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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强化督查方案

为全面实现国务院印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既定目标，

进一步保障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环境空气质量，更加深入推进

大气环境执法检查工作，按照“突出重点、综合施策、科学治污”

的基本原则，根据《2017-2018 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

化督查方案》(以下简称《督查方案》），结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攻

坚方案》）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督促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按期完成《攻坚方案》任务。实行区域联动、综合整治，打好秋冬季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进一步加大对违法排放大气污染物等环境违法

行为的打击力度，促进秋冬季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二、督查范围

督查范围为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包括北京市，天津

市，河北省石家庄（含辛集）、唐山、邯郸、邢台、保定（含定州）、

沧州、廊坊、衡水市，山西省太原、阳泉、长治、晋城市，山东省

济南、淄博、济宁、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市，河南省郑州(含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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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开封（含兰考）、安阳（含滑县）、鹤壁、新乡（含长垣）、焦

作、濮阳市，以下简称“2+26”城市。

三、督查时间

总体时间安排为 2017 年 9月 1日至 2018 年 3 月 29 日。

第一阶段（2017 年 9 月 1 日至 11 月 9日）,共 5 个轮次（第 11

至 15 轮次）70 天，重点对“2+26”城市所有县（区）全部 12 项任

务完成情况、各项减排措施的落实情况、任务清单外的涉气类突出

问题以及《攻坚方案》中“2+26”城市的其他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任

务进行督查(具体安排见附 2）。

第二阶段（2017 年 11 月 10 日至 2018 年 3 月 29 日）,共 10 个

轮次（第 16 轮次至 25 轮次）140 天。进入采暖期，重点通过热点网

格、高架源排放情况、“12369”环境举报热线等掌握的线索，调度

督查组和“2+26”城市环保部门对存在问题的区域和行业进行“双

向反馈式”督查。

四、督查内容

根据前期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情况及采暖期企业的生产方

式、污染物排放特点、检查重点，按照《攻坚方案》要求，梳理出

12 项重点任务和各城市“清单化”任务 233 项，聚焦重点区域、重

点行业，对督查重点内容进行了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一）“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情况

1.按照“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进展情况清单进行核对，以县为

单位，每轮次抽查 50%的县区，根据工作量确定抽查比例。对提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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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类“散乱污”企业，是否存在未经相关部门会审签字同意擅自恢复

生产、恢复生产后仍发现存在超标排放、不正常运行治污设施的情况。

2.是否存在清单外的“散乱污”企业，或清单内未取缔、未整

改，仍在生产或有近期生产迹象的“散乱污”企业。

3.是否存在“散乱污”企业或集群“死灰复燃”情况。

（二）小锅炉淘汰、改造情况

1.按照小锅炉清单进行核对，以县为单位，每轮次抽查 50%的县

区，根据工作量确定抽查比例。

2.是否存在清单外的 1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建成区 20 蒸吨（部

分地区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要求以《攻坚方案》为准）

（三）清洁取暖及燃煤替代

1.按照清单，以乡镇（街道）为单位，入户抽查散煤替代工作

落实情况，列入清单的乡镇（街道）应全部取缔散煤燃烧。

2.已划定的“禁煤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是否存在散煤燃

烧、销售问题。

（四）工业类治理项目

1.重点对火电、钢铁、石化、铝工业（不含氧化铝）、水泥等行

业以及燃煤锅炉（含生物质锅炉）、露天矿山综合治理工作情况开展

检查，按照任务完成的时间要求进行阶段性现场核查。根据企业治

理改造方案进行核实。

2.对特别排放限值、超低排放改造项目要重点检查，检查治污

设施工艺、选型是否满足相关标准及环境保护部文件要求，是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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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污染物自动监测设施并联网，污染物排放浓度是否满足相应标准

要求。必要时可安排现场监测。

（五）工业类淘汰、搬迁项目

对照淘汰、搬迁类企业清单，包括列入整治关闭计划的露天

矿山，逐一核实关停、淘汰情况，检查是否存在生产相关行为活

动，可到当地供电部门调查企业用电量情况。搬迁类企业原厂区

必须停产。

（六）重点行业排污许可证发放

按照《攻坚方案》明确的时间节点，11 月份对电力、钢铁、水

泥行业企业，2018 年 1 月对铜铅锌冶炼、电解铝、原料药制造、农

药等行业企业排污许可证取得情况进行现场核查，主要检查是否存

在无证排污行为。

（七）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项目

对照治理项目清单，逐一现场检查治理措施落实情况。可采取

现场即时检测方式检验 VOCs 泄漏及排放情况。

（八）工业企业扬尘治理情况

1.检查工业企业（含供热企事业单位）是否完成物料无组织排

放治理改造任务。

2.检查钢铁、建材、有色、火电、锅炉、焦化等行业企业是否

符合标准规定的无组织排放管控要求。

（九）加油站整改情况

1.随机抽查加油站油气回收设施安装、运行情况。



— 7 —

2.《攻坚方案》中要求安装在线监测设施的，需核实安装使用

情况。

3.对高速路、国道、省道边加油站，应检查是否销售车用尿素。

（十）施工工地扬尘管理情况

1.随机抽查城市及县城建成区内施工工地扬尘管理情况，检查

是否做到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工地湿法作业、路面硬化、

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等 6 个 100%。

2.在采暖期，城市建成区内是否存在各类建设工程土石方作业、

房屋拆迁（拆除）施工，停止道路工程、水利工程等土石方作业情

况（对于重大民生工程和重点项目涉及土石方作业确实无法停工的，

由项目建设单位申请、行业主管部门初审，报市级人民政府同意后

方可实施）。

（十一）错峰生产落实情况

对照清单督查相关企业是否按采暖季错峰生产方案要求进行限

产、停产，未执行错峰生产的，是否按要求进行审批或备案（可通

过当地供电部门用电数据核实停产、限产落实情况）。

（十二）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遇重污染天气时，督查地方政府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相关措施

落实情况。

1.重污染天气高发时段，当预测区域内多个连片城市空气质量

达到启动橙色及以上预警级别时，督查各城市是否按照环境保护部

的提示信息，及时发布相应级别预警，启动区域应急联动机制。



— 8 —

2.督查各城市是否按照当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要求，及时发

布相应级别预警，启动应急预案。

3.督查各城市是否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项目清单，是否按

照预案落实减排措施。

（十三）其他督查内容

督查任务清单外的涉气类突出问题以及《攻坚方案》中涉及

“2+26”城市的其他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任务。

五、督查方式

（一）环境保护部强化督查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负责统一

指挥、调度、协调强化督查工作。办公室建立督查组组长微信联络

群，通过微信群实现实时调度。

第一阶段：办公室在强化督查培训时向督查组提供《攻坚方案》

中“2+26”城市相关任务清单（详见附 1）和进展情况清单。针对《攻

坚方案》任务类型多、完成时限和要求不一的特点，办公室每月按

照阶段性工作重点明确、细化督查内容，制定督查任务周计划表，

实现任务精准安排，确保督查取得实效。

9 月 1 日至 11 月 9 日，督查组对确定的每周任务，逐个县（区）、

逐项任务对照任务清单进行督查，确保所有“清单化”、“时限化”

任务在本阶段督查完毕，督促整改完毕。

根据督查任务进展，并结合巡查组驻县督查特点，10 月 13 日起

（第 14 轮次），清洁取暖及燃煤替代、施工工地扬尘管理等任务的督

查工作，可交由驻县巡查组进行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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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11 月 10 日起，开展“双向反馈式”督查，即利用热

点网格作为督查点位指导依据，办公室每日向各督查组推送前一日

集中分布的突出热点网格，向“2+26”城市环保部门推送分散分布

的突出热点网格。督查组与各城市环保部门分别对突出热点网格内

的涉气环境问题进行精细化排查，并于当日向办公室反馈网格内污

染物浓度上升的原因和存在问题情况。督查组将立行立改问题及时

移交当地环保部门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处理，突出问题由办公

室进行汇审并列入督办范围。对同一热点网格经排查整治后仍未明

显改善的，将再次调度督查组和各城市环保部门进行复查，直至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根据任务量酌减督查热点网格数。

同时，办公室将结合空气质量预测、重污染天气预警、高架源

自动监测数据等情况，分析大气治理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和应采取

的措施，成立特别行动组赴重点区域、重点行业进行督查，实现督

查精准调度。

如在上述两个阶段督查过程中遇重污染天气，督查工作以检查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为主，督查组根据调度安排赴具体区域开

展督查：

一是督查各城市人民政府是否按照当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要

求，及时发布相应级别预警，启动应急预案，并通过广播、电视、

网络、报刊等媒体公开有关信息。

二是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项目清单，检查工业企业是否制

定和实施“一厂一策”的停产或限产应急减排方案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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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督查相关职能部门是否落实防止扬尘和机动车减排措施的

监管责任。

（三）办公室每周四向地方政府或环保部门调度《攻坚方案》各

项清单任务完成进展，按周次比对分析各城市任务完成进度，并指

派具体任务至各督查组，要求各督查组以“盯进度、促落实”方式

对整治薄弱环节进行再督查。

（四）督查组通过核对清单内企业（单位）任务完成情况开展督

查；在进行督查的同时，应注意发现清单外大气污染问题，一并进

行现场检查。

（五）对督查中发现的《攻坚方案》任务未完成、落实不到位的问

题，要及时针对具体任务固定证据，保存相关资料，必要时可现场制

作询问及勘验笔录，形成完整证据链，为下一步启动问责机制做准备。

六、人员安排

人员组织部署、组织方式及轮换方式依照《督查方案》进行，

安排后期 15 个轮次督查，各省（区、市）组织选派处级干部或地市

级城市支队长（或副支队长）担任组长（副组长）。

根据阶段性督查情况，抽调前期督查中表现优秀的督查队伍以

及参加过 2016 年全国环境执法大练兵的集体、个人组成若干“别动

队”，对整治进度缓慢、问题突出或问题督查不够深入的地区集中开

展有针对性的督查。

七、工作要求

（一）开展独立督查。此次督查采取独立督查方式，原则上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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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各级环保部门陪同。各督查组应对照“清单化”任务和《攻坚

方案》要求，严查工业企业环境违法行为，以及秋冬季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不到位的情况。督查时如发现环境违法行为线索，可要求当

地环保部门做好调查取证、执法监测等配合工作。环境保护部适时

安排无人机开展执法检查。

（二）覆盖所有县（区）。各督查组要根据总任务量，合理安排

时间和人员，平均分配工作量，确保本轮次的督查覆盖所有要求完

成的县（区）。

（三)涵盖全部主要任务。凡是未完成的任务项，每月均要督查：

1.对已到时间节点的任务，全部督查（抽查）；2.对尚未到时间节点，

有部分已完成的，抽查已完成部分；3.对其他列入整治计划，提前

完成的任务，检查进展情况；4.对需要长期开展的任务，抽查执行

情况；5.对尚未到完成时限，地方也上报为未完成的，暂不抽查。

（四)合理确定抽查比例和点位。检查的企业（点位）要具有代

表性，须从名单中随机选取，不得由地方指定，尽量覆盖所有主要

乡镇，能充分反映各县（区）整体情况。具体任务分工由各督查组

自行讨论决定，由组长负责。

（五）及时报送信息。各督查组现场检查时要使用环境保护部提

供的环境执法监管平台（APP）做好记录，及时上传信息,同组检查

人员同日不得重复上传。各督查组与各城市环保部门安排专人报送

信息，当日督查情况及发现的问题及时报送环境保护部办公室。每

周报送督查情况报告，综述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处理情况以及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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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中好的做法。督查组、各城市环保

部门报送的各类信息需经有关负责人确认。

（六）完善督查交接。前后两轮次督查人员应做好工作交接。前

一轮次人员要将前期督查工作情况、发现的问题、地方整改情况，

以及环境保护部印发的通报、督办、简报等信息，通过电子件移交

至下一轮次督查组负责人。前一轮次人员应通过“传、帮、带”的

形式，对当地重点行业类型、污染源分布等基本情况进行讲解；对

前期总结出的督查经验进行传授；对近两轮次督查情况作重点说明。

（七）坚持压力传导。各督查组要紧紧围绕地方党委、政府及部

门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责任落实情况开展督查，不替代地方开

展工作。不同城市各有侧重，重点盯住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

问题，通过督查切实传导压力，推动地方真正把工作抓实。强化严

督严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八、督查工作情况通报

为确保异地督查效果，切实发挥督查实效，环境保护部将对督

查工作情况进行通报。

（一）每日对各督查组检查任务的数量、发现问题数量进行统计，

对发现问题依严重程度和难易程度进行评估，并在督查组内部进行

通报，在不同督查组、各成员之间营造“比学赶超”氛围。对发现

问题不力、督促整改不及时的地方环保部门进行通报，问题严重的

实施量化问责。

（二）每轮次督查结束后，向督查人员所在省级环保部门通报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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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人员工作情况，使抽调人员所在省份及时了解派出人员工作情况。

（三）对“能查”“擅查”、表现突出的环境执法人员，向其所在

的省级人民政府致函表扬。

（四）环境保护部将安排媒体记者不定期随同督查组进行现场采

访，对地方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开展情况、督查发现的问

题、督查组工作情况等进行报道。

九、严守廉政纪律

督查中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规

定，不安排与督查无关的活动。如督查期间出现督查组人员违法违

纪违规情况，将移交有关部门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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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2+26”城市需提供的任务清单

“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进展情况清单

化解过剩产能清单

建成区企业搬迁入园清单

工业企业 VOCs 治理清单

散煤清洁化替代清单（乡镇、街道）

燃煤锅炉淘汰清单

燃煤锅炉治理改造清单

违规露天矿山整治清单

火电、钢铁、石化、铝工业（不含氧化铝）、水泥等行业企业清单

采暖期错峰生产企业清单

安装在线监控设施的加油站清单

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一般制造业企业清单（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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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督查工作安排（9月 1日至 11 月 9日）

轮 次 周次 时 间 督 查 内 容 备注

第 11 轮次

第一周 9月 1日—9 月 7 日 “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工作进展情况

50%区县
第二周

9月 8日—9 月 9 日 小锅炉淘汰改造、清洁取暖及燃煤替代进展情况

9 月 10 日—9 月 12 日 工业企业淘汰搬迁、工业企业达标排放、无组织排放、VOCs 治理工作进展情况

9 月 13 日—9 月 14 日 错峰生产方案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落实工作进展情况

第 12 轮次

第一周 9 月 15 日—9 月 21 日 “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工作进展情况

另 50%区县
第二周

9 月 22 日—9 月 23 日 小锅炉淘汰改造、清洁取暖及燃煤替代进展情况

9 月 24 日—9 月 26 日 工业企业淘汰搬迁、工业企业达标排放、无组织排放、VOCs 治理工作进展情况

9 月 27 日—9 月 28 日 错峰生产方案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落实工作进展情况

第 13 轮次

第一周 9 月 29 日—10 月 5 日 “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完成情况

50%区县
第二周

10 月 6日—10 月 7 日 小锅炉淘汰改造、清洁取暖及燃煤替代进展情况

10 月 8 日—10 月 10 日 工业企业淘汰搬迁、工业企业达标排放、无组织排放、VOCs 治理工作进展情况

10 月 1 日—10 月 12 日 错峰生产方案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落实工作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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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 次 周次 时 间 督 查 内 容 备注

第 14 轮次

第一周 10 月 13 日—10 月 19 日 “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完成情况

另 50%区县
第二周

10 月 20 日—10 月 21 日 小锅炉淘汰改造、清洁取暖及燃煤替代进展情况

10 月 22 日—10 月 24 日 工业企业淘汰搬迁、工业企业达标排放、无组织排放、VOCs 治理工作进展情况

10 月 25 日—10 月 26 日 错峰生产方案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落实工作进展情况

第 15 轮次

第一周

10 月 27 日—10 月 28 日 小锅炉淘汰改造、清洁取暖及燃煤替代完成情况

50%区县10 月 28 日—10 月 29 日 工业企业淘汰搬迁、错峰生产方案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落实完成情况

10 月 30 日—11 月 2 日 工业企业达标排放、无组织排放、VOCs 治理工作完成情况

第二周

11 月 3日—11 月 4 日 小锅炉淘汰改造、清洁取暖及燃煤替代完成情况

另 50%区县11 月 5日—11 月 6 日 工业企业淘汰搬迁、错峰生产方案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落实完成情况

11 月 7日—11 月 9 日 工业企业达标排放、无组织排放、VOCs 治理工作完成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