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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潮州市 2024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方案

为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巩固和提升潮州市环境空气质量，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的通知》（国

发〔2023〕24 号)和广东省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相关

文件要求，紧紧围绕建设美丽潮州总目标，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

“1+5+2”工作部署，扎实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重点针对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存在的重点问题和

薄弱环节，精准聚焦短板弱项，落实精细化措施，有效推动 2024

年大气污染防治各项重点工作，现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从7月份开始至12月底，通过开展为期6个月的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以降低细颗粒物（PM2.5）浓度为主线，大力推动氮氧化

物（NOx）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协同减排；突出抓好颗粒物

污染和臭氧污染协同治理，确保完成省下达我市环境空气质量

AQI达标率≥96.5％、细颗粒物≤24.5微克/立方米的任务目标，

坚决遏制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

二、攻坚内容

（一）深入推进 VOCs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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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力推广低 VOCs 含量原辅材料源头替代。推广使用低

VOCs 含量原辅材料，加大低 VOCs 含量原辅材料替代力度。加

大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和电子行业低（无）VOCs 含量原辅材料

替代力度。室外构筑物防护和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推广使用低（无）

VOCs 含量涂料。(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城管执法局、市市场监管局等按职

责分工负责,各县区政府负责落实，以下均需各县区政府落实，

不再列出)

2.推进重点工业领域深度治理。实施挥发性有机液态储罐专

项整治，鼓励储罐使用低泄漏的呼吸阀、紧急泄压阀，定期开展

密封性检测。汽车罐车推广使用密封式快速接头。各县区要在

11 月前组织开展一轮储油库、油罐车、加油站油气回收专项检

查和整改工作。(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市场监管局

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3.组织实施低效失效 VOCs 治理设施排查整治。按照国家及

省的要求推进重点涉气企业安装在线监控系统及备用处置设施，

组织开展涉 VOCs 企业专项整治工作，12 月底前完成全市不少于

60 家涉 VOCs 企业低效治理设施升级改造。(市生态环境局负责)

（二）深入推动 NOx 减排

4.推进工业锅炉和炉窑提标改造。全面开展锅炉和工业炉

窑简易低效污染治理设施排查，开展涉锅炉、窑炉重点企业环境

监管执法检查，严查无证排污、超标超总量排放、非法偷排、自



— 3 —

动监控弄虚作假等环境违法犯罪行为。推进燃气锅炉实施低氮燃

烧改造,12 月底前在用 2t/h（或 1.4MW）及以上燃气锅炉要全部

完成升级改造,确保氮氧化物达到 50 毫克/立方米;生物质锅炉

采用专用锅炉，配套布袋等高效除尘设施;禁止掺烧煤炭、煤矸

石、垃圾、胶合板和漆板、工业固体废物等其他物料，积极引导

大型生物质锅炉（含电力）开展超低排放改造。(市生态环境局

牵头，市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5.深化移动源污染防治。严格管控机动车排放，组织做好机

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联网和监管。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督

检查，依法查处篡改、伪造监测数据、出具虚假报告等违法行为。

组织对遥感监测超标率 10%以上的重点用车大户（重点大户清单

已导入“天地车人”移动端）开展入户检查，依法查处擅自拆除、

闲置、更改在用机动车排气污染控制装置以及未按照规范要求添

加车用尿素等氮氧化物还原剂的等违法行为。组织开展黑烟车闯

限行区遥感监测执法检查，对于遥感监测（黑烟车电子抓拍）林

格曼黑度指标超标的车辆，及时依法责令限期维修和复检，形成

闭环管理。采用遥感监测（黑烟车电子抓拍）等方式取得的监测

数据、视频、照片等证据满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相关要求的，

及时移交同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理。推进非道路移动

机械编码登记工作，基本消灭冒黑烟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市生

态环境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

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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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面保障油品质量。强化油品质量抽查，坚决打击非标油

品。对成品油进口、生产、仓储、销售、运输、使用等全环节加

强监管，全面清理整顿无证无照或证照不全的加油装置；加大柴

油使用环节检查力度，对发现的问题线索进行追溯并及时移交相

关主管部门依法查处，严厉追究相关生产、销售、运输者主体责

任。(市发展改革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应急管理局、

市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潮州海关、饶平海关、潮州市税

务局、潮州海事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强化颗粒物精细化监管

8.强化建设工程施工扬尘监管。落实房屋建筑、道路、公路、

港口、水利工程及管线建设施工现场围蔽、砂土覆盖、路面硬化、

洒水压尘、车辆冲净、场地绿化“六个 100%”防尘措施；道路

改造、维修施工做好现场的围挡、材料堆放、洒水等安全文明施

工和扬尘控制措施工作，对于完成的道路及时进行清洗，消除施

工痕迹。违反城市规划的建（构）筑、临时搭建物拆除过程要采

取喷水压尘等扬尘污染整治工作。（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

运输局、市水务局、市城管执法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9.强化物料堆场（包含瓷泥加工、陶瓷生产堆场）扬尘监管。

落实贮存易产生扬尘料堆上盖、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

挡、配备喷淋或者其他扬尘设备；堆场地面进行硬底化处理；生

产用原料需要频繁装卸作业的在封闭车间进行；堆场露天装卸作

业应覆盖或者建设自动喷淋系统；采用密闭输送设备作业的在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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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卸料处配备吸尘、喷淋等防尘设施并保持防尘设施的正常使

用；物料堆场应在出口处设置清洗装置措施，运输车辆冲洗干净

后方可驶出作业场所；长期存在的物料堆表面加强覆盖，四周构

筑不低于料堆高度的围墙。进一步加强涉扬尘污染瓷泥行业综合

整治，加快推进潮安登塘、湘桥铁铺瓷泥产业园建设，助力行业

整治提速增效。（市生态环境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

负责）

10.强化矿产资源开采扬尘监管。落实采石场、采矿场出口

必须配套车辆专用冲洗设施，运输车辆严禁超载、未冲洗干净、

未密闭出场上路；开采必须做好抑尘措施，保持作业面湿润，料

场、堆场必须覆盖和喷水抑尘；采石场、采矿场运输道路必须硬

底化并进行洒水抑尘。沙场运输车辆严禁超载和未遮盖密闭上路。

加大对非法开采的打击力度，重点打击瓷土矿的乱挖乱采和违法

偷采；组织开展一轮采石场、采矿场的复绿等扬尘污染整治行动。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

11.强化露天焚烧和烟花爆竹燃放扬尘监管。各级各相关部

门要加大露天焚烧监管力度，不断强化秸秆、垃圾、杂草禁烧主

体责任；各级城管执法部门要严格执行《潮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督促镇街加强对露天焚烧的监管，

开展禁烧专项巡查执法，加大处罚力度，推动露天焚烧扬尘污染

顽疾问题一体整改、一体解决。公安机关应严格贯彻落实《潮州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潮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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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全面加强烟花爆竹管控工作，发现在禁燃区燃放烟花爆竹

行为，要依法严厉惩处。（市城管执法局、市公安局按职责分工

负责）

12.强化城市道路的清扫和冲刷，实施高效清洁的清扫作业

方式。采取吸尘、洒水、清扫一体化作业方式，对于市政道路定

期保洁，应对不良天气期间，市区主干道每天洒水 6 次以上，每

周冲洗 1 次，其它街道每天洒水 1 次。提高道路机械化清扫率。

（市城管执法局负责）

13.严厉查处建筑垃圾、砂石、土方、渣土余泥、陶瓷瓷泥

等易产生扬尘物料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整治运输车辆

运载高度超过车厢挡板高度且未能完全密闭的，运输途中的物料

沿途撒落或者飞扬等不文明运输行为；整治渣土运输车辆未进行

车身、车轮除泥冲洗，驶入城区污染路面的行为。（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城管执法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14.加强公路、道路日常管养和修复。对市区及城市周边破

损道路进行及时修补，减轻因路面颠簸造成的物料抛洒和地面扬

尘污染；整治城区主次干道衔接的支路未硬化致进出车辆污染路

面；整治管线与道路工程施工无按规定设置围挡或围挡不符合要

求，未及时采取洒水等抑尘措施。（市交通运输局、市城管执法

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强部门联动和区域交叉帮扶执法

15.加强生态环境的大气、监测、执法分工联动，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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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感知发起、大气管理部门统筹调度、执法部门执法监管”的

模式，建立“监测—调度—监管”的“三方联动”工作机制，确

保看得清、打得准、管得好，有效提升多部门协同监管效能。成

立由不同县区组成的专业+执法的帮扶队伍，开展区域交叉帮扶

执法，精准发现、有力打击主观故意环境违法行为，协同高效推

动攻坚任务落实；线上远程监督帮扶强化远程监管手段应用，完

善多源数据融合的信息化支撑平台，充分利用“空天地”一体化

手段精准发现问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发现、解决环境

问题。（市生态环境局负责）

（五）强化应急应对减排

16.协同落实不利气象应对。市气象局、市生态环境局要强

化预判，根据不利气象应对机制及时发布应对措施。市生态环境

局要指导工业企业落实做好应急减排，并应用站点小时级别的短

临预报模型和后向溯源模型，指导执法人员进行重点区域的执法

监管，实现“防重抢轻”。市发展改革局要指导加油站、油库等

错峰加油、卸油。市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要加强交通管控，合理

疏导交通，落实车辆按路线行驶。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城管执法

局要加强施工扬尘管控，严格落实扬尘“6个100％”防治措施；

暂停城区墙体涂刷、沥青铺设、道路划线、栏杆喷涂等作业。市

城管执法局、交通运输局等部门要强化道路清扫，确保道路清洁、

保湿。市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城管执法

局等部门和各镇街要强化露天焚烧、秸杆综合利用管理，避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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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露天焚烧。（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直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

负责）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沟通协调、监督检查工作机

制，突出问题导向，细化分工、量化目标、实化责任，切实提升

大气污染科学化防治水平。各县区要结合本方案要求，进一步细

化工作任务和分工，明确工作时间节点，定期召开协调会，研究

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二）强化执法监管。市生态环境部门通过在线监测、远程

执法抽查、无组织排放智能管控、过程监控等“非现场”手段加

强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的执法检查；利用走航监测、雷达扫描、无

人机飞检等手段，对污染源集中区域的 VOCs、NOx 和颗粒物等污

染物排放水平进行巡检及排查溯源；利用卫星遥感、视频监控、

无人机等先进技术开展露天焚烧监控。

（三）严格监督考核。将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年度目标完成情

况作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考核的重要内容。对无法完成年度大气

污染物减排任务的县区，原则上不予支持协调解决新建项目大气

污染物总量指标。对工作推进缓慢、措施执行不严、责任落实不

到位的，实施预警、约谈等措施。对严重影响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改善的，依据有关规定严肃追责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