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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2022 年修订版）》的通知
巴南府办发〔2023〕31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区属国有公司，

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重庆市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2022 年修订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7 日

（此件删减后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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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2022 年修订版）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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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进一步规范我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提高重污染天气预测

预警和应急管理能力，科学高效应对重污染天气事件，降低重污

染天气危害程度，确保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生态

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推进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工作

的指导意见〉的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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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修订版）〉的函》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重庆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重庆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2 年修订版）》《重庆市巴

南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 2018

年以来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开展情况，对《重庆市巴南区

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7 版）》进行修订，形成《重庆

市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2 年修订版）。

1.3 适用范围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

—2012），本预案所指的重污染天气，是指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AQI 日均值大于 200，或细颗粒物日浓度大于 115 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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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臭氧日最大8小时浓度大于215微克/立方米的大气污染天气。

1.4 工作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以保障公众健康为首要目标，提

前预警，强化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最大程度降低重污染天

气对公众健康的影响。

坚持统一领导，属地管理。建立健全全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

挥体系，落实区级相关部门、各镇街和有关单位重污染天气应对

工作主体责任，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应对处置重污染天气。

坚持科学预警，分级管控。完善空气质量监测监控体系，加

强分析研判，实行定期会商，科学预警。根据不同级别应急响应，

实施重点行业绩效分级管理，严格差别化管控措施，推动行业治

理水平整体提升，实现污染减排与行业高质量发展双赢。

坚持部门联动，社会参与。有关部门、各镇街和有关单位各

司其职，强化协作，综合采用经济、法律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协

同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处置工作，形成重污染天气应对合力。倡

导公众绿色低碳生活，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重污染天气应

对工作。

1.5 预案体系

本预案是《重庆市巴南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子预案，

重庆市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体系包括巴南区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各镇街、区政府有关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专项实施方

案，相关区属国有平台公司、重点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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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

相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遵照执行，并将相关内容纳

入辖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区政府有关部门应编写本部门重

污染天气应急专项实施方案，并将相关内容纳入本部门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相关区属国有平台公司、重点企业应组织编写本单位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并将相关内容纳入本单位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 组织指挥机构及责任

2.1 组织机构

在巴南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重庆市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

急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区应急指挥部）负责全区重污染天气应

急处置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指挥协调；负责督导区域联防联控和具

体应急措施；负责组织、指导有关企事业单位制定落实应急预案，

规范应急响应。区应急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工业应急组、扬

尘应急组、机动车排气组、宣传引导组 5 个工作组。应急指挥部

实行指挥长负责制，5 个工作组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应急处置

工作。

区应急指挥部组成：

指挥长：区政府分管负责人任指挥长。

副指挥长：区政府办公室、区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任副指

挥长。

区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区委网信办、区融媒体中心、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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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办公室、区教委、区经济信息委、区财政局、区生态环境局、

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城市管理局、区交通局、区农业农村委、区

商务委、区卫生健康委、区应急局、区林业局、区公安分局、区

市场监管局、区气象局、市南供电分公司、区属国有平台公司（大

江科创城公司、国际生物城公司、数智产业园公司、物流基地公

司、渝兴公司、智慧总部新城公司、巴源公司、巴洲文旅公司）、

各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等。

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生态环境局，承担应急指挥部

日常工作。由区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区经济

信息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城市管理局、区交通局、区公安分

局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2.2 职责

2.2.1 应急指挥部各工作组职责

（1）综合协调组

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局。

责任单位：区政府办公室、区融媒体中心、区委网信办、区

应急局、区气象局、区财政局、区教委、区卫生健康委、有关区

属国有平台公司和有关镇街等。

主要职责：负责履行重污染天气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责，

发挥信息枢纽作用；负责传达上级和区级有关重污染天气应急指

示；负责协调调配有关应急支援；负责协调开展人工增雨作业以

及各工作组全力开展应对工作；负责开展应急措施评估，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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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情况；负责重污染应急工作的经费保

障。

（2）工业应急组

牵头单位：区经济信息委。

责任单位：区生态环境局、区应急局、区市场监管局、市南

供电分公司、有关区属国有平台公司、相关镇街等。

主要职责：负责指导和检查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的重点

企业专项实施方案的编制和执行情况；负责督促重点企业采取相

应的限产、停产或错峰生产等减排措施，降低污染负荷；负责督

促重点燃煤企业储备并使用优质燃煤；负责优化电力调度；负责

对违规排污的企业依法实施严格的处罚等。

（3）扬尘应急组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局、区住房城乡建委。

责任单位：区交通局、区农业农村委、区林业局、区公安分

局、有关区属国有平台公司、有关镇街等。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对道路扬尘、施工扬尘等扬尘源开展应

急处置和检查；负责加强对易撒漏物质密闭运输的监管，负责加

强道路洒水清扫保洁力度；负责督促各类施工工地停工，搅拌站、

物料码头和渣土消纳场暂停生产作业；负责督促区域内尘源堆场

落实覆盖、喷淋等措施；负责查处农作物秸秆、城市清扫废物、

园林废物、建筑废弃物等露天燃烧行为；负责落实疫木暂停焚烧

措施。



- 14 -

（4）机动车排气应急组

牵头单位：区公安分局。

责任单位：区生态环境、区交通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商务

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城市管理局等。

主要职责：负责落实机动车应急管理措施；负责开展道路行

驶车辆的执法检查；负责强化路检、抽检频次，查处排放超标车

辆和排放黑烟车辆进入禁行区行驶；负责落实高排放机动车应急

限行措施，开展公共交通出行的倡导宣传，优化公交运力，保障

市民公共交通出行；负责强化交通指挥、保障道路畅通；负责机

动车用油品质量的监管、督促加油站错峰卸油；负责督促汽修企

业错峰喷涂；负责非道路移动机械执法检查和用油品质量的监

管；负责户外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错峰作业的监管。

（5）宣传引导组

牵头单位：区融媒体中心。

责任单位：区生态环境局、区委网信办等。

主要职责：负责及时、准确、正面、客观发布重污染天气应

急相关权威信息；负责汇集相关舆情和社会公众动态，加强媒体

和互联网管理；负责组织开展宣传报道；负责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2.2.2 各成员单位的主要职责

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详见附件 2。

3 监测与预警

3.1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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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监测

生态环境部门、气象部门加强信息资源共享，加强空气质量

和气象条件日常监测；在市生态环境局、市气象局指导下，视情

况增加高空和移动监测手段，开展高空污染物和高空环境气象要

素监测以及重点区域移动车载式连续监测；做好数据收集处理、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以及趋势预测工作。

3.1.2 会商

成立重污染天气预警和中长期空气质量常态化会商专家组，

建立健全预警专家会商制度，充实科研机构、天气气候、环境监

测专业力量，在市生态环境局、市气象局指导下，及时开展科学

研判、动态会商，不断提高预警的科学性、精准性、时效性。加

强与周边江津区、大渡口区、九龙坡区、南岸区、江北区、涪陵

区等毗邻区的信息共享、会商研判，建立联合会商机制，并根据

会商结果及时启动相应级别预警，并报市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3.2 预警

3.2.1 预警分级

按照重污染天气发展趋势和可能造成影响的严重程度，将预

警级别划分为三个等级，由低到高顺序依次为黄色预警、橙色预

警、红色预警。

3.2.1.1 黄色预警

预测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AQI 日均值＞200，或预测细颗粒物

日浓度＞115 微克/立方米持续 2 天（48 小时）及以上，或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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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日最大 8 小时浓度＞215 微克/立方米持续 2 天及以上，且

预测有短时重度污染，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3.2.1.2 橙色预警

预测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日均值＞200持续3天（72小时）

及以上，或预测细颗粒物日浓度＞115 微克/立方米持续 3 天（72

小时）及以上且细颗粒物日浓度＞150 微克/立方米持续 1 天（24

小时）及以上，或预测臭氧日最大 8 小时浓度＞215 微克/立方

米持续3天及以上且臭氧日最大8小时浓度＞265微克/立方米持

续 1 天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3.2.1.3 红色预警

预测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日均值＞200持续3天（72小时）

及以上，且预测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AQI 日均值＞300 持续 1 天（24

小时）及以上；或预测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AQI 日均值达到 500。

3.2.2 预警条件

重污染天气预警分为市级区域预警和区级预警。

市级区域预警：接到重庆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办公

室（以下简称市指挥部办公室）关于主城都市区的区域预警提示

信息，区应急指挥部及时启动不低于预警提示信息预警等级的区

级预警，并报市指挥部办公室备案。当启动橙色及以上预警时，

同时将预警信息抄送全市其他区县。

区级预警：根据自然地理、气象条件、污染特征等因素，重

污染天气预警和中长期空气质量常态化会商专家组会商研判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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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天气达到预警分级标准，区应急指挥部及时启动相应等级的区

级预警，并报市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3.2.3 预警信息发布

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应提前 24 小时以上发布。若遇特殊气

象条件未能提前发布，判断满足预警条件的应立即发布预警信

息。

3.2.3.1 发布权限

黄色预警由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预警建议，报区应急指

挥部审批后，由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对外发布，并报区应急指挥

部备案，同时报市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橙色、红色预警由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预警建议，报区

应急指挥部审批后，由区应急指挥部或区应急指挥部授权区应急

指挥部办公室对外发布，同时报市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3.2.3.2 预警内容

预警信息内容应当准确具体，包括发布单位、发布时间和重

污染天气出现的时间、范围、污染程度、主要污染物、预警级别、

潜在的危险程度、可能受影响的区域及需采取的措施建议等。

3.2.3.3 发布途径

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通过党政内网等方式向应急指挥部成

员单位发布预警信息通告，预警启动后，应急指挥部各工作组牵

头单位立即将预警信息通告重点企业负责人。

区融媒体中心收到预警信息后，第一时间通告广播、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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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等媒体及巴南发布、巴南政府网、巴南生态环境等微信公众

号，各媒体应在接到预警通告后立即发布预警信息和健康防护措

施。有关单位在接到预警通告立即在商圈大屏幕等人口密集区域

发布预警信息，商圈营业期间每小时滚动发布 10 分钟预警信息，

告知公众空气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引导公众主动采取自我防护

措施。

3.2.3.4 应急值守

达到重污染天气预警启动条件时，会商专家组要 24 小时在

岗，加强监控，对重污染天气可能发生的时间、范围、污染程度、

主要污染物、可能受影响的区域等情况每 4 小时进行更新并作出

预测预报。

3.2.4 预警调整和解除

预警信息发布后，发布单位应当加强信息收集、分析、研判

等工作。当预测发生前后两次区域性重污染天气过程，且间隔时

间未达到解除预警条件时，应按一次重污染天气过程计算，从高

级别启动预警。

预警有升级可能时，由有权限的发布单位重新发布预警信

息，并宣布预警级别调整。

当空气质量改善到相应级别预警启动标准以下，且预测将持

续 36 小时以上时，可以降低预警级别或解除预警，由原发布单

位提前发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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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预警发布流程图

4 应急响应

4.1 响应分级

对应预警等级，实行三级响应。

4.1.1 发布黄色预警时，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4.1.2 发布橙色预警时，启动 II 级应急响应。

4.1.3 发布红色预警时，启动 I 级应急响应。

4.2 响应措施

应急响应措施主要分为健康防护措施、倡导性减排措施和强

制性减排措施。

Ⅲ级、II 级、I 级应急响应的健康防护措施、倡导性减排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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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信息由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有关部门、有关区属国有平

台公司、有关镇街组织实施。

Ⅲ级、II 级、I 级应急响应的强制性减排措施，由区应急指

挥部设立的综合协调组、工业应急组、扬尘应急组、机动车排气

应急组、宣传引导组 5 个工作组，组织开展应急响应工作，工作

组牵头单位派员在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集中办公。有关部门、有

关区属国有平台公司、有关镇街按照属事属地管理原则，组织开

展应急响应工作。

4.2.1 总体要求

4.2.1.1 不同污染物的应急减排要求

首要污染物为臭氧：应急响应期间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

在Ⅲ级、II 级、I 级应急响应下，减排比例分别达到全社会总排

放量的 10%、20%和 30%以上。

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应急响应期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细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在Ⅲ级、II 级、I 级应急响应下，减排

比例分别达到全社会总排放量的 10%、20%和 30%以上。

4.2.1.2 应急减排清单编制及更新要求

编制全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包括工业源、移动源、

扬尘源等基本信息和相应预警级别下的减排措施。按照《重污染

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 年修订版）》

等规定，将重点行业涉气企业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其

他行业企业视情况纳入。对未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的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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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企业，在橙色、红色预警期间采取统一的应急减排措施。

按国家和市级相关要求，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保障民生的企

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减排措施，尽量避免对正常生产生活

造成影响。对承担城市生活垃圾等民生保障类企业，应核定最大

允许生产负荷，实施“以量定产”或“以热定产”。

按国家和市级相关要求，动态更新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减

排清单，报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备案。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和应急减排清单应向社会公开，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监督。

4.2.1.3 应急减排清单工业企业要求

在制定减排措施时，应当在满足减排比例要求的前提下，按

照国家绩效分级标准，根据企业工艺装备水平、污染治理技术、

无组织管控措施、监测监控水平、排放限值、运输方式等环保绩

效情况，开展评定分级。对未达到总体减排比例要求的企业，应

当及时加大应急减排力度；确因客观原因无法达到总体减排比例

要求的企业，在提供详细测算说明和清单后，可视情核低其减排

比例。

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和宣传培训，纳入重污染天气

应急减排清单的工业企业要编制“一厂一策”实施方案，做到科

学论证，减排强度不得低于《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

制定技术指南》的相关要求，并制作公示牌。实施方案应包含企

业基本情况，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大气污染物产生、治理及排放

情况（含重型运输车辆及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情况），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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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组织机构，并载明不同级别预警下具体应急减排措施，实现“可

操作、可监测、可核查”。

4.2.1.4 扬尘源应急管控要求

城市施工扬尘应采取管控措施，禁止混凝土搅拌、建筑拆除、

渣土车运输、土石方作业等；道路扬尘应采取适当增加主干道路

和易产生扬尘路段的机扫和洒水频次等管控措施。

4.2.1.5 移动源应急管控要求

移动源管控应重点采取限制高排放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使用等措施。涉及大宗原材料及产品运输的重点用车企业，应制

定错峰运输方案，从源头管控高排放车辆。机动车限行纳入常规

城市管理的，不纳入应急管控范畴，不计入减排比例。

4.2.2 Ⅲ级响应措施

4.2.2.1 健康防护措施

及时发布健康防护警示，提醒儿童、老年人和相关疾病患者

采取防护措施。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减少学生户外活动时间。卫生

部门协调医疗机构适当增设相关疾病门诊、急诊和医护人员数

量，加强对呼吸类疾病易感人群的就医指导和诊疗保障。

4.2.2.2 倡导性减排措施

倡导公众绿色消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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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公众绿色出行，鼓

励乘坐公交或电动汽车等方式出行；驻车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

地怠速运行时间；倡导公众绿色生活，节能减排，夏季适当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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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适当调低空调温度。

4.2.2.3 强制性减排措施

（1）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首要污染物为臭氧的应急响应期间，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

条件下，采取工业源、移动源、生活源等减排措施（II 级、I 级

下同）。

工业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清单黄色

预警减排措施。采取降低生产负荷、停产、加强污染治理、大宗

物料错峰运输等措施实现减排。突出对工业涂装、家具制造、印

刷包装、电子制造、医药制造、机械加工、铸造等企业的管控，

督促企业强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运行，减少有机溶剂使用，

有条件的企业应在光化学反应关键时段（8—18 时）安排错峰生

产或暂停生产。

移动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清单黄色

预警减排措施。增加机动车路检、抽检数量和频率，严查冒黑烟

车辆及尾气排放超标车辆上路行驶行为。限行区域内全天依法禁

行高排放机动车。暂停使用挖掘机、装载机、平地机、压路机、

摊铺机、叉车等非道路移动机械（电动非道路移动机械除外，应

急、抢险、救灾施工作业除外）。增加对生产流通领域加油站和

油库车用油品环保指标的检查频次，严厉打击销售不合格油品行

为。督促加油站在光化学反应关键时段（8—18 时）错峰卸油。

生活源减排措施。加大对餐饮油烟净化设施、干洗行业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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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源的检查力度。督促汽修企业在光化学反应关键时段（8—18

时）错峰喷涂。暂停开展外立面改造、道路沥青铺设、市政设施

维护、交通标志标线刷漆等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作业。应急、抢

险、救灾等确需施工的应实施精细化管控，使用水性涂料等低挥

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

（2）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的应急响应期间，在臭氧应急响应措

施的基础上增加扬尘源和其他减排措施（II 级、I 级下同）。

扬尘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扬尘源应急减排清单黄色

预警减排措施。依法禁止从事土石方施工和房屋拆除施工作业，

禁止所有园林绿化、道路开挖等室外施工作业（应急、抢险、救

灾施工作业除外）；依法暂停预拌混凝土搅拌站、易产生扬尘污

染的物料码头生产作业，并做好场地洒水降尘工作；依法禁止所

有渣土消纳场接纳渣土或进行场内渣土转运和挖掘施工作业；依

法禁止无密闭措施运输车辆在内环快速路以内区域行驶。在日常

管控的基础上，增加对施工扬尘、渣土消纳场扬尘、道路扬尘等

的检查频次。工地和重点企业煤、渣、沙石等生产经营现场以及

城市道路洒水冲洗频次，每日不少于 3 次，保持路面湿润。

其他减排措施。依法禁止违规露天燃烧农业废弃物、城市清

扫废物、园林废弃物、建筑废弃物、罚没品等，疫木暂停焚烧。

根据《重庆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依法限制或禁止烟花爆竹

燃放，有关部门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检查与执法力度。在具备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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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雨条件时，开展增雨作业，并根据需要扩大范围，增加频次。

4.2.3 II 级响应措施

在Ⅲ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增加或强化以下措施：

4.2.3.1 健康防护措施

各级各类学校取消学生户外活动。

4.2.3.2 倡导性减排措施

指导企事业单位根据重污染天气实际情况、应急响应措施，

采取调休、错峰上下班、远程办公等弹性工作制。

4.2.3.3 强制性减排措施

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条件下，采取以下措施：

工业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清单橙色

预警减排措施。针对涉气工序采取停限产或提高污染治理设施运

行效率等方式实现减排。

扬尘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扬尘源应急减排清单橙色

预警减排措施。加强施工扬尘环境监管和执法检查工作，督促施

工单位停工（应急、抢险、救灾施工作业除外）。加强对产生扬

尘、粉尘、烟尘等重点企业堆场实施覆盖或者不间断喷淋等控尘

措施情况的检查。建筑工地对料堆、土堆提高洒水和喷淋频次或

采取覆盖措施。工地和重点企业煤、渣、沙石等生产经营现场洒

水冲洗频次，每日不少于 4 次，保持路面湿润；城市道路洒水冲

洗频次，每日不少于 4 次，增加夜间洒水冲洗作业，保持路面湿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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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清单橙色

预警减排措施。依法禁止高排放机动车在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

的城市道路行驶。在市级部门指导下，根据大气污染状况视情况

实施特定区域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减少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

车辆使用。在市级部门指导下，交通部门适时调整公共交通运输

能力，保障市民出行。交通部门协调实施持“公交一卡通”乘坐

城市公交 2 小时内换乘免费。

生活源减排措施：停止在光化学反应关键时段开展户外涉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作业，应急、抢险等确需施工的应使用水性涂料

等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

4.2.4 I 级响应措施

在 II 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增加或强化以下措施：

4.2.4.1 健康防护措施

教育部门指导幼儿园和中小学校依法取消学生户外活动或

停课，可通过远程教育等方式安排学生在家学习。

4.2.4.1 强制性减排措施

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条件下，采取以下措施：

工业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清单红色

预警减排措施。列入年度落后产能淘汰计划的排放大气污染物企

业全部依法停产。

扬尘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扬尘源应急减排清单红色

预警减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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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清单红色

预警减排措施。在市级部门指导下，交通部门配合、协调实施持

“公交一卡通”乘坐城市公交全天免费、地铁 8 折优惠。

5 信息公开

5.1 应急响应报告和通报

区应急指挥部在重污染天气预警发布、调整和解除后 1 天

内将相关信息报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生重污染天气时，视情

况向周边区县通报有关情况。

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实时监测、预警预报、应急响应等

情况，及时向区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通报情况，并根据需要加

强与周边区县沟通。

5.2 新闻发布

借助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途径，运用微博、微信、移

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通过发布新闻通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

形式，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和应对情况，

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6 总结评估

预警解除时，响应自行终止。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时组织

开展调查、分析，评估响应措施落实情况及效果，分析存在的问

题，提出对策建议，并及时向区应急指挥部、区政府和市指挥部

办公室报送总结评估报告。

7 应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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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队伍保障

生态环境、气象部门加强环境空气质量和气象预测预报能力

建设，组织开展专业技术培训，提高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能力。

建立重污染天气应对专家库，充分发挥专家在指挥决策、应急处

置等方面的智囊作用，及时提供专业咨询。

7.2 物资保障

生态环境、气象部门加强环境应急监测设备、环境气象应急

设备配备和日常维护管理，确保性能稳定、数据准确，保障重污

染天气污染预报、应急监测、污染控制、处理处置等应对工作需

求。

卫生部门加强医疗机构应急能力建设，持续强化重污染天气

情况下呼吸道疾病易感人群激增的应对措施，提高呼吸道疾病应

急接诊和医疗救护能力。

7.3 经费保障

财政部门加大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投入力度，保障重污染天气

应急减排清单修编、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监督检查、基础设施

建设、应急技术支持等工作经费需求。

7.4 通信联络保障

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通信体系，通信行业主管部门要保

障应急响应期间的通信联络和信息传递畅通。有关部门、有关镇

街、有关区属国有平台公司要健全重污染天气应急值守制度，明

确重污染天气应急负责人和联络员，保持 24 小时通信畅通，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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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应急信息和指令及时有效传达。

7.5 其他保障

有关部门、有关镇街、有关区属国有平台公司要加强重污染

天气应对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救互救

能力。定期组织开展应急预案的培训和演练，提升重污染天气应

对能力。

8 监督问责

各有关部门按照分工，对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应急减排措施

的落实情况进行严格监管。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化分析等手段，

实时分析污染源在线监测、城市工业用电量、重点涉气企业用电

量、城市车流量、重型载货车活动水平、非道路移动机械作业动

态、遥感等数据，筛选涉嫌存在应急减排措施不落实的企业，对

其进行重点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应急响应期间减排措施不落实、

自动监测数据造假、生产记录造假等违法行为。对已评定绩效等

级的工业企业、绿色标杆工地等，未达到相应指标要求的，按规

定降级处理。

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督导检查各工作组应急响应措施工作

开展情况，定期对督导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对因工作不力、履职

缺位等导致未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单位及

人员责任。

9 附则

9.1 预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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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定期组织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开展应急

预案评估工作，适时对本预案进行修订。本预案有效期原则上不

超过 5 年。各镇街、有关部门、有关区属国有平台公司、重点企

业要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专项实施方案。

9.2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区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9.3 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重庆市巴南区空气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巴南府办发〔2018〕23 号）同时废止。

附件：1.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组织机构图

2.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组织机构责任及联系方式

3.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流程图

4.重污染天气应急专家组名单

5.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重点管控名单

6.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其他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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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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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组织机构责任及联系方式

2.1 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职责

负责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对处置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指挥协

调；负责牵头落实区域联防联控和具体应急措施，指导、督促各

成员单位开展重污染天气应对处置工作；及时研究处理重污染天

气重大事项；向市生态环境局和区委、区政府报告重污染天气应

对情况；统一领导和组织开展橙色、红色重污染天气预警应对工

作，必要时派出工作组赴重污染天气发生现场指导应对工作；发

布重污染天气重要信息。

2.2 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组织落实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协调、督促成员单位做好重污

染天气应对处置工作；承担区应急指挥部应急值守工作，加强信

息收集和分析研究，做好信息上传下达工作；健全完善监测预警

体系，做好空气质量和气象数据综合分析，预测大气污染情况，

负责发布和解除区域黄色预警，向区应急指挥部提出发布和解除

橙色、红色预警建议；组织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宣传、培

训和演练、总结评估工作；承担区应急指挥部日常事务和交办的

工作。

2.3 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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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网信办：负责会同区生态环境局等有关部门开展网络舆

情监测和网络舆论引导，及时澄清网络谣言。

区融媒体中心：负责会同区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组织协调媒体

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的新闻报道、政策解读和公益宣传；组

织发布权威信息，及时准确引导舆论。

区政府办公室：负责会同区生态环境局组织做好重污染天气

应急综合协调工作。

区教委：制定并落实各级各类学校重污染天气应急方案；负

责开展重污染天气健康防护知识宣传教育，根据预警等级及区域

重污染状况指导学校减少、停止户外活动或实施停课。

区经济信息委：负责监督重点工业企业实施限产、停产等减

排措施；监督自备电厂企业储备与调配使用优质煤炭。

区财政局：负责区级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内的重污染天

气应对工作经费保障。

区生态环境局：负责履行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协助区

经济信息委监督重点工业企业实施限产、停产等减排措施；加强

对工业企业污染防治设施和在线监测设备高效稳定运行的执法

检查；开展重污染天气应对及健康防护措施的宣传工作；建立监

测预警应急体系，会同区气象局开展环境空气质量会商、研判、

预警；建立污染源清单并定期进行动态更新。

区住房城乡建委：负责督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

程施工单位落实扬尘控制措施或暂停施工作业；负责督促房屋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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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和土地整治施工单位暂停施工，监督其落实施工现场周边道路

清洗、土堆料堆覆盖或增加洒水频次等措施。

区城市管理局：负责会同区公安分局等部门加强对渣土运输

车辆污染道路行为的查处工作，禁止无密闭措施的车辆在城市道

路上运输建筑渣土、砂石、垃圾等易撒漏物质；督促市政园林施

工单位停工、渣土消纳场业主单位落实扬尘控制措施或暂停施工

作业；查处露天烧烤、露天经营食品等违规经营以及在公共场所

焚烧垃圾、园林废物等行为；加大道路机械化清扫（冲洗）作业

力度，增加作业时间和提高作业频次。

区交通局：负责加强本行业扬尘污染防控，指导督促公路、

水路建设工程施工单位落实扬尘控制措施或暂停施工作业；协助

城市管理部门加强对预警期间易撒漏物质密闭运输的执法工作；

开展重污染天气交通运输保障应急工作，协调公交运力，保障市

民公共交通出行；负责督促汽修企业错峰喷涂。

区农业农村委：负责开展农作物综合利用，落实秸秆禁烧区

划定及管控措施，加大露天焚烧秸秆查处力度。

区商务委：配合生态环境局做好加油站错峰卸油工作。

区卫生健康委：负责开展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监测工

作，加强重污染天气的医疗保障工作。

区应急局：指导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评估和修订工作；

负责重污染天气相关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做好重污染天

气期间燃放限放区内烟花爆竹销售管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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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林业局：负责落实疫木暂停焚烧管控措施。

区公安分局：负责设置高排放机动车限行交通标志，实施高

排放机动车应急限行措施，加大路检、抽检频次，查处禁、限行

路段行驶的超标排放车辆和排放黑烟车辆；强化交通指挥，保障

道路畅通；落实重污染天气机动车限行应急方案等管控措施；协

助城市管理部门加强对预警期间易撒漏物质密闭运输的执法工

作；加强对禁止燃放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查处。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开展燃煤质量监督检查，加强生产领域

涉及排放的特种设备、成品燃油、燃气的质量监管；负责生产领

域罚没品露天焚烧行为的监管；负责协助开展落实餐饮油烟减排

措施的指导帮扶。

区气象局：负责环境气象监测、气象预报及信息发布；向区

应急指挥部提供有关气象数据；分析重污染天气气象背景，会商

提出预警建议；配合区生态环境局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系

统；牵头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市南供电分公司：协助区经济信息委开展电力生产企业限产

与停产阶段的电力调度工作，保证应急响应期间正常电力供应。

区属国有平台公司：负责指导重点企业落实应急响应措施，

开展限产减排工作。

各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组织落实区应急指挥部及其办

公室决定，组织开展本辖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2.4 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成员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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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值班电话 联络人员及联系方式

一、区级相关部门、相关单位

1 区委网信办 66296960 蒋伟 13883224633

2 区融媒体中心 66247771 徐万诚 13883103817

3 区政府办公室 66221317 马培东 15086800026

4 区教委 66221221 杨光 66222901

5 区经济信息委
66221261

63899510
张晶 66210937

6 区财政局 66222562 李渐鸿 13896059066

7 区生态环境局 89888606 黄榜松 17783625985

8 区住房城乡建委 66222850 刘妮 17338660866

9 区城市管理局 66228100 杨霞 15923518136

10 区交通局 66223882 方建军 15086683978

11 区农业农村委 66221151 胡松 66211570

12 区商务委 66221371 李洪旺 66222382

13 区卫生健康委 66246623 吴涛 66246619

14 区应急局 66227986 蒋瑞丰 13983667890

15 区林业局 66234116 周安会 13883750159

16 区公安分局
66221477

66212110
杨雷 62860736

17 区市场监管局 66221167 李惠义 89153319

18 区气象局 66275089 胡亚飞 13637756222

19 市南供电分公司 62876639 文杰 13883899078

20 大江科创城公司 62586089 梁云洁 18323836916

21 国际生物城公司 86953595 李博 18382366612

22 数智产业园公司 66211888 王昕 13618253107

23 物流基地公司 66426618 李晟 18623639799

24 渝兴公司 66230026 隆昌位 15023540321

25 智慧总部新城公司 62552866 熊磊 18084054406

26 巴源公司
66296369

66296368
袁宁隆 18983072307

27 巴洲大健康公司 66850166 陈鹏 13983354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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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值班电话 联络人员及联系方式

二、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

1 龙洲湾街道 66242070 周飞 13637707159

2 鱼洞街道 66226904 戴堂羽 17783473866

3 莲花街道 61766765 吴越 13527451235

4 李家沱街道 62851267 石晓容 17764888036

5 花溪街道 62858685 马国钊 18580603561

6 南泉街道 62848565 牟兴川 18883870257

7 一品街道 66480001 钟文 18883768364

8 南彭街道 66416801 刘春来 13896113746

9 惠民街道 66412483 熊梦雨 15223489426

10 界石镇 66419252 瞿云霞 15223489426

11 接龙镇 66478087 张阅渝 18723465015

12 东温泉镇 66459527 张杰 13527563756

13 木洞镇 66436080 刘禹 15969518617

14 圣灯山镇 66489073 崔洋洋 18306000600

15 安澜镇 66484013 李霖 17783352697

16 石龙镇 66471282 王朝海 13883649889

17 姜家镇 66457036 胡进 15802347648

18 麻柳嘴镇 66438085 高军君 13983019504

19 丰盛镇 66431107 杨露 17726608428

20 二圣镇 66451181 李伟 18375956697

21 双河口镇 66433091 张梦婷 15825977656

22 石滩镇 66474379 杨冰 15683140240

23 天星寺镇 66458060 李垚灿 13648217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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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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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重污染天气应急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1 胥昌纯 男 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

2 胡爽 女 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

3 卢挺 男 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

4 王旭 男 重庆市巴南区气象局

5 杜爱军 男 重庆市巴南区气象局

6 李振亮 男 重庆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7 王建林 男 重庆市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中心

8 刁峡 女 重庆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9 郭平 男 重庆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10 刘大海 男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11 江松 男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2 吴朝政 男 重庆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管理中心

13 张娅 女 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14 罗旭 男 重庆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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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15 罗渝东 男 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6 祖波 男 重庆交通大学

17 傅敏 男 重庆工商大学

18 江长胜 男 西南大学

19 黄力武 男 重庆市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20 赖海涛 男 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21 陈刚才 男 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2 唐峰 男 重庆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总站

23 丁渝 男 重庆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 陈道劲 南 重庆市气象台

25 胡春梅 女 重庆市气象台

26 周国兵 男 重庆市气象台

27 张逸轩 男 重庆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28 陈小敏 男 重庆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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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重点管控名单
5.1 扬尘源城市主次干道重点管控名单

序号 名称 类型 建成区内的起终点 所在街道

1 渝南大道 主干道 轨道 3 号线花溪站至龙洲湾公园北路 龙洲湾街道

2 龙海大道 主干道 巴滨路起点至与瑞龙路交叉路口 龙洲湾街道

3 104 省道 次干道 炒油场至小泉桥 南泉街道

4
狮子山一支路绕阳光

100 环线
支路 全路段 龙洲湾街道

5 瑞龙路 次干道 全路段 龙洲湾街道

6 下河路 次干道 鱼洞下河码头至巴县大道 鱼洞街道

7 新农街 次干道 全路段 莲花街道、鱼洞街道

8 江滨路 次干道 全路段 莲花街道、鱼洞街道

9 大江东路 支路 全路段 莲花街道

10 大江中路 支路 全路段 莲花街道

11 大江南大道 支路 全路段 莲花街道

12 南泉正街 主干道 全路段 南泉街道

13 长南路 主干道 长南桥至内环快速南泉出口 南泉街道

14 白杨路 村级道路 全路段 南泉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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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移动源大货车分流和交通疏导重点管控道路清单

序号 名称 建成区内的起终点 路段主要节点 所在街道

1 渝南大道
轨道 3 号线花溪站至龙洲湾公园

北路
内环快速大山村出口、与龙海大道交叉路口 龙洲湾街道

2 龙海大道 巴滨路起点至与瑞龙路交叉路口
与渝南分流道交叉路口、与渝南大道交叉路

口
龙洲湾街道

3 内环快速路 巴南立交至南环立交 小泉隧道、吉庆隧道 龙洲湾街道、南泉街道

4 104 省道 炒油场至小泉桥 渝南大道炒油场、小泉二桥交叉路口 南泉街道

5 瑞龙路 全路段 与龙泽路连接口、与渝南大道连接口 龙洲湾街道

6 下河路 鱼洞下河码头至巴县大道 与新市街交叉路口、与巴县大道交叉路口 鱼洞街道

7 新农街 全路段 鱼洞菜市场、与大江东路交叉路口 莲花街道、鱼洞街道

8 江滨路 全路段 与龙洲大道交叉路口、与下河路交叉路口 莲花街道、鱼洞街道

9 大江东路 全路段 与巴县大道交叉路口 莲花街道

10 大江中路 全路段
与巴县大道交叉口与江南大道交叉路口转

盘
莲花街道

11 大江南大道 全路段 与巴县大道连接口 莲花街道

12 南泉正街 全路段 长南桥交叉路口 南泉街道

13 渝道路 全路段 长南桥交叉路口 南泉街道

14 长南路 长南桥至内环快速南泉出口
长南桥交叉路口、重庆工程学院正大门、内

环南泉出口
南泉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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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其他相关文件
6.1 重污染天气预警发布审签单

文 件 处 理 单 （送审签）（针对黄色预警）

标 题：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

预警发布单位：

重污染天气出现时间：

重污染天气出现范围：

重污染天气污染程度：

主要污染物：

预警级别：

单 位：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区政府主要

领导批示

区政府分管

领导批示

专家会商

意 见

备注



- 44 -

文 件 处 理 单 （送审签）

（针对橙色、红色预警）

标 题：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

预警发布单位：

重污染天气出现时间：

重污染天气出现范围：

重污染天气污染程度：

主要污染物：

预警级别：

单 位：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区委主要领导

批 示

区政府主要

领导批示

区政府分管

领导批示

专家会商

意 见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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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处 理 单 （送审签）

标 题：重污染天气预警级别升高（级别降低、预警解除）

说明：

空气质量将持续恶化，预测空气质量在 启动标准以上，重

污染天气预警级别由 级提升为 级。

空气质量改善在 色预警启动标准以下，且预测将持续 36

小时以上，降低重污染天气预警级别至 色预警。

空气质量改善在黄色预警启动标准以下，且预测将持续 36

小时以上，解除重污染天气预警。

单 位：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区委主要领导

批 示

区政府主要

领导批示

区政府分管

领导批示

专家会商

意 见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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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模板

6.2.1 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内容模板

巴南区发布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

根据巴南区生态环境部门与气象部门联合会商结果和空气质量监测数

据，预测未来我区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

指挥部决定自 年 月 日 时发布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并于 年 月

日 时启动重污染天气Ⅲ级应急响应。应急响应措施包括：

一、健康防护措施

提醒儿童、老年人和相关疾病患者采取防护措施。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减

少学生户外活动时间。医疗机构适当增设相关疾病门诊、急诊和医护人员数

量，加强对呼吸类疾病易感人群的就医指导和诊疗保障。

二、倡导性减排措施

倡导公众绿色消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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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公众绿色出行，鼓励乘坐公交或电动汽车等

方式出行；驻车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倡导公众绿色生活，

节能减排。

三、强制性减排措施——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一）工业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清单黄色预警

减排措施。采取降低生产负荷、停产、加强污染治理、大宗物料错峰运输等

措施实现减排。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强化治理设施运行，减少有机溶剂

使用，有条件的企业在光化学反应关键时段（8—18 时）安排错峰生产或暂

停生产。

（二）移动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清单黄色预警

减排措施。限行区域内全天依法禁行高排放机动车。暂停使用挖掘机、装载

机、平地机、压路机、摊铺机、叉车等非道路移动机械（电动非道路移动机

械除外，应急、抢险、救灾施工作业除外）。加油站在光化学反应关键时段

错峰卸油。

（三）生活源减排措施。餐饮油烟净化设施、干洗行业等强化治理设施

运行。汽修企业在光化学反应关键时段错峰喷涂。停止在光化学反应关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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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开展户外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作业，应急、抢险、救灾等确需施工的应实

施精细化管控，使用水性涂料等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

四、强制性减排措施——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

（一）工业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清单黄色预警

减排措施。采取降低生产负荷、停产、加强污染治理、大宗物料错峰运输等

措施实现减排。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强化治理设施运行，减少有机溶剂

使用，有条件的企业在光化学反应关键时段实施错峰生产或暂停生产。

（二）移动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清单黄色预警

减排措施。限行区域内全天依法禁行高排放机动车。暂停使用挖掘机、装载

机、平地机、压路机、摊铺机、叉车等非道路移动机械（电动非道路移动机

械除外，应急、抢险、救灾施工作业除外）。加油站在光化学反应关键时段

错峰卸油。

（三）生活源减排措施。餐饮油烟净化设施、干洗行业等强化治理设施

运行。汽修企业在光化学反应关键时段错峰喷涂。避免在光化学反应关键时

段开展户外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作业，应急、抢险、救灾等确需施工的应实

施精细化管控，使用水性涂料等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

（四）扬尘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扬尘源应急减排清单黄色预警

减排措施。停止从事土石方施工和房屋拆除施工作业，停止所有园林绿化、

道路开挖等室外施工作业（应急、抢险、救灾施工作业除外）；预拌混凝土

搅拌站、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码头停止生产作业，并做好场地洒水降尘工

作；停止所有渣土消纳场接纳渣土或进行场内渣土转运和挖掘施工作业。禁

止无密闭措施运输车辆在内环快速路以内区域行驶。工地和重点企业煤、渣、

沙石等生产经营现场以及城市道路洒水冲洗频次，每日不少于 3 次，保持路

面湿润。

（五）其他减排措施。禁止违规露天燃烧农业废弃物、城市清扫废物、

园林废弃物、建筑废弃物、罚没品等，疫木暂停焚烧。根据《重庆市燃放烟

花爆竹管理条例》依法限制或禁止烟花爆竹燃放。在具备人工增雨条件时，

开展增雨作业，并根据需要扩大范围，增加频次。

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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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内容模板

巴南区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

根据巴南区生态环境部门与气象部门联合会商结果和空气质量监测数

据，预测未来我区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

作指挥部决定自 年 月 日 时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并于 年

月 日 时启动重污染天气 II 级应急响应。应急响应措施包括：

一、健康防护措施

提醒儿童、老年人和相关疾病患者采取防护措施。各级各类学校取消

学生户外活动。医疗机构适当增设相关疾病门诊、急诊和医护人员数量，

加强对呼吸类疾病易感人群的就医指导和诊疗保障。

二、倡导性减排措施

倡导公众绿色消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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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公众绿色出行，鼓励乘坐公交或电动

汽车等方式出行；驻车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倡导公众

绿色生活，节能减排。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调休、错峰上下班、远程办公

等弹性工作制。

三、强制性减排措施——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一）工业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清单橙色预

警减排措施。涉气企业采取降低生产负荷、停产、提高污染治理设施运行

效率、大宗物料错峰运输等措施实现减排。有条件的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企业在光化学反应关键时段（8—18 时）安排错峰生产或暂停生产。

（二）移动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清单橙色预

警减排措施。全天禁止高排放机动车在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的城市道路

行驶。按照市级部署况实施特定区域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减少党政机关和

事业单位公务车辆使用。调整公共交通运输能力，保障市民出行。实施持

“公交一卡通”乘坐城市公交 2 小时内换乘免费。暂停使用挖掘机、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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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平地机、压路机、摊铺机、叉车等非道路移动机械（电动非道路移动

机械除外，应急、抢险、救灾施工作业除外）。加油站在光化学反应关键

时段错峰卸油。

（三）生活源减排措施。餐饮油烟净化设施、干洗行业等强化治理设

施运行。汽修企业在光化学反应关键时段错峰喷涂。停止在光化学反应关

键时段开展户外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作业，应急、抢险、救灾等确需施工

的应实施精细化管控，使用水性涂料等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

四、强制性减排措施——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

（一）工业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清单橙色预

警减排措施。涉气企业采取降低生产负荷、停产、提高污染治理设施运行

效率、大宗物料错峰运输等措施实现减排。有条件的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企业在光化学反应关键时段（8—18 时）安排错峰生产或暂停生产。

（二）移动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清单橙色预

警减排措施。全天禁止高排放机动车在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的城市道路

行驶。按照市级部署况实施特定区域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减少党政机关和

事业单位公务车辆使用。调整公共交通运输能力，保障市民出行。实施持

“公交一卡通”乘坐城市公交 2 小时内换乘免费。暂停使用挖掘机、装载

机、平地机、压路机、摊铺机、叉车等非道路移动机械（电动非道路移动

机械除外，应急、抢险、救灾施工作业除外）。加油站在光化学反应关键

时段错峰卸油。

（三）生活源减排措施。餐饮油烟净化设施、干洗行业等强化治理设

施运行。汽修企业在光化学反应关键时段错峰喷涂。停止在光化学反应关

键时段开展户外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作业，应急、抢险等确需施工的应使

用水性涂料等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

（四）扬尘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扬尘源应急减排清单橙色预

警减排措施。施工单位停工（应急、抢险、救灾施工作业除外）；禁止所

有园林绿化、道路开挖等室外施工作业（应急、抢险、救灾施工作业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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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所有渣土消纳场接纳渣土或进行场内渣土转运和挖掘施工作业。预拌

混凝土搅拌站、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码头停止生产作业，并做好场地洒

水降尘工作。禁止无密闭措施运输车辆在内环快速路以内区域行驶。产生

扬尘、粉尘、烟尘等重点企业堆场实施覆盖、不间断喷淋等控尘措施。建

筑工地对料堆、土堆提高洒水和喷淋频次或采取覆盖措施。工地和重点企

业煤、渣、沙石等生产经营现场洒水冲洗频次，每日不少于 4 次；城市道

路洒水冲洗频次，每日不少于 4 次，增加夜间洒水冲洗作业，保持路面湿

润。

（五）其他减排措施。禁止违规露天燃烧农业废弃物、城市清扫废物、

园林废弃物、建筑废弃物、罚没品等，疫木暂停焚烧。根据《重庆市燃放

烟花爆竹管理条例》依法限制或禁止烟花爆竹燃放。在具备人工增雨条件

时，开展增雨作业，并根据需要扩大范围，增加频次。

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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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内容模板

巴南区发布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

根据巴南区生态环境部门与气象部门联合会商结果和空气质量监测

数据，预测未来我区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

工作指挥部决定自 年 月 日 时发布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并于 年

月 日 时启动重污染天气 I 级应急响应。应急响应措施包括：

一、健康防护措施

提醒儿童、老年人和相关疾病患者采取防护措施。幼儿园和中小学校

依法取消学生户外活动或停课，可通过远程教育等方式安排学生在家学

习。医疗机构适当增设相关疾病门诊、急诊和医护人员数量，加强对呼吸

类疾病易感人群的就医指导和诊疗保障。

二、倡导性减排措施

倡导公众绿色消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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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公众绿色出行，鼓励乘坐公交或电动

汽车等方式出行；驻车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倡导公众

绿色生活，节能减排。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调休、错峰上下班、远程办公

等弹性工作制。

三、强制性减排措施——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一）工业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清单红色预

警减排措施。涉气企业采取降低生产负荷、停产、提高污染治理设施运行

效率、大宗物料错峰运输等措施实现减排。有条件的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企业在光化学反应关键时段（8—18 时）安排错峰生产或暂停生产。列入

年度落后产能淘汰计划的排放大气污染物企业全部依法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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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动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清单红色预

警减排措施。全天禁止高排放机动车在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的城市道路

行驶。按照市级部署况实施特定区域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减少党政机关和

事业单位公务车辆使用。调整公共交通运输能力，保障市民出行。实施持

“公交一卡通”乘坐城市公交全天免费、地铁 8 折优惠。暂停使用挖掘机、

装载机、平地机、压路机、摊铺机、叉车等非道路移动机械（电动非道路

移动机械除外，应急、抢险、救灾施工作业除外）。加油站在光化学反应

关键时段错峰卸油。

（三）生活源减排措施。餐饮油烟净化设施、干洗行业等强化治理设

施运行。汽修企业在光化学反应关键时段错峰喷涂。禁止在光化学反应关

键时段开展户外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作业，应急、抢险等确需施工的应使

用水性涂料等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

四、强制性减排措施——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

（一）工业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清单红色预

警减排措施。涉气企业采取降低生产负荷、停产、提高污染治理设施运行

效率、大宗物料错峰运输等措施实现减排。有条件的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企业在光化学反应关键时段（8—18 时）安排错峰生产或暂停生产。列入

年度落后产能淘汰计划的排放大气污染物企业全部依法停产。

（二）移动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移动源应急减排清单红色预

警减排措施。全天禁止高排放机动车在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的城市道路

行驶。按照市级部署况实施特定区域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减少党政机关和

事业单位公务车辆使用。调整公共交通运输能力，保障市民出行。实施持

“公交一卡通”乘坐城市公交全天免费、地铁 8 折优惠。暂停使用挖掘机、

装载机、平地机、压路机、摊铺机、叉车等非道路移动机械（电动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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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机械除外，应急、抢险、救灾作业除外）。加油站在光化学反应关键

时段错峰卸油。

（三）生活源减排措施。餐饮油烟净化设施、干洗行业等强化治理设

施运行。汽修企业在光化学反应关键时段错峰喷涂。禁止在光化学反应关

键时段开展户外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作业，应急、抢险等确需施工的应使

用水性涂料等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

（四）扬尘源减排措施。执行重污染天气扬尘源应急减排清单红色预

警减排措施。施工单位停工（应急、抢险、救灾施工作业除外）；禁止所

有园林绿化、道路开挖等室外施工作业（应急、抢险、救灾施工作业除外）；

禁止所有渣土消纳场接纳渣土或进行场内渣土转运和挖掘施工作业。预拌

混凝土搅拌站、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码头停止生产作业，并做好场地洒

水降尘工作。禁止无密闭措施运输车辆在内环快速路以内区域行驶。产生

扬尘、粉尘、烟尘等重点企业堆场实施覆盖、不间断喷淋等控尘措施。建

筑工地对料堆、土堆提高洒水和喷淋频次或采取覆盖措施。工地和重点企

业煤、渣、沙石等生产经营现场洒水冲洗频次，每日不少于 4 次；城市道

路洒水冲洗频次，每日不少于 4 次，增加夜间洒水冲洗作业，保持路面湿

润。

（五）其他减排措施。禁止违规露天燃烧农业废弃物、城市清扫废物、

园林废弃物、建筑废弃物、罚没品等，疫木暂停焚烧。根据《重庆市燃放

烟花爆竹管理条例》依法限制或禁止烟花爆竹燃放。在具备人工增雨条件

时，开展增雨作业，并根据需要扩大范围，增加频次。

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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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重污染天气商圈大屏幕自我防护措施模板

关于做好重污染天气自我防护措施的提示

巴南区于 月 日 时启动重污染天气Ⅲ级（II 级、I 级）应

急响应，请广大市民做好自我防护措施。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肺

疾病的易感人群，应尽量留在室内，保持门窗紧闭。其他市民尽量

减少暴露在室外的时间，降低室外活动强度，确需外出应科学合理

地佩戴口罩。

巴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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