提供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相关信息。

县供热公司、县燃气公司：采取措施，加大天然气供应量，增加

城市集中供热率，减少城市生活燃煤污染。

县供电公司：按照县应急指挥部要求，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对有关

企业或单位采取限电、停电措施。

县气象局：向大气重污染应急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及相关部门提供

气象监测预报信息，与县环保局共同进行空气污染预报会商；参照气

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的有关规定，联合环保部门发布信息。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本行政区

域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向县大气重污染应急工作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方案执行情况。

三、分级响应

（一）预警响应机制



1.县环保局提供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2.县气象局提供未来 1周气象趋势预测；

3.县环保局会同县气象局分析得出预警意见，并立即报县应急指

挥部决定；

4.县应急指挥部负责启动和终止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二）重度污染天气应急响应（Ⅲ级）

当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24小时均值在 201-300范围时，县应

急指挥部应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三）严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Ⅱ级）

当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24小时均值在 301-500范围时，县应

急指挥部应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四）极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Ⅰ级）

当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24小时均值超过 500时，县应急指挥

部应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五）分级响应职责

县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分级响应职责见附件 1，分级响应企业限

产、停产应急措施明细见附件 2。



四、应急响应流程

五、保障措施

（一）经费保障。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有关部门

单位要应将执行本预案所需资金在本级财政中足额安排。

（二）制度保障。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有关部门

单位要依据本预案规定制定具体应急措施。

（三）纪律保障。应急预案一经启动，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

办事处，县有关部门单位必须迅速执行。对措施不力、造成较大不良

影响的，由监察机关予以行政问责。

六、附则

（一）预案的制定和修订



根据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调整和本预案实施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等情况，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对本预案适时进行修订完善，

并经县政府批准后执行。

（二）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1.县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分级响应职责

   2.企业限产、停产应急措施明细

 

附件 1

县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分级响应职责

部 门 职 责
单 位

Ⅲ级 Ⅱ级 Ⅰ级

县经信局、县

信产局

配合督促火电、

焦化、建材、化

在“Ⅲ级”基础上，

配合对火电、焦化、
同“Ⅱ级”。



工行业等重点排

污单位落实污染

减排措施；协调

通讯运营公司向

公众发布重污染

日应急措施。

建材、化工行业等

重点排污单位实施

限产、停产。

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
 

采取相关措施，限

制“黄标车”出行，

禁止无汽车环保标

志的机动车上路。

在“Ⅱ级”基础

上，除特勤车外

实行单双号限行。

县监察局

对重污染天气应

急处置中行政机

关及有关人员落

实应急措施情况

实施监督检查，

对违法违纪行为

进行调查处理。

同“Ⅲ级”。 同“Ⅲ级”。

县财政局

落实重污染天气

应急处置所需资

金，做好应急处

置所需资金的拨

付和监管工作。

同“Ⅲ级”。 同“Ⅲ级”。



县住房城乡建

设局

城区内道路

在日常清扫保洁

频次的基础上，

增加清扫保洁作

业不少于 2次。

 

土石方施工工地应

落实除尘措施，并

将土方开挖规模减

少不少于 50%；停

止建筑拆除工程。

在“Ⅲ级”基础上

再增加 2次道路的

清扫保洁。

在“Ⅱ级”基础

上，扩大管控力

度，停止建筑拆

除工程和施工工

地土石方作业,

停止渣土转运，

停止市政工程施

工，道路再增加

清扫保洁作业 2

次以上。

县交通运输局

城市规划区以内

国道、省道、外

环路在日常道路

清扫保洁频次的

基础上，增加清

扫保洁作业不少

于 2 次。

协调重污染天气公

共交通力量，加大

公共交通运载能力；

做好重污染天气辖

区内国道、省道和

所辖高速公路的疏

通工作。在“Ⅲ级”

基础上再增加 2次

道路的清扫保洁。

在“Ⅱ级”基础

上，进一步增加

公共交通运力投

放，停止道路施

工，道路再增加

清扫保洁作业 2

次以上。

县卫生局

提供重污染天气

健康咨询，并组

织相关医疗救护

同“Ⅲ级”。 同“Ⅲ级”。



工作。

县环保局

1．每 24小

时通报 1次环境

空气质量监测数

据；

2．收集信息，

分析动态，会同

县气象局提出启

动、终止应急响

应的措施建议；

3．协调各职

能部门应急处置

工作；

4．加大执法

频次，督促有关

企业限产、减排

措施的落实。

在“Ⅲ级”基础上，

加大对燃煤锅炉、

工业企业等重点大

气污染源的执法检

查频次，确保其污

染防治设施高效运

转；对存在擅自停

运治污设施、超标

排污等环境违法行

为的相关企业采取

限排措施，限排标

准为不少于产能的

50%；将环境空气

质量监测数据报告

频次提高到 8小时

通报 1次。

在“Ⅱ级”

基础上，加大执

法频次和执法力

度，要求环境违

法企业停产；督

促有关企业限产、

停产措施的落实；

将环境空气质量

监测数据报告频

次提高到每 4小

时通报 1次。

 

县城管执法局

加强执法，监督

渣土作业扬尘污

染防治措施的落

制定措施，加强油

烟治理，对餐饮业

的经营区域和经营

城区范围内禁止

烧烤、禁止露天

焚烧垃圾、树叶



实。 时间作出限制。 等行为。

县信息中心、

县广电局、中

国联通桓台县

分公司、中国

移动桓台县分

公司、中国电

信桓台县分公

司

利用单位平

台发布健康提示

和减排倡议：

（1）提醒儿

童、老年人和患

有心脏病、肺病

等易感人群留在

室内，停止户外

运动；建议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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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公

众尽量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出行，

减少小汽车上路

行驶；

（3）加大施

利用单位平台

发布健康提示和减

排倡议：

（1）提醒儿童、

老年人和患有心脏

病、肺病等易感人

群留在室内，避免

体力消耗；建议中

小学停止户外体育

课；一般人群应避

免户外活动；

（2）尽量减少

能源消耗，夏季空

调温度比平时调高

2-4 摄氏度，冬季

比平时调低 2-4 摄

氏度；

（3）尽量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利用单位平

台发布健康提示

和减排倡议：

（1）提醒儿

童、老年人和患

有心脏病、肺病

等易感人群留在

室内，避免体力

消耗；建议中小

学停止户外活动；

建议停止露天体

育比赛活动；

（2）尽量减

少能源消耗，夏

季空调温度比平

时调高 2-4 摄氏

度，冬季比平时

调低2-4 摄氏度；

（3）尽量乘



工工地洒水降尘

频次，加强施工

扬尘管理；

（4）加大道

路清扫保洁频次，

减少交通扬尘污

染；

（5）排污单

位控制污染工序

生产，减少污染

物排放。

减少小汽车上路行

驶；

（4）加大施工

工地洒水降尘频次，

加强施工扬尘管理；

（5）减少渣土

运输转运频次；

（6）加大道路

清扫保洁频次，减

少交通扬尘污染；

（7）排污单位

控制污染工序生产，

减少污染物排放。

坐公共交通工具

出行，减少小汽

车上路行驶；

（4）减少机

动车日间加油；

（5）加大施

工工地洒水降尘

频次，加强施工

扬尘管理；

（6）加大道

路清扫保洁频次，

减少交通扬尘污

染；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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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排污单

位控制污染工序



生产，减少污染

排放；

（9）公共交

通管理部门加大

公交运力保障。

县供电公司

按照县应急指挥

部办公室要求，

会同有关执法部

门对有关企业或

单位限电、停电。

同“Ⅲ级”。 同“Ⅲ级”。

县气象局

每 12小时通报一

次天气预报；配

合县环保局提出

预警意见。

在“Ⅲ级”基础上，

将天气预报的频次

提高到每 8小时 1

次；每 12小时通报

1次是否具备人工

增雨作业条件，在

具备人工增雨作业

条件下及时组织实

施人工增雨作业，

并在作业后 4小时

内通报作业情况和

在“Ⅱ级”

基础上，将天气

预报的频次提高

到每 4小时 1次；

将人工增雨预报

提高到每 8小时

1次；开始提供短

时天气预报服务。

 



对未来 3天的天气

预测。

 

附件 2

企业限产、停产应急措施明细

行业类别 三级应急措施 二级应急措施 一级应急措施

电力
限产或管理减排

15%。

电网机组外

限产 30%；电网机

组管理

减排 15%。

电网机组外

限产 50%；电网

机组管理

减排或限产

减排 30%。

钢铁、焦化、

水泥、建陶、化

工、

工业锅炉

建成区及站点周

边 5公里内限产

15%。

全县范围内 30%。

全县范围内

限产 50%。

 

砖厂、碳酸

钙、粉磨站、水

建成区及站点周

边 5公里内限产

建成区及站

点周边5公里内限

建成区及站

点周边 5公里内



泥搅拌

站

30%。 产 50%；

范围外限产

30%。

停产；范

围外限产

50%。

耐火材料、

板簧、铸造、琉

璃窑等

 

改烧清洁能源；

限产 30%；直燃

煤企业停产。

建成区及站

点周边5公里内限

产 50%；

范围外限产

30%；直燃煤企业

停产。

建成区及站

点周边 5公里内

停产；范

围外限产

50%；直燃煤企

业停产。

建筑施工工

地

 

采取措施降低扬

尘，工程量减半。

建成区及站

点周边5公里内停

止施

工、拆迁等。

全县范围内停止

施工、拆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