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宿迁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政策解读

一、修订政策依据

2024 年 1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重污染

天气应对机制的指导意见》（环大气〔2024〕6 号）（以下简称

《意见》），对重污染天气应急机制提出五项指导意见，要求各

地对照《意见》于 2024 年 3 月底前完成应急预案修订。结合 2023

年 12 月份江苏省大气办印发的《江苏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苏大气办〔2023〕7 号）相关要求，对《宿迁市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宿政办发〔2019〕23 号）（以下简称《预案》）进

行修订。

二、修订意义及目的

《预案》是巩固空气质量改善成果，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推动经济和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是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提出的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任务的重要要求；是聚焦重点污

染物、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的重要表现。《预案》自 2014 年起实施，期间于 2016 年、2019

年分别修订过一次。市指挥部统一部署，各地按要求积极落实，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加大应急管控力度，建立健全了宿迁市重污

染天气应急机制，取得明显成效。优良天气比例由 2013 年的

61.4%改善至 71.5%，PM2.5浓度由 74.2μg/m3下降至 39.8μg/m3。

但近年来，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叠加逆风、静风等多发性

不利气象条件，我市在重污染天气应对过程中仍发现许多不足。



因臭氧污染造成的污染天气比例上升势头猛烈且多次出现长时

间、大范围的重污染天气，严重损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影响社

会和谐稳定。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绿色呼吸”要求，有效降低

重污染天气带来的影响，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江苏省大气办相

关要求，在参考上级部门文件，结合我市实际并广泛征求各单位

意见基础上，完成了《预案》的修订工作。

三、主要修订内容解读

（一）优化预警启动基本条件

结合近年来空气质量预警启动条件和实际阈值，统一以空气

质量指数（AQI）为预警分级指标。把预警启动基本条件由“AQI

大于 200”调整为“AQI 大于 150”，并删除 SO2指标（原启动条件

是“监测到市区 SO2小时浓度达到 500微克/立方米以上”）。例：

原来黄色预警启动条件是“经监测预测，未来持续 48 小时 PM2.5

浓度达到 150微克/立方米”，修订后为“经监测预测，未来日 PM2.5

浓度达到 150 微克/立方米或日 PM2.5浓度达到 115 微克/立方米

持续 48 小时以上”，即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

修订后，具体预警条件是：“黄色预警：经监测预测，日

AQI>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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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监测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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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监测预测，日 AQI>200 持续 72 小时且日 AQI>300

持续 24 小时及以上。”



（二）调整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1.修改全市重污染天气预警与应急处置单位。“市大气污染

防治指挥部”负责全市重污染天气预警与应急处置工作。修改为：

“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负责全市重污染天气预警

与应急处置工作。

2.增加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在原指挥部 19

家成员单位基础上新增市商务局、市通管办、市供电公司等 3 家

单位。职能分别是：市商务局负责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机动车燃油

的供应管理、油品升级和油气回收等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

作。市通管办负责协调电信、移动、联通等通讯运营企业为重污

染天气应急处置做好公用通信网应急通信保障工作。市供电公司

负责根据省有关部门要求，在做好全市发用电平衡工作的基础

上，优化电力调度工作，确保煤质好、煤耗低的机组优先发电，

对煤耗高、效率低、治污设施不完善或运行不正常的机组实施限

产或停产，及时汇总机组限产、停产情况，并向市重污染天气应

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3.补充部分成员单位职责。包括：增加了市发展改革委“对

能源保障情况开展督查检查”的职责描述；增加了市教育局“组织

指导托幼机构及学校开展重污染天气学生健康防护知识宣传教

育和应急演练”的职责描述；增加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外墙

涂刷施工作业的监管”的职责描述；增加了市交通运输局“督促各

地强化港口与船舶大气污染的监管”的职责描述；增加了市卫生



健康委“协调医疗机构适当增设相关疾病门诊急诊，加强就医指

导和诊疗保障”的职责描述等。

4.新增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职责。明确各县（区）

人民政府（管委会）要定期开展重点行业绩效分级评价，及时更

新应急减排清单。每季度末各县（区）人民政府及市各开发区、

新区、园区管委会将本行政区域内的应急减排清单报送重污染天

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定期向社会公开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应

急减排清单。

（三）完善应急应对响应措施

1.完善企业绩效分级减排。在原有“Ⅲ级、Ⅱ级、I 级应急响

应措施的减排比例，原则上分别不低于 30%、40%、50%”调整

为：“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

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要求，及时开展重点行业绩效分级评

价和应急减排清单修订工作，按照 A、B、C、D 四个等级和引

领性、非引领性企业标准，在重污染天气期间实施差异化管控。

其中，绩效分级评价为 A 级或引领性的企业，可自主采取减排

措施；B 级企业Ⅲ级、Ⅱ级、Ⅰ级应急响应措施的减排比例，原则

上分别不低于 30%、40%、50%；C 级和 D 级企业制定更严格的

减排措施。严格企业绩效分级工作程序，确保绩效分级结果公开

公平公正。”

2.新增涉 VOCs 应急管控措施。倡议性措施方面：公众绿色

消费，单位和公众尽量减少含挥发性有机物的涂料、油漆、溶剂



等原材料及产品使用。强制性措施方面：停止道路沥青铺设、市

政设施和道路桥梁防腐维护、交通标识刷漆室外喷涂粉刷、房屋

修缮、大型商业建筑装修、外立面改造等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施

工作业；汽车制造、家具制造、船舶修造印刷包装、汽车维修等

企业暂停使用涂料、油墨；城市建成区储油库、加油站 8:00 至

18:00 停止装卸汽油作业。

3.明确将“视情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列入应急响应措施。

即在Ⅲ级应急响应中为倡议性措施，在Ⅱ级和 I 级应急响应中将

“视情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纳入强制性措施。该措施明确纳

入，有利于推进我市提升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保障能力，安全有效

应对重污染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