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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托克前旗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2024年版）修订解读

一、修订背景和必要性

2024年 1月 23日，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重

污染天气应对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了

优化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规则、规范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强化

区域应急联动、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效果评估等要求。2024年 2

月 22日，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印发《关于严格落实生态环

境部<关于进一步优化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的指导意见>相关要

求的通知》（内环办〔2024〕25 号），对旗区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修订提出具体要求。

2016 年，我旗正式发布出台了《鄂托克前旗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以下简称《应急预案》)，并于 2021 年 5 月对《应急

预案》进行了修订。《指导意见》对应急响应规则以及区域应急

联动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我旗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工作

实际，需对《应急预案》进行再次修订，保持与《指导意见》的

一致性，落实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要求。

二、主要内容

《预案》包含总则、组织机构、监测与预警、应急响应、保

障措施、预案管理、责任追究、附则、附件等 9个方面内容。

（一）总则。涵盖了编制目的、编制依据、适用范围、预案

体系、工作原则五个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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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机构。设立了旗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总指挥

由旗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副旗长担任。

（三）监测与预警。要求生态环境、气象部门做好数据收集

处理，为预报、会商、预警提供决策依据。统一预警分级为黄色

（Ⅲ级）、橙色（Ⅱ级）和红色（Ⅰ级）三级预警，实现了国家、

自治区、市、旗预警分级协调一致。明确了预警发布、预警级别

调整与解除、预警审批等规定。

（四）应急响应。明确了应急响应分级、应急响应启动、应

急响应措施等内容。对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期间采取的健

康防护措施、倡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进行细

化完善，确保预警期间各项措施有效可行。

（五）保障措施。明确了经费、物资、安全、预报预警能力

保障措施。

（六）预案管理。明确了预案宣传、培训、备案要求。

（七）责任追究。要求加强对各镇、各相关部门履职情况的

监督，对应对重污染天气工作不利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

（八）附则。规定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预案同时废

止。

（九）附件。包括了应急指挥部组成人员名单、应急响应职

责清单、预警工作流程图、预警信息发布审批（样表）。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调整了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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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适用范围按照《指导意见》要求进行了调整，明确因沙

尘、山火、局地扬沙、国境外污染传输等不可控因素造成的重污

染天气，各级政府应及时向社会发布健康提示信息，引导公众采

取健康防护措施。

（二）调整了预警分级标准

预案预警分级标准按照《指导意见》要求进行了调整，提高

了了启动预警门槛标准，黄色预警标准调整为预测日 AQI>200

或日 AQ1>150持续 48小时及以上乍原则:到高级别预警条件时:

色预警标准调整为预测日 AQI>200 持续 48 小时或日 AQI>150

持续 72 小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时;红色预警标

准调整为预测日 AQI>200 持续 72 小时且日 AQI>300 持续 24

小时及以上同时，预警信息发布时间从提前 24小时发布调整为

48 小时为各级各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提供充足准备时间，确保在

重污染过程来临前各项应急响应措施落实到位。

（三）明确了旗区应急联动预警程序

按照自治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要求，配合进行应急联动，

明确了旗区级预警程序，增加当自治区政府（或自治区应急指挥

部）发布的应急联动区域预警信息涉及我旗时，由旗区人民政府

（或旗区应急指挥部）同步发布预警信息，按预警级别启动应急

响应，并执行相应级别应急响应措施。

（四）规范了应急响应措施

1.根据《指导意见》中“根据不同污染物造成的重污染天气，

采取差异化应对措施”相关要求，对“因细颗粒物(PM2.5)污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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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污染天气”和“因臭氧(O3)污染造成的重污染天气”提出了不

同的措施要求，

2.根据《指导意见》中“因细颗粒物(PM2.5)污染造成的重污染

天气，应严格按照大气法第九十六条有关规定积极应对，应急减

排措施应严格按照生态环境部有关技术指南制定，将企业停限产、

机动车限行、工地停工等管控措施纳入“因细颗粒物(PM2.5)污染

造成的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应对措施范围。

3.根据《指导意见》中“因臭氧(O3)污染造成的重污染天气，

应及时向社会发布健康提示信息，同时加强对挥发性有机物

(VOCs)和氮氧化物(NOx)排放源的日常监管”的要求，补充了“因

臭氧(O3)污染造成的重污染天气”需采取的健康防护倡议性污染

减排以及强制性管控措施

4.完善了差异化减排措施。根据《应急预案》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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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要求，提出“实施分级分类管控，对达到环保绩效 A级标准的企

业，原则上不强制采取停产或限产措施；对达到环保绩效 B 级

标准的企业，减少采取停产或限产措施；对污染治理水平低的工

业企业，加大应急减排力度”。原则上不对电厂、居民供暖锅炉

房、小微涉气企业等采取停限产措施，严格审批重点建设项目、

保障民生、城市正常运转或涉及国家战略性产业的工业企业等保

障类企业，在满足环保要求的前提下，允许其进行保障任务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