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

桂环规范〔2018〕3 号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
大气污染防治 2018 年度实施计划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自治区各有关部门：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

治 2018 年度实施计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1.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 2018 年度实施计划

2.自治区各有关部门名单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2018 年 4 月 24 日

（信息是否公开：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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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

2018 年度实施计划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确保我区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和国家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完

成，编制本计划。

一、年度工作目标

实施全区设区市、县（区）环境空气质量目标管控，到 2018

年底，全区设区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不低于 90.3%，细

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不高于 37 微克/立方米，其中 2015 年

PM2.5未达标城市平均浓度不高于 38 微克/立方米，各设区市、

县（区）年度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见附表 1、附表 2。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减排年度目标另行分解下达。

二、主要任务

（一）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1.1.1.1.严格控制严格控制严格控制严格控制““““两高两高两高两高””””项目准入。项目准入。项目准入。项目准入。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制

定符合区域功能定位和国家要求的产业准入目录，严格执行高

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行业准入条件，明确资源能源节约和污

染物排放等指标，严格控制“两高”项目建设，实行新（改、

扩）建项目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牵头，自

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国土资源厅、环境保护厅配合，各市、

县（区）人民政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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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继续推行实施清洁生产。继续推行实施清洁生产。继续推行实施清洁生产。继续推行实施清洁生产。以钢铁、制糖、造纸、水泥、

化工、石化、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为重点，全面推行清洁生产

审核。（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牵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配合，各市、

县（区）人民政府落实）企业要充分发挥清洁生产技术应用的

主体作用，积极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提

升企业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污染物产生，

促进大汽污染防治目标的实现。（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牵头，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发展改革委、科技厅、糖业发展办按职能

负责，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

3.3.3.3.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对未按期

完成淘汰任务的地区，暂停对该地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办理审

批、核准和备案手续。（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牵头，自治区发

展改革委、环境保护厅、质监局、安全监管局配合，各市、县

（区）人民政府落实）

4.4.4.4.完成化解过剩产能任务。完成化解过剩产能任务。完成化解过剩产能任务。完成化解过剩产能任务。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新增产

能，进一步健全全区过剩产能台账，制定年度化解过剩产能目

标任务和工作方案，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自治区工业和

信息化委牵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厅配合，各市、

县（区）人民政府落实）

5.5.5.5.落实重污染企业搬迁或改造。落实重污染企业搬迁或改造。落实重污染企业搬迁或改造。落实重污染企业搬迁或改造。对能耗高、排放大的工业

企业，推动企业整体或部分重污染工序向有资源优势、环境容

量允许的地区转移或退城进园，实现装备升级、产品上档次、

节能环保上水平；对不符合产业政策要求的落后产能和“僵尸

企业”，以及环境风险、安全隐患突出而又无法搬迁或转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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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实施关停。（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牵头，自治区发展改革

委、国土资源厅、环境保护厅、科技厅配合,各市、县（区）人

民政府落实）

（二）进一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1.1.1.1.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加强煤炭消费控制措施，削减

煤炭消费需求，制定年度煤炭消费总量削减目标，并分解落实

到县（市、区）和重点企业。重点围绕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冶

炼、建材、造纸等高耗能行业，推行能耗在线实时监测及能效

对标；新增耗煤项目实施减量替代，实行清单式管理，做到可

核查、可统计。（自治区能源局牵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委配合，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

2.2.2.2.积极推进积极推进积极推进积极推进““““煤改气煤改气煤改气煤改气””””““““油改气油改气油改气油改气””””。。。。推动产业用气和工业园

区用气，探索、推进重点企业直供气模式和分布式能源建设，

提高钢铁、石化、陶瓷等重点高耗能行业、城市公共交通系统

以及重型卡车等长途运输工具的清洁能源应用率。（自治区能源

局牵头，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

厅配合，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

3.3.3.3.加快淘汰落后燃煤锅炉加快淘汰落后燃煤锅炉加快淘汰落后燃煤锅炉加快淘汰落后燃煤锅炉。。。。推进各县（市、区）建成区 10

蒸吨/时及以下燃煤小锅炉整治。设区城市建成区禁止新建容量

20 蒸吨/小时以下的燃煤锅炉，县区城市建成区禁止新建容量

10蒸吨/小时以下的燃煤锅炉。规划实施工业园区周边现役燃煤

发电机组实施热电联产供热改造，推动集中供热、供电。加强

工业燃料的监管，工业用煤含硫量不得高于 1.5%，工业用燃油

含硫量不得高于 0.8%。（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工业和信息化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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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职能牵头负责，自治区质监局、发展改革委按部门职能配

合，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

4.4.4.4.全面划定城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全面划定城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全面划定城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全面划定城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各设区市完成建成区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工作，于 2018 年 8 月底前报自治区环境

保护厅备案，有条件的市要结合城市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逐

步将禁燃区范围由城市建成区扩展到近郊和重点乡镇（街道）

驻地。禁燃区内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炉窑等燃烧设施要严

格按照地方人民政府划定的高污染禁燃区的有关规定进行管

理。（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牵头，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配合，各

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

（三）深化工业源治理

1.1.1.1.推进工业行业全面达标治理。推进工业行业全面达标治理。推进工业行业全面达标治理。推进工业行业全面达标治理。各市要按照本辖区工业污

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确定的年度工作目标，着力推进重点行

业企业污染治理，确保稳定达标排放。深化钢铁、水泥、有色

冶炼等行业烟气污染治理，对钢铁行业烧结机头、机尾、高炉

出铁场、转炉烟气等脱硫设施实施升级改造，露天原料场实施

封闭，原料转运设施建设封闭皮带通廊；对水泥企业水泥窑、

粉磨设备（粉磨站）除尘系统实施提升改造，进行原料堆场密

闭化、原料高效输送改造、厂区道路硬化及保洁，实现生产、

运输、装卸等各个环节粉尘无组织排放的有效控制。积极推广

糖厂蔗渣燃料锅炉清洁燃烧和烟气污染控制新技术。（自治区

环境保护厅牵头，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质监局、糖业发展

办配合，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

2.2.2.2.加快推进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升级加快推进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升级加快推进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升级加快推进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升级改造改造改造改造。。。。2018 年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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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投资集团来宾发电有限公司、广西方元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来宾电厂、中国华电集团贵港发电有限公司、中电广西防城港

电力有限公司 4 台机组合计 1860MW超低排放改造。（自治区环

境保护厅牵头，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能源局、物价局、广

西电网公司配合，各市人民政府落实）

3.3.3.3.启动钢铁行业超低排放升级改造。启动钢铁行业超低排放升级改造。启动钢铁行业超低排放升级改造。启动钢铁行业超低排放升级改造。按照国家有关部署启

动钢铁行业超低排放升级改造，制定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方

案。新（改、扩）建钢铁企业必须同步建设烟气超低排放治理

设施，达到超低排放限值要求。2018 年底完成钢铁行业烧结机

和球团生产设备脱硫旁路取消工作。（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牵头，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配合，各市人民政府落实）

4.4.4.4.开展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开展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开展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开展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VOCsVOCsVOCs）污染防治。）污染防治。）污染防治。）污染防治。开展重

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源筛查、监测，建立排污单位名录，

确定排放基数。推进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电子

信息、合成材料、纺织印染等行业 VOCs 监测工作, 重点排污单

位安装、使用 VOCs 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网，提升 VOCs

环保监管能力，加强工业园区 VOCS监测监控；开展重点行业 VOCS

专项检查监测。建立工业企业有机溶剂使用量申报与核查制度。

加大 VOCs 排放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审核和污染治理力度。（自治

区环境保护厅牵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质

监局配合，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深入推进油品储运

销油气回收治理，新建加油站、油库以及新购油罐车，均须同

步配套油气回收治理设施。在原油成品油码头开展油气回收治

理。（自治区商务厅牵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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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厅、质监局配合，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

5.5.5.5.全面实施排污许可制度。全面实施排污许可制度。全面实施排污许可制度。全面实施排污许可制度。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源的企业排

污许可制，完成 2018 年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严格环境监督执

法，对无证排污的实施停产整治，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

的政府批准后,责令停业、关闭；对不按证排污的，依法处罚。

全面实行工业污染源清单制管理模式，开展全区工业企业污染

物达标情况的排查评估，梳理和编制本辖区涉气排放企业清单，

公布未达标工业污染源名单，对问题突出或不能稳定达标的企

业实施挂牌督办、限期整改，并纳入企业信用体系，对经改造

仍无法达标的依法责令关闭。各地 2018 年 7 月底前完成本辖区

涉气排放企业排查报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备案。（自治区环境保

护厅牵头，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

6.6.6.6.开展开展开展开展““““散乱污散乱污散乱污散乱污””””企业（作坊）集中整治。企业（作坊）集中整治。企业（作坊）集中整治。企业（作坊）集中整治。各地要开展对

不符合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规划、污染物排放不达标，以及用

地、环保、工商、质监等方面手续不全的“散乱污”企业（作

坊）集中整治，建立企业清单，制订专项整治方案，明确整治

措施和整治时限，分类施治，并于 2018 年 7 月底前将方案报自

治区环境保护厅备案。重点对有色熔炼加工、铁合金、化工、

陶瓷、铸造、轧钢、耐火材料、碳酸钙粉体、石灰窑、砖瓦窑、

废塑料、石材加工、水泥粉磨站、混凝土搅拌、中药材硫磺熏

制、矿山开采，以及涉及涂料、油墨、胶粘剂、有机溶剂等使

用的印刷、木材加工等小型制造加工企业（作坊）进行规范整

治，逾期达不到整治要求的，由当地政府依法予以取缔，2018

年底完成 50%以上“散乱污”企业（作坊）整治。（自治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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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厅牵头，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质监局、工商局配合，各市、

县（区）人民政府落实）

7.7.7.7.建立重点排污单位全覆盖的监控体系。建立重点排污单位全覆盖的监控体系。建立重点排污单位全覆盖的监控体系。建立重点排污单位全覆盖的监控体系。对重点排污单位

自动监控设施建设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未安装自动监控设

施的应于 2018 年底前全部完成在线监控设施建设，并与环保部

门联网。加强第三方运维单位监管，确保自动监控数据准确可

信。（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牵头，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

（四）着力优化交通运输结构

1111....深化移动源污染防治。深化移动源污染防治。深化移动源污染防治。深化移动源污染防治。严格执行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

标准，严把外地转入车辆审查关，继续推进老旧车淘汰。加强

机动车尾气排放检测监管，严格车辆注销管理，严厉查处驾驶

已达报废标准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交通违法行为。（自治区环境

保护厅、公安厅按职责分工牵头，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商务厅

配合，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完善城区环路通行条件，

严控重型柴油车进城。（自治区公安厅牵头，自治区交通运输

厅配合，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加强道路执法检查，

查处机动车冒黑烟和超标排放行为。（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牵头，

自治区公安厅配合，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开展城区

机动车拥堵路段排查，对经常发生拥堵的路段要制定疏导管理

通行措施，合理组织车流，科学安排路线，提高机动车平均通

行速度，减少机动车怠速运行尾气排放。（自治区公安厅牵头，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配合，各市、县（区）人

民政府落实）

2222....加强在用机动车环境监管。加强在用机动车环境监管。加强在用机动车环境监管。加强在用机动车环境监管。加强自治区和设区市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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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监督管理能力建设，完善机动车排污监控平台。（自治区环

境保护厅牵头，各市人民政府落实）加强机动车环保检测机构

的监管，规范机动车环保检测，推动建立检测/维护（I/M）制度，

严厉查处检测机构弄虚作假为环保不合格车辆出具合格报告的

行为。（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牵头，自治区质监局、公安厅配合，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推进各设区市遥感监测及网络

平台建设，有条件的设区城市 2018 年底前要在入城主要道口安

装遥感监测设备，建立网络监控平台，对遥感监测发现车辆超

标排放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并溯源车辆制造企业、排放检验

机构、所属运输企业、注册登记地等，对于问题突出的相关企

业，实施多部门联合惩戒，依法责令相关企业限期整改。（自

治区环境保护厅牵头，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运输厅配合，各市

人民政府落实）

3333....全面完成车用油品质量升级全面完成车用油品质量升级全面完成车用油品质量升级全面完成车用油品质量升级。。。。推动炼油企业细化落实油

品升级改造实施方案，组织实施成品油质量升级行动。加强加

油站销售油品质量的检查，依法查处销售不合格油品行为，确

保供应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车用汽、柴油。强化重点企业货运

车辆油品质量检测，凡涉及大宗原材料及产品运输的重点用车

企业，要建立企业货运车辆油品抽检制度，对承担企业原材料、

物料、产品等运输任务车辆的油品质量和尿素使用情况进行例

行抽检。（自治区商务厅、工业和信息化委、交通运输厅、工

商局、质监局、能源局、环境保护厅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市、

县（区）人民政府落实）全面推广车用尿素，2018年底前区内

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沿线的加油站点全面销售符合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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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车用尿素，保证柴油车辆尾气处理系统的尿素需求。（自

治区商务厅牵头，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环境保护厅、交通

运输厅配合，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

4444....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船舶和船舶和船舶和船舶污染管控。污染管控。污染管控。污染管控。按照国家要求按

时段实施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放标准，严控不达标机械

的销售和采购。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船舶污染源调查摸底工

作，建立全区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船舶大气污染控制管理台账，

推动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船舶污染防治，对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船

舶开展检查，依法处罚违法行为。加强船用低硫燃油的供应保

障和推广使用力度，内河航运船舶全面推广使用符合标准的普

通柴油。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油品的供应保障和监督执法。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牵头，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住房城乡

建设厅、交通运输厅、农机局、质监局、广西海事局配合，各

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

（五）深化扬尘综合整治

1.1.1.1.实行扬尘场地清单管理。实行扬尘场地清单管理。实行扬尘场地清单管理。实行扬尘场地清单管理。各市、县要对本辖区各类建筑

工地、物料堆场、渣土场、扬尘重点路段等扬尘场地进行全面

排查摸底，建立扬尘场地清单和监管责任清单，明确责任部门

或单位，实施集中攻坚治理。（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

2.2.2.2.严格建筑施工工地扬尘监管。严格建筑施工工地扬尘监管。严格建筑施工工地扬尘监管。严格建筑施工工地扬尘监管。推进建筑施工企业安全文

明施工标准化，强化施工扬尘的防范和整治，所有建筑工地应

全面设置封闭式围挡，裸露土方和堆放物料必须实施覆盖，工

地出入口、场内道路实施硬化并及时清洗，工地出入口设置车

辆冲洗平台确保车辆洁净后上路，土方施工实行湿法作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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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施工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对不按相关要求落实扬尘防治

措施的工地视情况责令限期整改或停工整顿。（自治区住房城乡

建设厅牵头，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配合，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

3.3.3.3.严控道路扬尘污染。严控道路扬尘污染。严控道路扬尘污染。严控道路扬尘污染。严格规范渣土、石料、混凝土等物

料运输车辆管理，防止运输过程中出现撒漏，采取密闭运输、

安装定位系统，按规定时间及路线运输并在指定地点消纳处置，

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开展渣土车等物料运输车辆的清理整

顿，清理无牌照、无资质的运输车辆。全面清理清洗城市区域

主次干道及城乡结合部道路积土积尘，实行定期清扫、定时洒

水制度，污染严重路段要采取高压冲洗等方式彻底清理路面污

染物；对乡村土路与交通主次干道结合部实施硬化处理，防止

泥土粘带。城区道路施工要严格落实洒水、喷雾等湿式作业措

施，及时回填开挖路面。推进城市环卫保洁市场化，引进有资

质、有业绩、有实力的专业环卫保洁公司参与城市保洁工作。（自

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农机局配合，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

4.4.4.4.加强各类露天堆场扬尘治理加强各类露天堆场扬尘治理加强各类露天堆场扬尘治理加强各类露天堆场扬尘治理。。。。所有露天堆场、散货码头、

大货车停车场等地面须硬化处理，划分道路界限,配置清洗设

备，及时清除散落物料、清洗道路；矿石、煤炭码头堆场应设

置防风围挡、覆盖防尘网、洒水喷淋等设施，卸料部位采取收

尘或喷淋等抑尘措施，防控物料装卸、堆放、运输过程中的粉

尘污染；建筑垃圾、渣土堆场应采取围挡、覆盖等措施。（自治

区环境保护厅牵头，工业和信息化委、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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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厅配合，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和广西北部湾港口管理

局、南宁铁路局等落实）

（六）强化城乡面源污染管控

1.1.1.1.强化城市餐饮业油烟排放控制。强化城市餐饮业油烟排放控制。强化城市餐饮业油烟排放控制。强化城市餐饮业油烟排放控制。城市建成区的餐饮服务

经营场所全部使用燃气、电等清洁能源，或安装高效油烟净化

设施；开展城区露天烧烤摊点的集中整治，在露天烧烤中大力

推广无烟烧烤设备，全面取缔造成污染的露天烧烤，实现“合

理布局、集中管控”。（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各市、县

（区）人民政府落实）

2.2.2.2.推进秸秆露天焚烧整治和秸秆综合利用。推进秸秆露天焚烧整治和秸秆综合利用。推进秸秆露天焚烧整治和秸秆综合利用。推进秸秆露天焚烧整治和秸秆综合利用。全面推广秸秆

还田、秸秆制肥、秸秆饲料化、秸秆能源化等综合利用模式，

加快建立秸秆收运体系。（自治区农业厅牵头，各市、县（区）

人民政府落实）加强秸秆禁烧管控，建立网格化监管机制，落

实市、县、乡、村四级责任体系，加大巡查和执法检查力度，

严厉查处露天焚烧秸秆行为。强化秸秆禁烧宣传教育，运用多

种宣传方式广泛宣传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意义，普及秸秆综

合利用知识和技术，转变群众焚烧秸秆的旧观念、旧习惯，使

不烧秸秆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牵头，

自治区农业厅配合，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严格执行

《广西乡村清洁条例》，加强城市建成区及周边区域露天焚烧生

活垃圾、枯枝落叶监管，及时清运农村生活垃圾，大力推行垃

圾分类收集处理。（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各市、县（区）

人民政府落实）

4.4.4.4.强化烟花爆竹禁限放管控。强化烟花爆竹禁限放管控。强化烟花爆竹禁限放管控。强化烟花爆竹禁限放管控。各地要加强对销售和燃放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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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爆竹的管理，制定烟花爆竹禁燃放限放严控方案，划定烟花

爆竹禁售、禁放区域，建立禁限放的常态化管理机制。广泛开

展禁燃禁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群众以不燃放烟花

爆竹的实际行动参与大气污染防治。（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牵头，

自治区安全监管局、公安厅、供销社配合，各市、县（区）人

民政府落实）

（七）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

1.1.1.1.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完善自治区、各市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统一全区预警分级标准，组织相关部门按

照重污染天气响应级别因地制宜编制辖区具体企业限产或停

产、工地停工、机动车限行、道路扬尘控制、秸秆禁烧等应急

减排清单（对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并实现超低排放的企业不再

纳入应急减排清单），细化管控措施，督促相关重点排污企业制

定可执行、可操作的“一厂一策”污染天气应对实施方案和管

控措施，将各项任务细化并落实责任，做到可量化、可考核、

可追责。各市于 2018 年 8 月底前将新修订的应急预案报自治区

环境保护厅备案。（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牵头，自治区工业和信息

化委、公安厅、住房城乡建设厅配合，各市、县（区）人民政

府落实）

2.2.2.2.强化重污染天气污染管控。强化重污染天气污染管控。强化重污染天气污染管控。强化重污染天气污染管控。深化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工作机制，加强城市间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及重污染应急预警联

动。加强空气质量会商研判和预警，完善环保、气象部门联合

会商预报机制，做好污染过程监测预报预警技术服务,为大气污

染治理和重污染天气应对决策提供技术支撑。加大应急响应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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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未按规定落实应急措施的，依法严

格追究责任。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实施后评估。（自治区环

境保护厅牵头，自治区气象局配合，各市、县（区）人民政府

落实）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责任落实

各市、县（区）要切实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

结合本辖区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组织制定 2018 年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方案，完善工作机制，将目标任务逐项分解落实到有

关部门、排污单位，明确防治措施及完成时限，切实落实“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要求。2015 年环境空气质量未

达标城市须在 2018年 6月底前编制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

（2017 年已达标的城市应编制“十三五”期间大气环境质量稳

定达标规划），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备案并向社会公开。自治区相

关部门要依据职责分工，对本部门所承担重点任务（附表 4）进

行细化、量化,制定符合实际、详尽具体的专项工作推进方案，

进一步严格措施，强化督导，狠抓落实。自治区成立由相关部

门组成的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推进机构，协同推进各项工

作，各地也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

（二）强化执法督查

各市、县（区）要建立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管理机制，将

监管责任落实到部门、到乡镇、到人员，做到精准防控。强化

重点排污企业环境监管，依法查处违法排污行为。自治区相关

部门要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纳入督查重点，对照本计划所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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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任务制定年度督查计划，开展常态化检查督导，定期进

行工作进度调度，实行“红黑榜”通报制度。

（三）加大资金投入

各级政府要根据大气污染控制任务，将重点治污项目和监

管能力建设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重点加大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洁

设施配备及运行、设区市建成区网格化在线监控系统和机动车

尾气排放遥感监测系统建设及运行、农业秸秆综合利用等投入，

对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增加投入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治理技术

实现清洁生产、更低排放水平的重点企业给予鼓励和支持。多

源筹资，通过PPP、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模式鼓励社会资本进

入大气污染防治领域。

（四）严格考核问责

以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程度、重点工作进展、各级督查反馈

问题为依据，将年度计划实施情况、大气环境质量状况纳入市、

县及部门领导班子综合考评体系，同时纳入各级各部门年度绩

效考核指标体系。对重点工作推进缓慢、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程

度达不到时序要求、重污染天气应对不力的市、县(区)政府进

行约谈，对工作责任不落实、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并导致全区

不能完成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市、县，将按有关规定对地

方党政主要领导实施问责。

（五）加强舆论引导

各地要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建立和规范信息发布制度，

增强信息公开的实效性、权威性。定期发布各地月度环境空气

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督促重点排污企业落实环境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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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立污染有奖举报制度，鼓励公众通过“12369”环保举

报热线、信函、电子邮件、政府网站、微信平台等途径，对环

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形成全社会关注、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

良好氛围。

附表：1．2018 年各设区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2．2018 年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3．2018 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程项目表

4. 2018 年区直部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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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8 年设区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城市名称 PM2.5（微克/立方米） 优良天数比率（%）

南宁 36 91.5

柳州 43 87.7

桂林 43 87.7

梧州 37 91.2

北海 31 92.9

防城港 32 92.9

钦州 35 90.1

贵港 38 88.5

玉林 37 90.7

百色 39 91.2

贺州 38 91.0

河池 35 91.5

来宾 43 86.0

崇左 35 91.8

全区 37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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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18 年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设区市 县（市、区） PM10（微克/立方米） PM2.5（微克/立方米）

南宁市

武鸣区 56 34
隆安县 54 32
马山县 48 29
上林县 48 29
宾阳县 54 34
横 县 56 35

柳州市

柳江区 62 42
柳城县 56 38
鹿寨县 60 38
融安县 56 36

融水苗族自治县 52 34
三江侗族自治县 48 32

桂林市

临桂区 60 40
阳朔县 52 35
灵川县 62 42
全州县 62 40
兴安县 62 35
永福县 56 38
灌阳县 50 33

龙胜各族自治县 48 28
资源县 50 33
平乐县 60 36
荔浦县 56 35

恭城瑶族自治县 50 33

梧州市

苍梧县 58 36
藤 县 58 35
蒙山县 50 34
岑溪市 58 35

北海市 合浦县 52 32

防城港市
上思县 50 32
东兴市 52 30

钦州市 灵山县 5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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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市 县（市、区） PM10（微克/立方米） PM2.5（微克/立方米）
浦北县 56 35

贵港市
平南县 58 35
桂平市 58 36

玉林市

容 县 58 35
陆川县 58 36
博白县 58 36
兴业县 58 36
北流市 60 39

百色市

田阳县 56 35
田东县 58 34
平果县 56 35
德保县 50 32
那坡县 48 28
凌云县 48 28
乐业县 48 28
田林县 54 32
西林县 48 28

隆林各族自治县 56 34
靖西市 50 32

贺州市

昭平县 52 33
钟山县 56 33

富川瑶族自治县 50 32

河池市

宜州区 56 35
南丹县 54 32
天峨县 52 32
凤山县 48 30
东兰县 52 30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48 30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52 30
巴马瑶族自治县 52 30
都安瑶族自治县 50 30
大化瑶族自治县 52 32

来宾市

忻城县 52 32
象州县 58 38
武宣县 5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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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市 县（市、区） PM10（微克/立方米） PM2.5（微克/立方米）
金秀瑶族自治县 48 28

合山市 58 36

崇左市

扶绥县 54 35
宁明县 52 34
龙州县 52 34
大新县 52 34
天等县 48 28
凭祥市 5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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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18 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程项目表

表表表表 1111 2018201820182018年年年年广西火电企业超低排放广西火电企业超低排放广西火电企业超低排放广西火电企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计划表改造项目计划表改造项目计划表改造项目计划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设区市设区市设区市设区市 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 机组机组机组机组
装机容量装机容量装机容量装机容量

（（（（MWMWMWMW））））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防城港 中电广西防城港电力有限公司 2# 600

2
钦州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1# 150 自备电厂

3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2# 150 自备电厂

4 贵港 中国华电集团贵港发电有限公司 1# 600

5

百色

广西田东锦鑫化工有限公司 4# 135 自备电厂

6 广西信发铝电有限公司 1# 155 自备电厂

7 广西信发铝电有限公司 2# 155 自备电厂

8 广西信发铝电有限公司 5# 360 自备电厂

9
来宾

广西方元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来宾电厂 1# 300

10 广西投资集团来宾发电有限公司 2#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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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 2018201820182018年糖厂锅炉烟气治理改造项目计划表年糖厂锅炉烟气治理改造项目计划表年糖厂锅炉烟气治理改造项目计划表年糖厂锅炉烟气治理改造项目计划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设区市设区市设区市设区市 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
锅炉规模（吨锅炉规模（吨锅炉规模（吨锅炉规模（吨////

时）时）时）时）

1 南宁 南宁糖业伶俐糖厂 75

2 南宁 农垦糖业集团金光制糖有限公司 75

3 南宁 南宁良庆冠桂糖业有限公司大塘分公司 75

4 柳州 广西凤糖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凤山糖厂 60

5 柳州 广西凤糖柳江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50

6 北海 西场永鑫糖业有限责任公司 85

7 北海 中粮屯河北海糖业有限公司 30

8 北海 中粮屯河北海糖业有限公司 35

9 北海 中粮屯河北海糖业有限公司 40

10 百色 田东南华糖业有限责任公司田东一厂 75

11 来宾 来宾东糖迁江有限公司 130

12 来宾 来宾东糖迁江有限公司 75

13 来宾 来宾东糖凤凰有限公司 75

14 来宾 来宾东糖桂宝有限公司 75

15 来宾 农垦糖业集团红河制糖有限公司 75

16 来宾 农垦糖业集团黔江制糖有限公司 75

17 来宾 来宾永鑫小平阳糖业有限公司 65

18 崇左 大新雷平永鑫糖业有限公司 120

19 崇左 中粮集团崇左糖业有限公司 85

20 崇左 东门南华糖业有限公司 85

小计小计小计小计 17171717家企业家企业家企业家企业 20202020台锅炉台锅炉台锅炉台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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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33 2018201820182018年年年年水泥行业粉磨站粉尘污染治理工程企业清单水泥行业粉磨站粉尘污染治理工程企业清单水泥行业粉磨站粉尘污染治理工程企业清单水泥行业粉磨站粉尘污染治理工程企业清单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设区市设区市设区市设区市 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生产地址生产地址生产地址

1 南宁 南宁大明山水泥有限公司 南宁市上林县澄泰乡黄泥山

2 南宁 南宁五象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南宁市江南区吴圩镇明阳光明南路 94

号

3 南宁 广西马山汉邦水泥有限公司 南宁市马山县白山镇内学村巴岩屯

4 柳州 广西鱼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市柳太路 62 号

5 桂林 桂林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西岭乡虎尾村

6 桂林 兴安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市兴安县兴安镇兴桂路

7 梧州 广西梧州市万凌水泥有限公司 梧州市万秀区钱鉴路 87 号

8 梧州 华润混凝土（梧州）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市长洲区工业园区 A 区

9 梧州 梧州市圣旺混凝土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市长洲区长洲镇龙华村上冲泗

恩 1、3 组

10 梧州 梧州市建联建筑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市长洲区龙新村里新里对面

11 北海 北海市合和兴水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北海市合浦县闸口镇南郊

12 防城港 华润水泥（防城港）有限公司 防城港市防城区茅岭乡

13 钦州 浦北县海特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钦州市浦北县乐民镇六黎工业区

14 贵港 台泥（贵港）水泥有限公司 贵港市覃塘区黄练镇黄练峡

15 贵港 广西港桥水泥有限公司 贵港市覃塘区石卡镇

16 贵港 贵港市云鹏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贵港市覃塘区覃塘镇

17 百色 田阳金百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百色市田阳县那坡镇平朴村

18 百色 田林县广龙水泥有限公司 百色市田林县利周乡

19 百色 广西平果万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百色市平果县马头镇雅龙村外板屯

20 百色 隆林天桥水泥有限公司 隆林县天生桥镇祥播村塘托屯

21 百色 田阳县狮王建材有限公司 百色市田阳县头塘镇二塘村

22 贺州 广西贺州鑫山建材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贺州市钟山县钟山镇河东路（程石路口）

23 贺州 贺州鑫峰建材物资有限公司 贺州市八步区信都镇工业区

24 来宾 忻城县红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来宾市忻城县城关镇鞍山路白沙岭

25 来宾 广西武宣东田建材有限公司 来宾市武宣县武宣镇太平路

26 崇左 扶绥新宁海螺有限公司 扶绥县新宁镇



—24 —

表表表表 4444 2018201820182018年年年年钢铁行业脱硫设施旁路取消项目表钢铁行业脱硫设施旁路取消项目表钢铁行业脱硫设施旁路取消项目表钢铁行业脱硫设施旁路取消项目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设区市设区市设区市设区市 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生产地址生产地址生产地址 治理内容治理内容治理内容治理内容

1 柳州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
柳州市北雀路

117 号
脱硫设施旁路取消

2 防城港 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
防城港市港口

区公车镇

脱硫设施旁路取消

3 贵港
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

贵港市南平中

路

脱硫设施旁路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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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2018 年区直部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
序号 责任部门 重点任务 完成时限

1
自治区发

展改革委

1、根据全区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实施计划相关内容要求，制定完成年度工作方案，并

组织实施。
2018年 4月 30日

2、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制定符合区域功能定位和国家要求的产业准入目录，严格

执行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行业准入条件，明确资源能源节约和污染物排放等指

标，严格控制“两高”项目建设，实行新（改、扩）建项目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

长期

2

自治区工

业和信息
化委

1、根据全区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实施计划相关内容要求，制定完成年度工作方案，并

组织实施。
2018年 4月 30日

2、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对未按期完成淘汰任务的地区，暂停对该地区重点行业

建设项目办理审批、核准和备案手续。
长期

3、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新增产能，进一步健全全区过剩产能台账，制定年度化解

过剩产能目标任务和工作方案，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

按阶段性目标时

间节点完成

4、对能耗高、排放大的工业企业，推动企业整体或部分重污染工序向有资源优势、

环境容量允许的地区转移或退城进园，实现装备升级、产品上档次、节能环保上水

平；对不符合产业政策要求的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以及环境风险、安全隐患

突出而又无法搬迁或转型企业，实施关停。

长期

5、负责按照产业政策规定淘汰工业行业落后生产能力和设备；把好技改项目燃

煤工业锅炉准入关；通过改善能源结构，推动新型高效、清洁的锅炉产业化工作。
长期

3
自治区公

安厅

1、根据全区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实施计划相关内容要求，制定完成年度工作方案，并

组织实施。
2018年 4月 30日

2、完善城区环路通行条件，严控重型柴油车进城。 长期

3、开展城区机动车拥堵路段排查，对经常发生拥堵的路段要制定疏导管理通行措施，

合理组织车流，科学安排路线，提高机动车平均通行速度，减少机动车怠速运行尾

气排放。

长期

4、配合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加强道路执法检查，查处机动车冒黑烟和超标排放行为。 长期

4
自治区环

境保护厅

1、负责全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综合协调，制定年度工作方案，分解目标任务，加

强督办考核。
长期

2、各设区市完成建成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工作，于2018 年 8 月底前报自治区

环境保护厅备案，有条件的市要结合城市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逐步将禁燃区范围

由城市建成区扩展到近郊和重点乡镇（街道）驻地。禁燃区内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

炉、炉窑等燃烧设施要严格按照《高污染燃料目录》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2018 年 8 月底前

3、深化钢铁、水泥、有色冶炼等行业烟气污染治理，对钢铁行业烧结机头、机尾、

高炉出铁场、转炉烟气等脱硫设施实施升级改造，露天原料场实施封闭，原料转运

设施建设封闭皮带通廊。

长期

4、对水泥企业水泥窑、粉磨设备（粉磨站）除尘系统实施提升改造，进行原料堆场

密闭化、原料高效输送改造、厂区道路硬化及保洁，实现生产、运输、装卸等各个

环节粉尘无组织排放的有效控制。积极推广糖厂蔗渣燃料锅炉清洁燃烧和烟气污染

控制新技术。

按阶段性目标时

间节点完成

5、完成钢铁行业烧结机和球团生产设备脱硫旁路取消工作。 2018年12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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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改、扩）建钢铁企业必须同步建设烟气超低排放治理设施，达到超低排放限

值要求。
长期

7、开展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源筛查、监测，建立排污单位名录，确定排放基

数。
2018年12月底前

8、推进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电子信息、合成材料、纺织印染等行业

VOCs监测工作, 重点排污单位安装、使用 VOCs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提升VOCs 环保监管能力，加强工业园区VOCS监测监控；开展重点行业VOCS专项检

查监测。

长期

9、督促指导各市开展 “散乱污”企业（作坊）集中整治，建立企业清单，制订专

项整治方案，明确整治措施和整治时限，分类施治，并将方案报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备案。

2018 年 7 月底前

10、对有色熔炼加工、铁合金、化工、陶瓷、铸造、轧钢、耐火材料、碳酸钙粉体、

石灰窑、砖瓦窑、废塑料、石材加工、水泥粉磨站、混凝土搅拌、中药材硫磺熏制、

矿山开采，以及涉及涂料、油墨、胶粘剂、有机溶剂等使用的印刷、木材加工等小

型制造加工企业（作坊）进行规范整治，逾期达不到整治要求的，由当地政府依法

予以取缔，2018年 12月底前完成 50%以上“散乱污”企业（作坊）整治。

2018年12月底前

11、扩大重点污染源监控范围，对全区重点行业排污单位自动监控设施建设运行情

况进行全面排查，未安装自动监控设施的排污单位必须于2018 年底前全部完成在线

监控设施建设并与环保部门联网。加强第三方运维单位监管，确保自动监控数据准

确可信。

2018年12月底前

12、严格执行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严把外地转入车辆审查关，继续推进老

旧车淘汰，通过出台提前报废奖励政策等措施鼓励车主提前报废老旧车，加强老旧

车尾气排放检测监管。

按阶段性目标时

间节点完成

13、与公安部门合作，加强道路执法检查，查处机动车冒黑烟和超标排放行为。 长期

14、加强自治区和设区市机动车污染监督管理能力建设，完善机动车排污监控平台。

加强机动车环保检测机构的监管，规范机动车环保检测，推动建立检测/维护（I/M）

制度，严厉查处检测机构弄虚作假为环保不合格车辆出具合格报告的行为。

长期

15、推进各设区市遥感监测及网络平台建设，有条件的设区城市2018 年底前要在入

城主要道口安装遥感监测设备，建立网络监控平台，对遥感监测发现车辆超标排放

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并溯源车辆制造企业、排放检验机构、所属运输企业、注册

登记地等，对于问题突出的相关企业，实施多部门联合惩戒，依法责令相关企业限

期整改。

按阶段性目标时

间节点完成

16、加强秸秆禁烧管控，建立网格化监管机制，落实市、县、乡、村四级责任体系，

加大巡查和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查处露天焚烧秸秆行为。强化秸秆禁烧宣传教育，

运用多种宣传方式广泛宣传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意义，转变群众焚烧秸秆的旧观

念、旧习惯，使不烧秸秆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长期

17、督促各地加强对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的管理，制定烟花爆竹禁燃放限放严控方

案，划定烟花爆竹禁售、禁放区域，建立禁限放的常态化管理机制。广泛开展禁燃

禁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群众以不燃放烟花爆竹的实际行动参与大气污

染防治。

长期

18、修订、完善自治区、各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统一全区预警分级标准，组织

相关部门按照重污染天气响应级别因地制宜编制辖区具体企业限产或停产、工地停

工、机动车限行、道路扬尘控制、秸秆禁烧等应急减排清单（对已完成超低排放改

按阶段性目标时

间节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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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并实现超低排放的企业不再纳入应急减排清单），细化管控措施，督促相关重点

排污企业制定可执行、可操作的“一厂一策”污染天气应对实施方案和管控措施，

将各项任务细化并落实责任，做到可量化、可考核、可追责。各市于2018 年 8 月底

前将新修订的应急预案报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备案。

19、深化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加强城市间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及重污染

应急预警联动。加强空气质量会商研判和预警，完善环保、气象部门联合会商预报

机制，做好污染过程监测预报预警技术服务,为大气污染治理和重污染天气应对决策

提供技术支撑。加大应急响应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未按规定落实应急措施

的，依法严格追究责任。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实施后评估。

长期

6

自治区住

房城乡建

设厅

1、根据全区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实施计划相关内容要求，制定完成年度工作方案，并

组织实施。
2018年 4月 30日

2、推进建筑施工企业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强化施工扬尘的防范和整治，所有建筑

工地应全面设置封闭式围挡，裸露土方和堆放物料必须实施覆盖，工地出入口、场

内道路实施硬化并及时清洗，工地出入口设置车辆冲洗平台确保车辆洁净后上路，

土方施工实行湿法作业，禁止施工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对不按相关要求落实扬

尘防治措施的工地视情况责令限期整改或停工整顿。

长期

3、严格规范渣土、石料、混凝土等物料运输车辆管理，防止运输过程中出现撒漏，

采取密闭运输、安装定位系统，按规定时间及路线运输并在指定地点消纳处置，严

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开展渣土车等物料运输车辆的清理整顿，清理无牌照、无资

格的运输车辆。全面清理清洗城市区域主次干道及城乡结合部道路积土积尘，实行

定期清扫、定时洒水制度，污染严重路段要采取高压冲洗等方式彻底清理路面污染

物；对乡村土路与交通主次干道结合部实施硬化处理，防止泥土粘带。城区道路施

工要严格落实洒水、喷雾等湿式作业措施，及时回填开挖路面。推进城市环卫保洁

市场化，引进有资质、有业绩、有实力的专业环卫保洁公司参与城市保洁工作。

长期

4、城市建成区的餐饮服务经营场所全部使用燃气、电等清洁能源，或安装高效油烟

净化设施；开展城区露天烧烤摊点的集中整治，在露天烧烤中大力推广无烟烧烤设

备，全面取缔造成污染的露天烧烤，实现“合理布局、集中管控”。

2018年12月底前

5、严格执行《广西乡村清洁条例》，加强城市建成区及周边区域露天焚烧生活垃圾、

枯枝落叶监管，及时清运农村生活垃圾，大力推行垃圾分类收集处理。
长期

7
自治区交
通运输厅

1、根据全区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实施计划相关内容要求，制定完成年度工作方案，并

组织实施。
2018年 4月 30日

2、配合相关部门完善城区环路通行条件，明确国三（含）标准以下柴油车辆禁限行

区域、路段以及绕行具体路线，严控重型柴油车辆进城。
2018年12月底前

3、配合有关部门完成道路扬尘污染防治工作任务。 长期

8
自治区农
业厅

1、根据全区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相关内容要求，制定完成年度工作方案，并

组织实施。
2018年 3月 31日

2、全面推广秸秆还田、秸秆制肥、秸秆饲料化、秸秆能源化等综合利用模式，加快

建立秸秆收运体系。
2018年12月底前

9
自治区商

务厅

1、根据全区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实施计划相关内容要求，制定完成年度工作方案，并

组织实施。
2018年 4月 30日

2、深入推进油品储运销油气回收治理，新建加油站、油库以及新购油罐车，均须同

步配套油气回收治理设施。在原油成品油码头开展油气回收治理。

按阶段性目标时

间节点完成

3、全面推广车用尿素，2018年底前区内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沿线的加油站点全 2018年12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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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销售符合产品质量要求的车用尿素，保证柴油车辆尾气处理系统的尿素需求。

10
自治区能

源局

1、根据全区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实施计划相关内容要求，制定完成年度工作方案，并

组织实施。
2018年 4月 30日

2、加强煤炭消费控制措施，削减煤炭消费需求，制定年度煤炭消费总量削减目标，

并分解落实到县（市、区）和重点企业。重点围绕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冶炼、建材、

造纸等高耗能行业，推行能耗在线实时监测及能效对标；新增耗煤项目实施减量替

代，实行清单式管理，做到可核查、可统计。

长期

3、推动产业用气和工业园区用气，探索、推进重点企业直供气模式和分布式能源建

设，提高钢铁、石化、陶瓷等重点高耗能行业、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以及重型卡车等

长途运输工具的清洁能源应用率。

长期

4、配合完成广西投资集团来宾发电有限公司、广西方元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来宾电厂、

中国华电集团贵港发电有限公司、中电广西防城港电力有限公司4 台机组合计

1860MW超低排放改造。

2018年12月底前

11
自治区工

商局

1、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散乱污”企业（作坊）集中整治。 2018年12月底前

2、配合相关部门强化重点企业货运车辆油品质量检测。 2018年12月底前

12
自治区质

监局

1、根据全区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实施计划相关内容要求，制定完成年度工作方案，并

组织实施。
2018年 4月 30日

2、配合相关部门推进各县（市、区）建成区 10蒸吨/时及以下燃煤小锅炉整治，2018

年 8 月底前完成全区设区城市建成区35 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淘汰方案编制并

启动实施。

按阶段性目标时

间节点完成

3、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工业燃料的监管，工业用煤含硫量不得高于1.5%，工业用燃

油含硫量不得高于0.8%。
2018年12月底前

13
自治区物

价局
根据自治区相关部门意见，按照落实燃煤机组超低排放电价政策。 长期

14
自治区气
象局

加强与环保部门合作，深化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加强城市间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及重污染应急预警联动。加强空气质量会商研判和预警，完善环保、气象

部门联合会商预报机制，做好污染过程监测预报预警技术服务,为大气污染治理和重

污染天气应对决策提供技术支撑。加大应急响应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未按

规定落实应急措施的，依法严格追究责任。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实施后评估。

长期

备注：

1.各责任单位负责重点任务的安排部署、组织实施和督导落实，确保年度目标任务完成。各相关部门

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纳入自治区人民政府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范畴。

2.各地政府具体负责重点任务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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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自治区有关部门名单

自治区应急办、监察厅、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

教育厅、科技厅、公安厅、财政厅、国土资源厅、住房城乡建

设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农业厅、商务厅、工商局、质监

局、安全监管局、能源局、糖业发展办、气象局、农机局、供

销社，广西海事局，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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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