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印发《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专项实施方案》

的通知
威环函〔2020〕3 号

各分局，各有关科室和直属单位：

现将新修订的威海市生态环境局《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专项

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2016 年 8 月 9 日《威

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专项实施方案>的

通知》（威环发〔2016〕55 号）同时废止。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0 年 1 月 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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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专项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能力，根据《威海市重污

染天气应急预案》（威政办字〔2019〕62 号），制定我局重污染

天气应急处置专项实施方案，确保重污染天气发生时，各项应急

措施得到全面落实。

一、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与会商

市区环境监控中心要密切关注空气质量变化，与气象部门组

成预测预报组，对大气污染形势作出预判，发起会商。当预测到

未来空气质量可能达到预警条件时；或者当监测 AQI 达到重度及

以上污染级别，并预测未来 12小时内空气质量不会有明显改善时，

形成重污染天气预报会商意见，提交《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的建

议》，报市局分管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领导，同时报送市局大气

环境科。

会商的主要内容：重污染天气发生的时间，空气质量指数、

级别，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

主要污染物浓度、范围，以及其后 2 天定性潜势分析、污染程度

预测等。

二、发布预警信息和启动应急响应措施

市局分管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局领导根据重污染天气预报会

商意见和《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的建议》，组织分析研判，拟定

预警等级。大气环境科拟定《重污染天气预警及应急响应启动建

议》，填报《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审批表》，报请市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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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审批，报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总

指挥签发。

《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审批表》经签发后，大气环境科

按照《威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制定《重污染

天气预警及应急响应启动通知》，由市局办公室通过政府内网向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传达，发布预警信息和应急指

令；通过内网向各分局和有关科室、直属单位传达，要求按照各

自职责开展应急响应工作。市环境宣教信息中心协调有关单位、

媒体，通过广播、电视、网站和报纸向社会发布《大气重污染社

会信息公告》，提出强制性、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和健康防护措

施，公开大气重污染情况，宣传报道已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

作措施等，正确引导、控制舆情；市区环境监控中心会同气象部

门对空气质量和气象条件加密监控、监测，并组织气象部门和相

关专家，对大气污染信息进行评估分析，预测发展趋势。

三、重污染天气的监管

各分局要根据 2019 年修订后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应急减

排清单，加大对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及减排措施的指导，督

导企业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一厂一策”公示牌，并在

显要位置进行公示。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组织对各区市

应急响应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控中心组织对

柴油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源加大抽检力度。

（一）监管方式

1.启动Ⅲ级应急响应时，对辖区内重点大气污染源每天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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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一次。

2.启动Ⅱ级应急响应时，对辖区内重点大气污染源每天至少

检查两次。

3.启动Ⅰ级应急响应时，在重点大气污染源每天至少检查两

次的基础上视情派驻厂员，实行 24 小时无缝隙监管。

（二）检查内容

1.检查企业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情况。

2.检查重点大气污染源废气治理设施运转情况、企业工作人

员规范操作情况、煤场料堆扬尘控制措施等。

3.对未按要求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以及废气治理

设施不正常运转、污染物排放超标的企业立即责令其改正违法行

为，严格依法查处。

四、预警的解除

经监测，我市空气质量指数(AQI)低于预警条件，且预计未来

36 小时不会反弹时，市区环境监控中心与气象部门会商，形成重

污染天气预报会商意见，提交《解除重污染天气预警的建议》，

报市局分管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领导，同时报送市局大气环境科。

市局分管大气污染防治的领导根据重污染天气预报会商意见

和《解除重污染天气预警的建议》，组织分析研判，确定是否解

除预警。大气环境科拟定《重污染天气预警及应急响应解除建议》，

填报《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解除审批表》，报请有关领导审批、

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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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解除审批表》经签发后，大气环境科

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终止通知》，由市局办公室通过政府内网

向市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传达，通过内网向各分局和有关科室、

直属单位传达，通知市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解除应急状态。大气

环境科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终止社会公告》，由市环境宣教信

息中心协调市广播电视台等单位、媒体向社会发布。大气环境科

调度汇总市重污染天气指挥部成员单位应急处置情况，形成应急

处置工作情况总结报告。

五、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组织机构

市生态环境局成立由局长任组长，分管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

局领导任副组长，各分局、办公室、大气环境科、市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支队、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控中心、市区环境监控中

心、市环境宣教信息中心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重污染天气应急指

挥领导小组。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承担全局重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工

作，负责应急处置重大事项的决策、对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

的督导以及信息公开的指导协调；负责向市政府提报启动、解除

预警信息申请，经市领导批准后，向各区市政府(管委)和需要采

取应急措施的市政府部门下达应急指令；掌握重污染天气的变化，

适时提出应急处置和应急终止建议，报市政府审批；负责组织实

施市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决定和措施，组织协调相关单位开展重污

染天气应对工作，按规定时限向市政府和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上报

应急减排信息和减排措施落实情况；编制、修订全市重污染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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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报市政府印发。

（二）职责分工

1.各分局负责落实辖区各项应急响应措施。

2.大气环境科会同办公室负责向市政府提报启动、解除预警

信息申请，报市政府审批；向市重污染天气指挥部成员单位下达

启动和解除应急指令。

3.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负责对各区市应急响应执行

情况进行检查，对全市重点大气污染企业应急减排措施落实情况

督办。

4.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控中心负责对柴油货车和非道路移动

源加大抽检力度。

5.市区环境监控中心会同市气象部门制定重污染天气联合会

商具体操作办法，并与其建立专线网络连接，充分共享监测信息

资源；对未来大气污染形势作出预判，发起会商；向市重污染天

气应急指挥部提出预警建议。

6.市环境宣教信息中心负责向社会发布应急预警启动和解除

公告以及应急响应后的新闻宣传和舆情引导。

附件：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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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流程图

大气环境科、市区环境监控中心向局领导汇报后，确定预警等级。

大气环境科拟定《重污染天气预警及应急响应启动建议》，填报《重污染

天气预警信息发布审批表》，报有关领导签发。

市区环境监控中心与气象等部门会商，当会商认为达到重污染天气预警条

件，形成会商意见，向大气环境科提交《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的建议》。

大气环境科立即拟定《重污染天气预警及应急响应启动通知》和《大气重

污染社会信息公告》经分管领导审核后提交局办公室和市环境宣教信息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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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办公室在 30 分钟内通过政府内网向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下达发

布预警信息和应急指令，并通知各分局、市环境宣教信息中心、市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执法支队、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控中心、市区环境监控中心等相关单位。

市环境宣教信息中心在 2 小时内协调宣传部门，通过广播电台网络微信微博等发

布《大气重污染社会信息公告》，正确引导、控制舆情。

各分局在接到应急指令后，要求各类大气污染源按照应急减排方案削减污染物排

放量。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对各区市应急响应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市区环境监控中心与气象等部门会商，对大气污染信息进行评估分析，预测进展

趋势，当市区空气质量低于预警条件且预计未来 36 小时不会反弹时，提出《解除

重污染天气预警的建议》，提交大气环境科。

大气环境科与市区环境监控中心向局领导汇报，确定是否解除预警。

大气环境科拟定《重污染天气预警及应急响应解除建议》，填报《重污染天气预

警信息解除审批表》报有关领导审批签发。

大气环境科拟定《重污染天气应急终止通知》和《重污染天气应急终止社会公告》，

经分管领导审核后提交局办公室和市环境宣教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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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办公室在接到应急终止指令后 30 分钟内，通过政府内网向市应急指挥部成员单

位传达，并通知各分局，市环境宣教信息中心、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监控中心、市区环境监控中心等相关单位。

市环境宣教信息中心在 2 小

时内协调宣传部门，通过媒

体发布《重污染天气应急终

止社会公告》。

各分局通知相关企业解除应急状态。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每日 15 时前汇总各区市限产、停产企业名单及

采取的应急响应措施，报送大气环境科。

大气环境科每日 17 时前调度市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应急处置情况，汇总形成全

市应急处置工作情况报市指挥部，并于应急响应结束后 2 个工作日形成应急处

置工作总结评估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