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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新版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向京津冀看齐

预预警警门门槛槛降降低低，，停停课课停停产产或或增增多多

“史上最严”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今起实施

违违规规烧烧烤烤最最高高罚罚两两万万
本报济南10月31日讯（记者

张玉岩） 11月1日，被称为
“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地方性
法规《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开始实施。条例规定了包括
实行错峰生产、建立联防联控机
制、污染源头控制、大气污染物
总量控制、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警、约谈与暂停审批、对重大案
件和突出问题的挂牌督办等12
项监督管理制度。

《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主要规范了大气污染防治的
原则、政府职责、工作体制、监督
管理、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和法律

责任等。条例中提出要建立大气
污染联防联控制度，推行错峰
生产制度，主要明确约谈和挂
牌督办制度，并将实行大气环
境生态补偿制度以地方法规的
形式确定了下来。

条例对燃煤、工业、机动车
船、扬尘、农业和其他污染防治
措施进行了规范。值得注意的
是，第七十六条规定：“在禁止区
域内露天烧烤、骑墙（窗）烧烤或
者为露天烧烤、骑墙（窗）烧烤提
供场地，或者在其他区域内烧烤
未按照规定使用无烟炉具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
具和违法所得，并对单位处二
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
以下的罚款。”也就是说，在

“禁烧区”内禁止露天烧烤，违
反规定的，最高可以罚款两万。

在燃煤污染防治方面，提出
了建立民用散煤管理制度；城市
建成区、开发区、工业园区不得新
建20吨以下燃用煤、渣油、直接燃
用生物质的锅炉；集中供热管网
覆盖范围禁止新扩建燃煤供热锅
炉，已建成的要限期停止使用。

错峰生产也是与市民生活

息息相关的措施之一。错峰生产
主要指在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
区域和重污染天气集中出现在
一个采暖季节，由政府部门组
织推行错峰生产，错峰生产期
间，重点排污单位、大型建设
工程和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应
当对生产经营活动时间进行
调整，主要是减少或停止排放大
气污染物的生产作业。

从法律责任看，《山东省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称得上我省“史上
最严”的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按
照我国行政处罚法、环境保护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规定，条

例在罚则上进行了突破，规定了
政府主要负责人、环保部门和其
他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分管负
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
责任。

针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以及有关个人的违
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
施，其中对超标排污或者超总
量控制指标排污、未依法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或者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
施工单位未采取扬尘防治措施
等行为，规定了按日连续处罚或
者加倍处罚的措施。

10月31日，济南市政府公
布《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济南市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的通知》，与之前的预
案相比，新预案增加重污染天
气蓝色预警。此外，预测连续
四天重度污染，且污染指数连
续两天大于300也将发布红色
预警，届时中小学幼儿园临时
停课，机动车单双号限行。

今年 7 月，环保部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下发关于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修订工作的函，涉及京津冀以及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省 7 个
地区。其中，山东济南、淄博、聊城、德州、滨州等传输通道城市，要按照
标准组织开展预案修订，2016 年 10 月底前完成修订发布。

根据公开资料，目前，上述5个城市中，济南、滨州、淄博已于近期
发布修订后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均与京津冀地区标准一致。聊城、
德州暂时未传出相关消息，但两市均已经实行4级预警。

省会城市群中的其余两市，泰安于今年8月19日发布新预案，增加
了蓝色预警，且预警分级与京津冀区域一致，以发挥重污染天气应急
联动和协同作用。再往前的7月5日，《莱芜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发
布，预警等级分为4级，相关标准与省里一致。

今年2月起，京津冀地级及以上城市试行统一重污染天气预警分
级标准。3月份，新修编的《山东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印发实施，其
最大变化是降低了重污染天气预警发布和启动应急响应的门槛，增
加了蓝色预警。不过，预警分级标准与前述京津冀地区略有不同。其
后，我省各市陆续据此修订相关预案。 据新华社、相关官方网站等

省会城市群均已实行 4 级预警

葛相关链接

发布蓝色预警时，启动Ⅳ级响应

措施（部分）：城市主干道保洁适当增加洒水降尘作业频次；强化
施工工地、裸露地面、物料堆场扬尘控制措施；倡导大气污染物排放单
位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化工、钢铁、水泥等大气
污染物排放量大的企业，根据大气污染情况适当调整产能。

发布黄色预警时，启动Ⅲ级响应

措施（部分）：火电（不含超低排放企业）、钢铁、建材、化工、石化、炭
素等大气重污染行业应当按照一企一策的规定采取限产限排措施，大
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 20% 以上；绕城高速公路以内禁行渣土砂石运
输车；增加道路保洁洒水降尘作业频次；停止非煤矿山露天开采作业。

发布橙色预警时，启动Ⅱ级响应

在实施Ⅲ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至少增加以下强制性减排措施
（部分）：火电（不含超低排放企业）、钢铁、建材、化工、石化、炭素等大
气重污染行业应当按照一企一策的规定采取限产限排措施，大气污
染物排放总量削减 30% 以上。

发布红色预警时，启动 I 级响应

在实施Ⅱ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至少增加以下措施（部分）：在保
障群众基本生活和确保安全生产的基础上，火电（不含超低排放企
业）、钢铁、建材、化工、石化、炭素等大气重污染行业应当按照一企
一策的规定采取限产限排措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50%以
上；停止所有建筑、道路、拆迁工地的施工作业（应急、抢险、救灾工
程除外）。 据济南市政府网站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新增蓝色预警
标准跟京津冀一样

预案所指的重污染天气，
是 指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指 数

（AQI）大于200，即空气环境
质量达到5级（重度污染）及以
上污染程度的大气污染。沙尘
暴天气造成的环境空气污染
不适用这一预案。

与之前的预案相比，这一
次的新预案最大的变化就是
由之前的三级预警增加为四
级预警。新增的蓝色预警（Ⅳ
级）发布条件为预测空气质量
指数（AQI）日均值（24小时均
值，下同）＞200且未达到高级
别预警条件。

黄色预警（Ⅲ级）和橙色
预警（Ⅱ级）的标准也有所调
整。例如，橙色预警由之前的
连续三天及以上发生严重污
染天气，降低为预测AQI日均
值＞200将持续3天，且出现
AQI日均值>300的情况时。

红色预警（Ⅰ级）标准也
有所调整。在往年的供暖季，
济南常出现持续多日的重度
污染，今后，这种持续时间长
但未达到爆表级别的污染，也
有可能会启动红色预警。在新
预案中，除原来的预测AQI日
均值达到500并将持续1天及
以上时也可启动红色预警外，
还新增加了预测AQI日均值
＞200将持续4天及以上，且
AQI日均值>300将持续2天及
以上时可启动红色预警。

“按照要求，京津冀地区
和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都
要实行四级预警，济南这次也
是和京津冀地区统一到一个

标准上。”济南市环保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同样的标准有助
于加强区域的联动。

门槛降低
预警次数或增多

“从总体上来看，预警的启
动门槛比之前都降低了，因此
预警的启动次数应该也会相应
增加。”济南市环保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去年济南一共五次启
动了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没
有红色预警，以黄色预警和橙
色预警为主，如果去年采用现
在的标准，应该会增加一到两
次红色预警。”

“新增蓝色预警之后，即
便是空气污染还没有达到十
分严重的程度，也可以启动IV
级响应，避免空气污染进一步
加重。”济南市环保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IV级响应时，城市
主干道保洁就将适当增加洒
水降尘作业频次，对裸露地
面、污染企业的生产也将采取
相应的措施。

在Ⅰ级响应时，除了限
行、限产等措施，还将有一些
直接关系到普通市民的生
活。例如，绕城高速公路以内
机动车实施单双号限行，增
加公交车运力，延长公交车
营运时间；停止所有大型户
外活动；中小学、幼儿园应当
临时停课。

学校停课措施、机动车单
双号限行于应急响应通告发
布后的次日起执行。重点企业
停产、限产措施的实施时间按
照各自应急响应减排方案的
规定执行。

“对于企业限产停产的标
准，也从原来的一刀切改为一
企一策。”济南市环保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由于部分企业有
工艺和安全生产方面的要求，
一刀切根本实现不了。现在改
为企业的情况实行一企一策，
更加有利于政策的执行。

达到预警级别
当天中午前公布

预警的级别是如何确定的
呢？记者了解到，济南市环境监
测中心站与市气象台每日会定
时进行联合会商，在上午 10 时
30 分前对未来 24 小时、48 小
时、72 小时空气质量进行监测
预报，必要时组织专家咨询组
集体会商。一旦达到预警级别，
会在当日 11 时前以电子邮件
和书面形式将预警信息报送市
指挥部办公室，经市指挥部批
准后，由市指挥部办公室协调
有关部门于当日 12 时前向社
会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

市民能够看到的预警信
息将主要包括未来24小时、48
小时、72小时城市气象条件变
化趋势，重污染天气发生的时
间、范围，AQI指数范围，首要
污染物情况，空气质量级别，
预警等级等。

如果经监测，预警区域空
气质量指数(AQI)低于预警条
件，且预计48小时不会反弹
时，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与市气
象台要进行会商确认，必要时
组织专家咨询组集体会商，提
出是否解除预警建议。解除预
警建议要以电子邮件形式和
书面形式报送市指挥部办公
室，经市指挥部批准后，由市
指挥部办公室协调有关部门
向社会发布解除预警信息。一
旦再次出现预案规定的III级、
II级、I级预警重污染天气时，
重新发布预警信息。

雾霾天戴口罩成为不少济南

人的习惯。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济南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