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山政办字〔2021〕40 号

关于印发山亭区 2021-2022 年秋冬季
大气污染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山城街道办事处，山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

府各部门单位，各企业：

《山亭区 2021-2022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

动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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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亭区 2021-2022 年秋冬季
大气污染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关于印发〈2021-2022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攻坚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21〕104 号）《枣庄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枣庄市 2021-2022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

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枣政办字〔2021〕51号），

精准扎实推进各项任务措施，着力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攻坚战，

确保完成市政府下达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区政府决定在

2021-2022 年秋冬季开展大气污染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特制

定如下方案。

一、主要目标

秋冬季期间（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全

区 PM2.5平均浓度不高于 59 微克/立方米，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不

高于 6 天。各镇（街）控制目标见附表 1。

二、主要任务

（一）坚决遏制“两高”项目和落后产能

各镇（街）、山亭经济开发区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

关于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相关决策部署，按照《生态

环境部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

导意见》（环环评〔2021〕45 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鲁

政办字〔2021〕98 号）等文件要求，以煤电、焦化、钢铁、水泥、

甲醇、醋酸、氮肥、平板玻璃等行业为重点，全面梳理排查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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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和存量“两高”项目，实行清单管理，进行分类处置、动态

监控。严格落实能耗“双控”、产能置换、污染物区域削减、煤

炭减量替代等要求。推动拟建和在建“两高”项目能效、环保水

平提升，推进存量“两高”项目改造升级。（牵头单位：区发改

局,责任单位：各镇人民政府、山城街道办事处、山亭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以下措施各镇人民政府、山城街道办事处、山亭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均为责任单位，不再一一列出）

贯彻落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 5 部门《关于印发〈全省水泥

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方案〉的通知》（鲁工信原〔2021〕134

号）文件要求，做好建材行业去产能工作。严禁新增水泥熟料、

水泥粉磨站产能，严格环境准入，除搬迁、产能置换外，不得审

批新增产能项目。（牵头单位：区发改局、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新建水泥熟料、水泥粉磨项目投运前，用于置换的产能需按

要求同步退出。（牵头单位：区工信局）

严厉打击“两高”企业无证排污、不按证排污等各类违法行

为，及时曝光违反排污许可制度的典型案例。（牵头单位：区生

态环境分局）

按要求关停退出小化工企业。2021 年 12 月底之前，关停淘

汰砖瓦轮窑。（牵头单位：区工信局，责任单位：区生态环境分

局）

（二）认真落实水泥建材行业错峰生产要求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水泥常

态化错峰生产的通知》（工信部联原〔2020〕201 号）和我市相

关文件要求，切实抓好做好水泥常态化错峰生产工作，制定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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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料企业错峰生产方案，统筹谋划、周密部署，对压产量和错峰

生产措施逐一进行检查，督促落实。对 2021 年以来中央、省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秋冬季监督帮扶检查中发现的不落实错峰生产的

企业要在本次秋冬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中补齐错峰生产天

数，不足部分在秋冬季结束后继续实施错峰生产，直至补齐。（牵

头单位：区工信局，责任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

参照水泥熟料企业错峰生产要求，继续对砖瓦、独立水泥粉

磨站、机制砂类生产企业制定秋冬季错峰生产方案。停产措施要

落实到具体企业、生产线、生产设施和时间段，不得以减负荷生

产方式代替。（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责任单位：区工信

局）

列入《2021-2022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

动方案措施任务表》（见附表 2）中的华沃（枣庄）水泥有限公

司要完成深度治理，改造后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

度分别不高于 10、50、100 毫克/立方米要求，聘请专业机构，指

导华沃（枣庄）水泥有限公司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深度治理并组织

开展评估监测。若未达到超低排放要求，按照环保绩效分级采取

不同的应急减排措施，实行差异化环保管理措施。（牵头单位：

区生态环境分局，责任单位：区工信局）

（三）积极稳妥实施散煤治理

将确保群众安全过冬、温暖过冬放在首位，集中资源以镇（街）

为单元成片推进清洁取暖。今年取暖季前，全区农村地区清洁取

暖改造完成 1.95 万户（见附件 3），优先对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

区域实施清洁取暖改造。各镇（街）要全面排查梳理散煤治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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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确村确户情况，对未完成散煤治理的要建立清单（具体落实到

镇〈街〉、村及户）。同时，加强监督检查，防止已完成清洁取

暖改造的用户散煤复烧。（牵头单位：区住建局）

依法将整体完成清洁取暖改造并稳定运行的镇（街）划定为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并公布。（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

12 月底前，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取消散煤销售网点并严格

查处销售散煤行为。（牵头单位：区发改局，责任单位：区市场

监管局配合）

（四）深入开展锅炉和炉窑综合整治

加大燃煤锅炉（含茶水炉、经营性炉灶、储粮烘干设备等燃

煤设施）炉窑淘汰整治力度。在保证电力、热力、天然气供应前

提下，加快推进热电联产机组供热覆盖范围内燃煤锅炉关停整合。

2021 年 12 月底前，完成每小时 35 蒸吨及以下的燃煤锅炉淘汰。

全面淘汰炉膛直径 3 米以下的燃料类煤气发生炉及达不到环保要

求的间歇式固定床煤气发生炉，取缔燃煤热风炉；以煤炭为燃料

的加热炉、热处理炉、干燥炉等改用工业余热或电能，鼓励铸造

行业冲天炉（10 吨/小时及以下）改为电炉，加快推动岩棉等行

业冲天炉改为电炉。（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责任单位：

区发改局、区工信局）

实施锅炉、炉窑大气污染治理设施升级改造。各镇（街）、

山亭经济开发区要以生物质锅炉、煤气锅炉和工业炉窑为重点，

开展锅炉、炉窑大气污染治理情况排查抽测，对不能稳定达标排

放的督促整改。实施治污设施提效升级，采取脱硫除尘一体化、

脱硫脱硝一体化等低效治理工艺的应进行升级治理，确保稳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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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排放。采用氧化镁、氨法、单碱法、双碱法等脱硫工艺的，在

秋冬季前要完成一次检修，防止脱硫系统堵塞，确保脱硫设施稳

定运行。推进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对低氮燃烧器、烟气再循

环系统、分级燃烧系统、燃料及风量调配系统等关键部件要严把

质量关，确保低氮燃烧系统稳定运行；推动燃气锅炉取消烟气再

循环系统开关阀，确有必要保留的，可通过设置电动阀、气动阀

或铅封等方式加强监管。生物质锅炉应采用专用锅炉，配套旋风+

布袋等高效除尘设施，禁止掺烧煤炭、垃圾、工业固体废物等其

他物料，氮氧化物浓度超过排放标准限值的应配备脱硝设施；推

进城市建成区生物质锅炉超低排放改造；采用 SCR 脱硝工艺的，

秋冬季前要对催化剂使用状况开展检查，确保脱硝系统良好稳定

运行。煤气锅炉应采用精脱硫煤气为燃料或配备高效脱硫设施，

氮氧化物浓度超过排放标准限值的应配备脱硝设施。（牵头单位：

区生态环境分局）

（五）扎实推进 VOCs 治理突出问题排查整治

严格落实《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突出问题的通知》（环大气〔2021〕65 号）有关要求，高质量完

成排查治理工作。以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以及油品储运销

为重点，结合本地特色产业，组织企业针对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

装卸、敞开液面、泄漏检测与修复、废气收集、废气旁路、治理

设施、加油站、非正常工况、产品 VOCs 含量等 10 个关键环节完

成一轮排查工作。在企业自查基础上，区生态环境分局开展一轮

检查抽测，对排污许可重点管理企业全覆盖。2021 年 12 月底前，

对本次和市级本年度开展的两轮次监测评估中以及上级夏季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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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监督帮扶工作中发现存在的突出问题，指导企业制定整

改方案按照治理要求进行整治，提高 VOCs 治理工作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做到“夏病冬治”。培育树立一批 VOCs 治理的标杆企业，

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带动效应。加强国家和地方涂料、油墨、胶

粘剂、清洗剂等产品 VOCs 含量限值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牵

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管局）

（六）加快推进柴油货车污染治理

按要求全面完成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中重型柴油货车淘

汰任务目标；已经淘汰的柴油货车要按照要求进行集中拆解，确

保真淘汰。加大检查力度，严禁已淘汰车辆在城市周边、农村等

地区非法营运或进入工矿企业内部使用。（牵头单位：区交运局、

区公安分局，责任单位：区商投局）

组织开展国六排放标准重型燃气车专项检查，通过路检路查、

入户检查等方式，检查核实环保信息公开、污染控制装置和排放

等情况，重点核实三元催化器和后氧传感器是否异常，严厉查处

制售假冒伪劣三元催化器及回收、私拆三元催化器行为；对查出

异常的车辆，除按规定进行处罚外，还要倒查排放检验机构年检

情况。（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责任单位：区公安分局、

区市场监管局）

鼓励以矿山和大型工业企业为重点，出台推进国一及以下排

放标准（或使用 15 年以上）非道路移动机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

准场内作业车辆淘汰更新政策。积极推进物流园区、工矿企业场

内作业车辆和机械新能源化。按要求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标

识登记，开展执法检查，严厉查处场内作业机械、车辆超标和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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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烟问题，实现重点场所全覆盖。（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

责任单位：区交运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住建局）

强化成品油工业产品有关生产许可和生产、流通领域质量监

管；依法查处无照和相关无证生产经营行为以及相关部门依法提

请的成品油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清理整顿非法自建油罐、流动加

油车（船）和黑加油站点，对发现的非标油问题线索进行追溯；

严厉追究相关生产、销售、运输者主体责任。（牵头单位：区市

场监管局、区交运局，责任单位：区公安分局、区发改局、区商

投局）

（七）强化秸秆、垃圾、落叶禁烧管控

坚持疏堵结合，因地制宜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强化各级

政府主体责任，充分发挥村组基层组织作用，完善网格化监管体

系，实现全覆盖、无死角。确保田间地头秸秆不堆存、无积压。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5%以上。（牵头单位：区农业农村局）

推进“人防”“技防”结合，综合运用卫星遥感、高清视频

监控、无人机等手段，提高秸秆焚烧火点监测精准度。开展秋收

阶段秸秆禁烧专项巡查，重点紧盯极易焚烧秸秆的收工时、上半

夜、下雨前和播种前 4 个时段，加强田间地头巡逻检查。严格落

实地方禁烧监管目标责任考核和奖惩制度，对秸秆焚烧问题突出、

大气污染严重的，严肃追责问责。（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

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

持续强化焚烧生活垃圾的管控。加大巡回保洁力度，彻底清

理建成区道路垃圾，特别是枯枝落叶，从源头预防焚烧垃圾落叶

现象发生。加大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城区河洪道等区域巡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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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时制止随意焚烧枯枝落叶的行为发生。（牵头单位：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

（八）加强扬尘综合管控

各镇（街）平均降尘量不得高于 7 吨/月·平方公里，继续逐

月实施降尘量监测排名。加强施工扬尘精细化管控，严格执行“六

个百分之百”，道路、水利、市政工程等线性工程实行分段施工。

将施工、监理单位扬尘防治落实情况纳入信用评价管理。城区内

5000 平方米及以上土石方建筑工地要全部安装β射线法扬尘在

线监测设备和视频监控设施，接入市生态环境智慧监管平台，并

保持数据传输正常。所有拆迁工程拆迁过程要同步实施湿法抑尘

（包括雾炮措施）作业，并由所在镇（街）派驻人员监管。（牵

头单位：区住建局、区交运局、区城乡水务局、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责任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

强化道路扬尘整治，推进吸尘式机械化湿式清扫作业，加大

城市外环路、城市出入口、城乡结合部等重要路段冲洗保洁力度。

严查带泥带土污染行为，渣土车未经冲洗洁净不得上路，满载、

空载情况下车厢均必须密闭。（牵头单位：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区交运局）

对城市公共区域、长期未开发的建设裸地，以及废旧厂区、

物流园、大型停车场等进行排查建档，采取绿化、硬化等措施及

时整治扬尘。对国道、省道及物流园区周边的运输企业的自备停

车场和其他货车停车场因地制宜实施石屑、焦渣、砂石等多种方

式硬化，设置洗车台进行车辆冲洗。（牵头单位：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区交运局，责任单位：区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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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矿山扬尘管控。强力推进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各镇（街）

每月对辖区内露天矿山进行全面排查清理，建立管理台账和销号

制度。对排查发现的非法开采行为，要依法及时处理。对矿石开

采过程中扬尘措施未落实的督促整改。（牵头单位：区自然资源

局，责任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

在建建筑工地、土地整理、水利工程、道路工程中开采的石

料除工程自用外，富余石料应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统一处置，

收益归公。（牵头单位：区住建局、区自然资源局、区城乡水务

局、区交运局）

（九）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

持续优化绩效分级应急减排工作。各镇（街）、山亭经济开

发区应严格按照《生态环境部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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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版）的函》（环办大气

函〔2021〕340 号）文件要求，持续推进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工作，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实施差异化减排措施。进一步完善应急减排

清单，梳理保障民生、保障城市正常运转或涉及国家重点等保障

类企业名单，补充细化除小微涉气企业外的非保障类企业管控措

施。做到减排清单涉气企业覆盖全、保障类企业名单真实有效、

非保障类企业管控措施可落地、可核查。（牵头单位：区生态环

境分局）

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督导检查方案，在应急响应期间采

取夜查、突击检查、驻厂帮扶等方式增加检查频次，严惩违法行

为，确保应急响应措施落实到位。（责任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

区公安分局、区工信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交运局、区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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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城乡水务局）

进一步规范应急减排措施。对于单独发放排污许可证的企业，

须作为独立企业制定应急减排措施，不得将多个独立排污许可证

企业生产工序合并共同制定应急减排措施。应急减排措施应按生

产线计，不得以降低生产负荷、缩短生产时长等难以核查的方式

制定应急减排措施。在绩效分级过程中，应加强中控数据记录的

管理，重点行业关键数据均应纳入中控数据记录。（牵头单位：

区生态环境分局）

三、工作措施

（一）开展“两高”项目大排查大整治

以水泥、焦化、煤电、平板玻璃、醋酸、氮肥等行业为重点，

按照存量、在建、拟建三类全面排查核实项目的合规性，以及立

项、能评、环评、安评、土地、规划、施工许可等手续办理情况，

“五个减量替代”落实情况、建设运营情况进行大排查。对排查发

现问题建立台账，督促企业制定整改措施并积极进行整改，每周

调度问题整改进展情况。对合规项目和整改后可以保留的项目，

建立存量、在建、拟建三张清单，逐个编号，动态调整。不在清

单内的“两高”项目，不得继续实施。（牵头单位：区发改局）

（二）开展水泥建材行业错峰生产落实情况大排查大整治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对水泥熟料企业

和独立水泥粉磨站错峰生产情况每半月进行一次大排查。（牵头

单位：区工信局）

2021 年 12 月 22 日起至 2022 年 2 月 9 日，对砖瓦、机制砂

类生产企业秋冬季错峰生产落实情况每半月进行一次大排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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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产线、生产设施和时间段建立管控台账。（牵头单位：区生

态环境分局）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对《2021-2022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方案措施任务表》（附

件 2）中的华沃（枣庄）水泥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深度治理情况进

行排查，建立工作台账，督促企业制定改造措施并积极进行整改。

2021 年 3 月底前组织专业机构或专家对深度治理情况进行排查。

（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

（三）开展散煤替代情况大排查大整治

对全区农村地区完成清洁取暖改造 1.95 万户情况进行大排

查，区级抽查户数不少于 10%，镇街检查户数全覆盖。建立排查

台账，督促镇（街）制定改造措施并积极进行整改。（牵头单位：

区住建局）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3 月期间，对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散煤

销售网点进行一次大排查，建立排查台账，制定改造措施并积极

进行整改。（牵头单位：区发改局）

（四）开展锅炉、炉窑和 VOCs 治理大排查大整治

对全区炉膛直径 3 米以下的燃料类煤气发生炉及间歇式固定

床煤气发生炉和燃煤热风炉淘汰取缔情况进行大排查,建立排查

台账，督促镇（街）、区经济开发区制定淘汰取缔措施并积极推

进，确保 2022 年 3 月底前淘汰取缔。2022 年 1 月 31 日前，对全

市以煤炭为燃料的加热炉、热处理炉、干燥炉等改用工业余热或

电能，铸造（10 吨/小时及以下）、岩棉等行业冲天炉改为电炉

进展情况进行大排查。建立排查台账，督促企业制定改造措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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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进行整改。（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

对锅炉使用氧化镁、氨法、单碱法、双碱法等脱硫工艺的设

施检修情况和采用 SCR 脱硝工艺设施催化剂使用状况，对燃气锅

炉取消烟气再循环系统开关阀情况，对建成区生物质锅炉超低排

放改造进展情况进行一次大排查。建立排查台账，督促企业制定

改造措施并积极进行整改。（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以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以及油

品储运销为重点，对采取脱硫低温等离子、光氧催化等低效治理

挥发性有机物工艺的企业进行一次大排查，建立排查台账，督促

企业制定改造措施并积极进行整改。（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分

局）

（五）开展柴油货车污染和油品质量大排查大整治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3 月，对柴油货车集中拆解情况进行

大排查，并建立排查台账，督促车主尽快拆解，确保真淘汰。（牵

头单位：区公安分局）

对国六排放标准重型燃气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标识登记

进行执法检查，并建立排查台账，督促车主制定改造措施并积极

进行整改。（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3 月，对自建油罐进行逐一排查，建

立排查台账，督促企业制定改造措施并积极进行整改。（牵头单

位：区交运局）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3 月，对加油站进行大排查，建立排

查台账，督促企业制定改造措施并积极进行整改。（牵头单位：

区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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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3 月，对流动加油车进行大排查，建

立排查台账，督促企业制定改造措施并积极进行整改。（牵头单

位：区公安分局）

（六）开展秸秆和垃圾落叶焚烧大排查大整治

督导各镇（街）对田间地头、沟边河沿、房前屋后、村居周

边秸秆堆存情况进行排查。确保无死角、全覆盖，责任到人。对

未利用存放及废弃的农作物秸秆要以经纬度照片、录像形式记

录，建立台账，每周调度清理情况，确保清理到位，综合利用率

达到 95%以上。（牵头单位：区农业农村局）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督导各相关镇（街）每天

对城乡结合部 2 公里范围实施不间断秸秆焚烧巡查。区生态环

境分局每半月组织对相关镇街进行一次抽查，确保无卫星火点。

（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3 月，每月对城区及各镇（街）驻地

范围内焚烧生活垃圾、枯枝落叶情况组织一次大排查，及时制止

随意焚烧枯枝落叶的行为发生。（牵头单位：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七）开展扬尘污染大排查大整治

按照《市直部门大气污染治理技术导则（第二版）》要求，

自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3 月，区直相关部门要分别组织开展施

工工地、道路和矿山扬尘问题大排查大整治，建立排查台账，督

促各镇（街）、区经济开发区制定改造措施并积极进行整改。

开展施工工地大排查大整治。对全部在建的建成区建筑拆

迁、市政工程工地进行大排查。排查施工围挡、车辆冲洗设施、

地面硬化、覆盖绿化、视频监控、PM10扬尘在线监测、喷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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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作业、施工作业等设施配套和扬尘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牵

头单位：区住建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开展国省道路施工和路面保洁排查大整治。对现有国省道路

施工扬尘防控情况进行大排查。按照《公路工程施工扬尘治理技

术导则》，排查路基、路面、边坡施工和料场拌合站硬化、洒水、

洗车、围挡等扬尘防治措施。同时排查国省道路和城区道路湿式

清扫车、高压冲洗车等设备配备情况，以及干湿式保洁频次和效

果。（牵头单位：区交运局、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

开展水利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大排查大整治。按照《水利

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技术导则》，对围挡、场地、车辆冲洗、物料

堆土存放、建筑垃圾处置、施工场区降尘措施、建筑物工程降尘

措施、土石方工程降尘措施、拆除工程降尘措施、料场及堆土场

地降尘措施进行大排查。（牵头单位：区城乡水务局）

开展矿山扬尘大排查大整治。对正在实施的 23 处破损山体修

复治理工程和合法开采的矿山开展扬尘污染问题大排查大整治。

对于存在明显扬尘问题的，各镇（街）要采取一山一策（每座山

都要制定一个治理方案、压实一家项目主体、明确一个督导小组）

形式，落实扬尘治理措施。（牵头单位：区自然资源局）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各镇（街）、区经济开发区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将 2021

—2022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任务进行细化

分解，明确时间表和责任人，并将主要任务纳入到党（工）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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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办事处）督查督办重要内容。要建立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定期

调度机制，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时完成散煤治理确村确

户清单、锅炉清单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工作；2022 年 4 月 5

日前对秋冬季大气污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进行总结。

（二）强化监测监控

进一步加强环境质量监测能力建设，按照《“十四五”全国

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监测网络能力建设方案》要求，配合做

好新增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建设和 VOCs 监测评估以及 LDAR 抽

查工作。要充分利用环境空气超级站秋冬季颗粒物组分监测数

据，指导全区颗粒物防控和污染防治工作。同时依托镇（街）自

动监测站、道路和工地 PM10微型监测站、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站

和视频监控等手段，做好辖区内污染防治。

加强污染源监测监控。敦促企业安装主要生产、治理设施工

况监控、用电（用能）监控、视频监控等。加快提升移动源监测

监管能力，2021 年 12 月底前在划定的低排放控制区开展非道路

移动机械排放监测，完成交通空气质量监测站点规划，推进交通

空气质量和流量监测。

加强对企业自行监测的监督管理。委托专业机构对企业的自

行监测报告质量进行检查，提高企业自行监测数据质量。2022 年

3 月底前，组织对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联合抽查，在媒体公开一

批监测数据质量差和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机构和人员名单。

（三）强化监督帮扶

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指挥部将围绕秋冬季大气污染大排

查大整治主要任务，精准、有效开展监督检查。自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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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区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各专班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要求开

展常态化督查巡查工作。各镇（街）、区经济开发区要组织人员

力量对辖区内问题高发区域每日进行巡查。对在监督执法中发现

的问题，要督促企业（单位）认真制定整改措施进行整改，确保

整改到位；对违法情节及后果严重、屡查屡犯的，要依法严厉查

处，典型案例公开曝光。同时要在油品质量、煤炭质量、涉 VOCs

产品质量、柴油车尾气排放抽查、扬尘管控等领域实施多部门联

合执法，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形成执法合力。加大重污染天气应

急响应期间执法监督力度，加密应急响应期间执法检查频次，督

促企业（单位）落实重污染应急减排责任。

加大易发多发问题企业环境监管执法力度。对企业大气污染

治理设施安装运行情况、废气旁路管理情况、排污口设置情况、

运行记录台账等开展排查，加强执法监测联动。重点查处通过旁

路、废弃烟道等偷排直排，未安装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治污设

施，超标排放，排污口不规范，台账弄虚作假等行为。

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指挥部将持续组织开展秋冬季监督

帮扶工作。对各镇（街）、区经济开发区自查情况开展抽查，对

中央、省环保督察涉气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加强

现场核实，督促整改到位，防止问题反弹。

（四）强化通报考核问责

秋冬季期间，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指挥部将建立考核奖

惩制度，严格工作目标考核，对按期完成工作任务、成效突出的，

予以通报表扬；对行动迟缓、工作不力的，予以通报批评；对上

级督办限期解决的突出环境问题，逾期未解决或解决不力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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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保护协作方面推诿扯皮或充当保护伞，不担当、不作为，

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严格落实通报约

谈问责制度，对空气质量改善幅度达不到目标任务、重点任务进

展缓慢的部门和空气质量指数（AQI）持续“爆表”的镇（街），

下发预警通知函给予通报批评；对未能完成终期空气质量改善目

标任务或重点任务进展缓慢的镇（街），报经区政府同意后，公

开约谈镇（街）政府（办事处）负责人。

附件：1.各镇（街）2021-2022 年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2.2021-2022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

动方案措施任务表

3.山亭区 2021 年度清洁取暖改造任务清单

4.区级各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各专班成员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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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镇（街）2021-2022 年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2021 年 10 月 1日-2022 年 3 月 31 日）

单位 PM2.5平均浓度控制目标（微克/立方米）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控制目标（天）

店子镇 68 6

冯卯镇 66 6

城头镇 72 6

桑村镇 80 6

山城街道 56 6

西集镇 69 6

凫城镇 55 6

北庄镇 60 6

徐庄镇 60 6

水泉镇 5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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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2022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方案措施任务表

类 别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 程 措 施

产业结

构调整

工业源污染治

理

水泥行业深度治理 2021 年 12 月底前
华沃（枣庄）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熟料产能完成深度治理，改造后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50、100 毫克/立方米。

无组织排放治理 2021 年 12 月底前
1家水泥企业（华沃）、2家砖瓦企业（现代、红岩）、3家粉磨站（庐泰、东联、

安泰）、1家铸造企业（艾湖铸造）完成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治理。

工业炉窑淘汰 砖瓦窑淘汰 2021 年 12 月底前 淘汰 1家砖瓦窑（煜正）。

重点工业行业

VOCs综合治理

工业涂装/包装印刷

等源头替代
2021 年 12 月底前

1家工业涂装企业（牛电）完成低 VOCs 含量涂料替代；6家包装印刷企业（恒军、

顺腾、正大、鑫发、顺发、古城）完成低 VOCs 含量油墨替代。

VOCs产品质量监督检

查
2021 年 12 月底前

加强 VOCs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对生产、销售、进口企业 4批次涂料、2批次胶粘剂

VOCs 含量限值开展抽测。

无组织排放控制 2021 年 12 月底前
1家化工企业（金奥银雅）、1家石英石制造企业（禧源）通过采取设备与场所密闭、

工艺改进、废气有效收集等措施，完成 VOCs 无组织排放治理。

治污设施建设 2021 年 12 月底前
1家化工企业（金奥银雅）、1家工业涂装企业（牛电）、1家石英石制造企业（禧

源）建设或改造为适宜高效的治污设施。

LDAR 工作抽检 2021 年 12 月底前 对 1家企业（金奥银雅）LDAR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测和检查。

能源结

构调整

清洁取暖 散煤治理 2021 年 12 月底前 完成散煤治理 1.95 万户，其中，电代煤 1.95 万户。

煤炭消费总量

控制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2021 年 12 月底前 完成煤炭消费总量压减任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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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综合整治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2021 年 12 月底前 完成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运输结

构调整

运输结构调整 老旧车淘汰

2021年12月底前
推广使用新能源公交车 135 辆、网约车 26 辆、出租车 50 辆，占比分别达到 82.8%、

88.5%、100%。

2021 年 12 月底前
完成国家下达的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淘汰任务，持续摸排核查，确保

动态清零。

车船燃油品质

改善

打击黑加油站点 2021 年 12 月底前 开展打击非法加油站点（车）查处行动 60 天，并对不达标油品跟踪溯源。

油品和尿素质量抽查 2021 年 12 月底前
在全区加油站（点）抽检车用汽柴油共计 122 个批次，实现年度全覆盖；从高速公

路、国道、省道沿线加油站抽检尿素 2次以上。

在用车执法监管
2021 年 12 月底前 检查排放检验机构 3个次，实现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全覆盖。

2021 年 12 月底前 对重点用车企业（华沃）安装门禁系统。

运输结

构调整

非道路移动机

械环境管理
排放检验 2021 年 12 月底前

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 30 辆以上，做到施工工地、物流园区、高排放控制区等重

点场所全覆盖。

用地结

构调整

扬尘综合整治

道路扬尘综合整治 2021 年 12 月底前 城市建成区内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90%以上。

露天堆场扬尘整治 2021 年 12 月底前
4家企业完成露天堆场扬尘整治（华润、龙泰友和、天成中学储煤场、西集三顺储

煤场）。

强化降尘量控制 长期坚持 各镇（街）降尘量不高于 7吨/月·平方公里。

秸秆综合利用
加强秸秆焚烧管控 2022 年 3月底前 秸秆焚烧管控中火点数力争比 2020 年下降 50%。

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2021 年 12 月底前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5%以上，其中还田利用率达到 80%以上。

能力

建设

完善环境监测

监控网络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

络建设
2021 年 12 月底前 增设省控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 1个。

源排放清单编

制

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

更新
2021 年 12 月底前 动态更新 2021 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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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山亭区 2021 年度清洁取暖改造任务清单

城市 县/区 镇/街道 村庄/社区
2021 年“煤改气”

计划改造户数

2021 年“煤改电”

计划改造户数

村庄/社区总

户数
备注

枣庄市 山亭区 桑村镇 蒋沟村 0 638 810

枣庄市 山亭区 桑村镇 马厂村 0 501 539

枣庄市 山亭区 桑村镇 辛庄村 0 941 823

枣庄市 山亭区 桑村镇 柴林村 0 330 230

枣庄市 山亭区 桑村镇 张宝庄村 0 372 354

枣庄市 山亭区 桑村镇 玉子山村 0 840 786

枣庄市 山亭区 桑村镇 王庙村 0 500 298

枣庄市 山亭区 桑村镇 苏庄 0 195 442

枣庄市 山亭区 城头镇 周庄村 0 100 509

枣庄市 山亭区 城头镇 冷泉村 0 70 334

枣庄市 山亭区 城头镇 陈湖村 0 80 294

枣庄市 山亭区 城头镇 涝泉村 0 94 336

枣庄市 山亭区 城头镇 荒沟 0 196 767

枣庄市 山亭区 城头镇 卞庄 0 130 605

枣庄市 山亭区 城头镇 西城头村 0 550 1631

枣庄市 山亭区 冯卯镇 谢庄村 0 338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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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 山亭区 冯卯镇 东岩下村 0 183 271

枣庄市 山亭区 冯卯镇 西岩下村 0 154 247

枣庄市 山亭区 冯卯镇 冯卯村 0 629 923

枣庄市 山亭区 冯卯镇 万庄村 0 234 314

枣庄市 山亭区 冯卯镇 欧峪村 0 424 802

枣庄市 山亭区 冯卯镇 九老庄村 0 51 798

枣庄市 山亭区 冯卯镇 百步岭村 0 192 308

枣庄市 山亭区 冯卯镇 龙虎坡村 0 218 389

枣庄市 山亭区 冯卯镇 北山村 0 216 253

枣庄市 山亭区 冯卯镇 温庄村 0 263 286

枣庄市 山亭区 冯卯镇 相山村 0 27 220

枣庄市 山亭区 冯卯镇 独古城村 0 139 423

枣庄市 山亭区 店子镇 剪子山村 0 363 451

枣庄市 山亭区 店子镇 龙虎村 0 307 537

枣庄市 山亭区 店子镇 尚河村 0 424 570

枣庄市 山亭区 店子镇 柳泉村 0 265 438

枣庄市 山亭区 店子镇 富川村 0 314 478

枣庄市 山亭区 店子镇 苑庄村 0 381 448

枣庄市 山亭区 店子镇 高崖村 0 500 612

枣庄市 山亭区 店子镇 平子村 0 300 439

枣庄市 山亭区 水泉镇 白蒋峪 0 198 237

枣庄市 山亭区 水泉镇 青莲村 0 105 140

枣庄市 山亭区 水泉镇 上辛庄村 0 266 291

枣庄市 山亭区 水泉镇 棠棣峪 0 307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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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 山亭区 水泉镇 田坑村 0 96 240

枣庄市 山亭区 水泉镇 袁庄村 0 227 281

枣庄市 山亭区 水泉镇 柴胡村 0 151 208

枣庄市 山亭区 水泉镇 夏岭村 0 124 153

枣庄市 山亭区 西集镇 东河岔村 0 315 558

枣庄市 山亭区 西集 西河岔 0 135 307

枣庄市 山亭区 西集 东庄 0 229 380

枣庄市 山亭区 西集 冯庄 0 245 627

枣庄市 山亭区 西集 东集 0 391 759

枣庄市 山亭区 凫城镇 东凫山村 0 300 582

枣庄市 山亭区 凫城镇 付庄村 0 233 865

枣庄市 山亭区 凫城镇 官庄村 0 91 298

枣庄市 山亭区 凫城镇 文王峪 0 367 726

枣庄市 山亭区 凫城镇 白庄 0 257 698

枣庄市 山亭区 凫城镇 张庄村 0 109 277

枣庄市 山亭区 北庄镇 东洋泉 0 197 392

枣庄市 山亭区 北庄镇 北庄村 0 656 972

枣庄市 山亭区 北庄镇 半湖村 0 330 711

枣庄市 山亭区 北庄镇 毛宅村 0 210 603

枣庄市 山亭区 徐庄镇 赵山头村 0 117 382

枣庄市 山亭区 徐庄镇 红石嘴 0 238 389

枣庄市 山亭区 徐庄镇 宋庄村 0 185 572

枣庄市 山亭区 徐庄镇 徐庄村 0 164 446

枣庄市 山亭区 徐庄镇 东良子口村 0 213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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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 山亭区 徐庄镇 水城子 0 197 279

枣庄市 山亭区 徐庄镇 焦山空 0 210 282

枣庄市 山亭区 徐庄镇 高庄村 0 56 241

枣庄市 山亭区 山城街道办事处 前刘庄村 0 339 828

枣庄市 山亭区 山城街道办事处 岩底村 0 304 450

枣庄市 山亭区 山城街道办事处 东南庄 0 249 486

枣庄市 山亭区 山城街道办事处 段庄 0 211 260

枣庄市 山亭区 山城街道办事处 柱子山 0 96 468

合计 0 19577 34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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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区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各专班成员单位
名单

1.区级“两高”项目大排查大整治专班

牵头单位：区发改局

责任单位：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区工信局、区自然资源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区住建局、区应急局、区市场监管局、

2.区级水泥建材行业错峰生产落实情况大排查大整治专班

牵头单位：区工信局、区生态环境分局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

3.区级散煤替代情况大排查大整治专班

牵头单位：区发改局、区住建局

责任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市场监管局

4.区级锅炉、炉窑和 VOCs 治理大排查大整治专班

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局

责任单位：区工信局、区市场监管局

5.区级柴油货车污染和油品质量大排查大整治专班

牵头单位：区交运局、区市场监管局

责任单位：区公安分局、区生态环境分局

6.区级秸秆和垃圾落叶焚烧大排查大整治专班

牵头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

7.区级扬尘污染大排查大整治专班

牵头单位：区住建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交运局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区城乡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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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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