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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鸡西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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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直属单位：

《鸡西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业经 2024年

6 月 14 日市政府十六届第 39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

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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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1.1编制目的

为及时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最大限度降低重

污染天气造成的危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制

定本预案。

1.2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环

境保护部印发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编制指南》

（环办〔2013〕504号）、《黑龙江省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修订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办大气函

〔2018〕875号）、《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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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夯实应急减排措施的指导意

见》（环办大气函〔2019〕648号）、《黑龙江省

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深入打好重污染天

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

行动方案的通知》（黑环发〔2022〕64号）、《生

态环境部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重污染天气应对机

制的指导意见》（环大气〔2024〕6号）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鸡西市行政区域内重污染天气应

急处置工作。不适用于沙尘天气和臭氧污染。

1.4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坚持以人为本，

把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作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

出发点，加强空气质量监测预测和大气污染源监

控，切实预防发生重污染天气，尽可能减轻重污染

天气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最大程度保障公众健康。

（2）属地管理，统一领导。县（市）区政府

在市政府统一指挥下，具体负责所辖行政区域内重

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按照大气污染程度，市政府统筹实施区域预警、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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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预警，及时响应。及时准确把握空

气质量和气象条件变化情况，科学预警并及时有效

应对重污染天气，建立健全重污染天气监测、预报、

预警、响应体系。

（4）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加强部门协调联

动，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充分发挥各自专业优

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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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增

强公众自我防护意识、参与意识。

1.5预案体系

全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体系包括本预案、市

级有关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预案）、县

（市）区政府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县（市）区有

关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预案）、企事业

单位“一厂（企）一策”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

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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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2.1领导机构与职责

市污染防治行动联席会议负责全市重污染天

气预警与应急处置工作。当发生或即将发生重污染

天气时，市污染防治行动联席会议即转为市重污染

天气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市应急指挥部）。

总 指 挥：市政府分管副市长

副总指挥：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生态环境局局

长

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市

发改委、市教育局、市工信局、市公安局、市财政

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农业农村局、市

商务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城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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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运输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气象局、市融媒

体中心、鸡西供电公司、县（市）区政府。

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应急工作方

针、政策，认真落实市政府有关应对重污染天气工

作的部署和要求。

（2）建立和完善重污染天气预警机制，组织

实施本预案。

（3）组织制定重污染天气处理措施。

（4）组织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和响应工

作，对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

（5）统一协调应急救援工作，指导县（市）

区政府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部署全市预

防重污染天气宣传教育工作。

2.2办事机构与职责

市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负责综合协调等日

常工作。主任由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兼任，副主任由

市生态环境局分管副局长担任，办公地点设在市生

态环境局。

职责：

（1）负责贯彻落实市应急指挥部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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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责组织协调市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和

相关县（市）区政府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

跟踪事态变化和应对情况，做好新闻报道和舆情处

置工作。

（3）负责组织重污染天气形势研判及预警信

息发布，组建和完善重污染天气预警和应急指挥系

统，会同市气象局预测重污染天气可能影响区域及

发展趋势，对可能持续较长时间的区域发出警告并

定期定点进行检测和控制。

（4）负责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各类信息

收集、汇总、上报等工作。

（5）牵头组织制定、修改本应急预案，组织

预案演练。

（6）组建重污染天气专家组，主要涉及环境

监测、气象气候、大气环境、能源、建设、机动车、

教育等相关专业，参与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等工

作，就应对重污染天气涉及相关问题提出对策和建

议。

（7）承办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3成员单位职责

（1）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市融媒

体中心。负责协调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发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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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天气预警及响应信息，做好新闻报道和舆论引

导；负责向公众宣传健康防护、减排措施等。

（2）市发改委。负责协调应急状态下能源保

障工作，加强与上级主管部门对接协调，加大天然

气、电等清洁能源供应。

（3）市教育局。负责指导中小学校、幼儿园

做好发生重污染天气时健康防护工作；及时汇总中

小学校停课等措施落实情况，并向市应急指挥部办

公室报告。

（4）市工信局。负责督导应急响应区域内工

业企业落实重污染天气工业企业减（停）产措施。

（5）市公安局。负责制定重污染天气机动车

限行预案，指导督促实施机动车限行措施；会同市

应急管理局指导督促实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措施；

及时汇总高速公路受重污染天气影响情况及执法

监督情况，并向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6）市财政局。负责重污染天气市级应对工

作经费保障。

（7）市生态环境局。承担市应急指挥部办公

室日常工作；负责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和信息发

布，会同市气象局建立重污染天气预警会商制度，

做好重污染天气预警预报工作；根据不同预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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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环境执法检查，指导县（市）区拟定在不同预

警等级下需要限产、停产的工业企业名单；及时汇

总县（市）区、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对重污染天气工

作情况，并向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8）市住建局。负责制定重污染天气建筑工

地控制应急实施方案；负责督促县（市）区加强对

建筑施工扬尘的监管；及时汇总应急期间建筑工地

扬尘监管情况，并向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9）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督促县（市）

区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固化压块及秸秆

机械化还田工作。

（10）市应急管理局。负责指导督促县（市）

区做好职责范围内的重点污染企业临时停产、限产

时的安全生产工作；协同市公安局指导督促县（市）

区实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措施。

（11）市市场监管局。负责指导督促县（市）

区市场监管部门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对商品煤和成

品油产品质量的监督。

（12）市城管局。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

负责开展对露天烧烤等行为的执法检查。督促县

（市）区加强对渣土运输处置扬尘的监管，加强城

市道路机械化清扫（冲洗）保洁作业；及时汇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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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期间强化渣土运输处置扬尘以及道路机械化清

扫（冲洗）保洁作业情况，并向市应急指挥部办公

室报告。

（13）市商务局。会同市生态环境局指导督促

县（市）区加强对加油站、储油库油气回收设施监

督检查。

（14）市交通运输局。负责提高公共交通运输

能力；出现重污染天气时，按照公安部门机动车限

行措施，及时限行或封闭高速公路，确保交通安全。

（15）市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医疗救治和疾

病预防控制工作，宣传防病知识和救助常识，科学

指导公众提高防护能力。

（16）市气象局。负责全市大气环境气象条件

监测、预报及信息发布工作；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做

好重污染天气预报工作；指导县（市）区根据天气

条件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17）鸡西供电公司。负责做好全市发电用电

平衡工作基础上，依据限产、停产企业名单，对相

关企业实施限产或停产；及时汇总机组停产、限产

情况，并向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18）县（市）区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当地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按照上级预警信息和当地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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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定期更新应急减排

项目清单。向社会公开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以及应

急减排项目清单，公布举报电话、网络举报途径等，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监督。

2.4县（市）区重污染天气应急组织机构

县（市）区政府参照市重污染天气应急组织机

构和职责，根据实际情况成立相应的应急组织机

构。

2.5专家组职责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组建专家组，参与重污染天

气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及总结评估，针对应对

重污染天气涉及关键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为重污

染天气应对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和建议。

3.预防与预警机制

3.1监测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报应当整合空气质量和气

象监测资源，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空气污染物监测，

市气象局负责开展空气污染气象条件分析。

3.2预报

建立健全市生态环境局、市气象局联合会商预

报机制，根据气象条件和污染物排放状况，每日对

环境空气质量进行预测预报，遇重污染天气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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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商预报频次，及时向市应急指挥部报告监测结

果，并不断拓展信息发布渠道，便于公众及时知晓

防范。

3.3预警分级标准

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统一采用空气质量

指数（AQI）日均值为指标，AQI日均值按连续 24

小时（可以跨自然日）均值计算，依据环境空气质

量预测结果，综合考虑空气污染程度和持续时间，

将重污染天气预警分为 3个级别，由轻到重依次为

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

黄色预警：预测 AQI日均值>200或 AQI日均

值>150持续 2天（48小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高

级别预警条件。

橙色预警：预测 AQI日均值>200将持续 2天

（48 小时）或 AQI 日均值>150 持续 3 天（72 小

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红色预警：预测 AQI日均值>200将持续 3天

（72 小时）及以上，且 AQI 日均值>300 持续 24

小时及以上。

3.4预警发布、调整与解除

3.4.1预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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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市应急指挥部具体负责全

市重污染天气预警发布，接到省重污染天气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发送的预警通知后，市应急指挥部根据

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发布预警信息、启动本预案及

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1）当预测到未来空气质量可能达到相应级

别预警启动条件时，原则上应提前 48小时以上发

布预警信息。

（2）如遇特殊情况未能提前 48小时以上发布

预警信息，应当通过实时会商，判断满足预警条件，

立即发布预警信息。

（3）当监测 AQI达到严重污染级别，且预测

未来 24小时内空气质量不会有明显改善时，应根

据实际污染情况尽早启动相应级别预警。

预警信息须明确预警级别、启动时间、应急响

应区域范围、响应级别和响应措施等内容。

3.4.2预警发布程序

预警信息由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预警建

议，经市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审核同意，报请市政

府分管领导批准后，由市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通过

预警信息发布平台统一对外发布或者宣布解除。

3.4.3预警级别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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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警信息发布后，由于气象条件等因素

发生变化，经会商认为需要升高或降低预警级别

的，按照预警发布程序调整预警级别。

（2）当预测发生前后两次重污染天气，且间

隔时间未达到 36小时，应按一次重污染天气从高

等级发布预警。

（3）根据污染严重程度，市应急指挥部办公

室可以提高 1个预警级别报请发布预警信息。

3.4.4预警解除程序

当预测或监测空气质量改善到轻度污染及以

下级别，且预测将持续 36小时以上时，市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应按照预警发布程序解除预警。

4.应急响应

4.1分级响应启动条件及程序

4.1.1分级响应启动条件

应急响应级别与预警级别相对应，实行 3级应

急响应。即：当发布黄色预警时，启动Ⅲ级应急响

应；当发布橙色预警时，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当发

布红色预警时，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4.1.2分级响应启动程序及要求

预警信息发布后，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向市

应急指挥部提出启动应急预案及相应级别应急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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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议，经市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审核同意，报请

市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决定启动应急预案及相应级

别应急响应，按程序以市应急指挥部名义下发启动

应急预案及应急响应通知，并向市委、市政府、省

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通知相关县（市）区政府、

各成员单位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设定的应急响应措

施。相关县（市）区政府、各成员单位在接到指令

后，按照各自职能和处置规程立即组织开展应对工

作，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共同实施应急处置行动，

并及时向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应急响应措施

落实情况。

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本行业应急响应措施实施

的组织管理，并进行督导检查。县（市）区政府要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组织本辖区乡镇（街道）和所

属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应急响应措施，并进行督导检

查。

4.2响应措施

响应措施主要包括健康防护措施、建议性污染

减排措施和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市应急指挥部应

当根据实际需要，采取一种或多种措施进行应急响

应，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前提下，鼓励采取更加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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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实施高级别应急响应，并

明确启动响应的时间、范围、通知方式、监督内容

等。

全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

机物等主要污染物在黄色、橙色和红色预警级别的

减排比例应分别达到 10%、20%、30%以上。根据

本地污染物排放构成，可内部调整二氧化硫和氮氧

化物的减排比例，但二者减排比例之和不应低于上

述总体要求。发布预警信息后，县（市）区政府、

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相关企业应立即按照本预

案和各自应急预案或者重污染天气应急“一厂（企）

一策”实施方案采取相应响应措施。

4.2.1Ⅲ级应急响应

当发布黄色预警时，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由市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分别组织实施健康

防护措施：

（1）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

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

动，一般人群应减少户外运动和室外作业时间。

（2）幼儿园、小学、中学等学校停止户外体

育课和运动会等活动。

实施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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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

机动车上路行驶。

（2）生产过程中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事业单

位、各类工地等，自觉调整生产工期，在达到应急

减排要求基础上，主动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实施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1）环卫部门采取“湿法作业+吸尘式清扫”

等模式，在常规作业基础上对主干道和易产生扬尘

的路段增加保洁作业。

（2）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督导除特殊需要外

的矿山、砂石场、白灰场等停止露天作业，砖瓦窑

厂实施错峰生产。

（3）生态环境部门指导各地拟定在不同预警

等级下需要限产、停产的工业企业名单，落实减排

措施，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全社会颗粒物、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减排比例达到

10%以上（可内部调整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减排比

例，但二者减排比例之和不应低于上述总体要求），

及时汇总各地、各部门和单位相关工作情况，并向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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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信、生态环境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加

大对涉气工业企业督导检查频次，确保大气污染防

治设施高效运转，达标排放。

（5）县（市）区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督导纳

入应急减排清单的污染源，实施重污染天气三级应

急响应减排措施。

4.2.2Ⅱ级应急响应措施

在执行Ⅲ级应急响应措施基础上，至少落实以

下措施：

实施健康防护措施：

（1）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

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

动；一般人群减少户外活动。

（2）幼儿园、小学、中学等学校停止所有户

外课程和活动。

（3）卫生健康部门组织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对

呼吸类疾病的医疗保障、预防控制和应急值守工

作；加强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健康防护等方面科普

知识的宣传。

实施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交通运输等单位增加公共交通运力保障，鼓励

市民绿色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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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强制性控制措施：

（1）公安部门做好全市范围内低速汽车、混

凝土罐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等高排放车

辆的禁行工作；燃料种类为柴油的重型载货汽车禁

止上路行驶（特种车辆、危化品车辆和抢修抢险车

辆除外）。

（2）住建部门督导全市除抢修抢险外的各类

施工工地停止混凝土浇筑作业，两类企业（预拌混

凝土、砂浆企业）停止生产。及时汇总应急期间各

地强化建筑工地管理情况，并向市应急指挥部办公

室报告。

（3）县（市）区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督导纳

入应急减排清单的污染源，实施重污染天气二级应

急响应减排措施。

（4）生态环境部门根据不同预警等级开展环

境执法检查，指导各地拟定在不同预警等级下需要

限产、停产的工业企业名单，落实减排措施，减少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全社会颗粒物、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减排比例达到 20%以上（可

内部调整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减排比例，但二者减

排比例之和不应低于上述总体要求），及时汇总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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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各部门和单位相关工作情况，并向市应急指挥

部办公室报告。

4.2.3Ⅰ级应急响应措施

在执行Ⅱ级应急响应措施基础上，至少落实以

下措施：

实施健康防护措施：

（1）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

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

动；一般人群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2）幼儿园、小学、中学等学校采取弹性停

课措施。

（3）室外执勤、作业等人员应采取佩戴口罩

等个人防护措施。

（4）公安部门停止审批户外大型活动，通知

并督导已经得到审批的单位在重污染天气期间停

止举办户外大型活动。

（5）卫生健康部门组织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对

呼吸类疾病的医疗保障、预防控制和应急值守工

作；加强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健康防护等方面科普

知识的宣传。

实施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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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事业单位可根据空气污染情况采取错

峰上下班、调休和远程办公等弹性工作方式。

（2）交通运输等单位进一步增加公共交通运

力保障，满足公众出行需求。

实施强制性控制措施。

（1）公安部门实施过境重型载货汽车绕行疏

导措施，根据大气污染状况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

措施。及时汇总高速道路受影响情况及执法监督情

况，并向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2）县（市）区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督导纳

入应急减排清单的污染源，实施重污染天气一级应

急响应减排措施。

（3）生态环境部门根据不同预警等级开展环

境执法检查，指导各地拟定在不同预警等级下需要

限产、停产的工业企业名单，落实减排措施，减少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全社会颗粒物、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减排比例达到 30%以上（可

内部调整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减排比例，但二者减

排比例之和不应低于上述总体要求），及时汇总各

地、各部门和单位相关工作情况，并向市应急指挥

部办公室报告。

4.3区域应急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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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鸡冠区为核心管控区，鸡东县、恒山区、城

子河区、滴道区为重点管控区，密山市、虎林市、

梨树区、麻山区为一般管控区。当预测区域内多个

连片县（市）区空气质量达到启动黄色及以上预警

级别、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预警信息后，县

（市）区需按统一要求开展同步应对，落实应急预

案及减排清单的减排措施，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

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开展现场督导检查。

4.4信息报告

应急响应期间，市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应当于

每日 15时前及时将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响应措施执

行和监督落实情况向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市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综合情况后，经市应急指挥部副

总指挥审核同意，向市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市委办

公室信息科、市政府总值班室报告。市委办公室信

息科、市政府总值班室应立即向省委、省政府报告。

同时，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向省重污染天气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报告。报告内容包括重污染天气发生的

时间、污染物种类、可能持续的时间以及监督检查

等基本情况。

4.5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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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响应启动后，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当及

时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微博、微信等方

式公开有关信息。信息公开内容包括大气重污染首

要污染物、污染范围、可能持续时间、潜在危险程

度、已采取措施、可能受影响区域及需采取措施建

议等。

4.6应急终止

预警解除信息发布后，市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

可自动终止应急响应。预警解除后，市生态环境局

和市气象局要继续跟踪会商预报。

5.总结评估

在预警解除后 3个工作日内，相关县（市）区

政府、市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要将本辖区、本系统

重污染天气应对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市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

对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进行总结评估。评估报告报

送市应急指挥部和省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

6.应急保障

6.1人力资源保障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指导县（市）区、各

成员单位和相关企业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队伍建

设，提高重污染天气应对能力，确保各项预警和应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急措施严格落实。市生态环境局、市气象局要加强

专业技术人员日常培训，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应急

监测和综合分析人才。

6.2资金保障

市财政局要统筹安排资金，落实重污染天气预

警、应急系统建设和运行及应急响应工作经费，保

障预案演练、评估和修订经费，为做好重污染天气

应对工作提供财力保障。

6.3监测与预警能力保障

市生态环境局与市气象局要密切合作，建立重

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做好重污染天气过程的趋

势分析，完善会商研判机制，提高监测预警准确度，

及时发布监测预警信息。市生态环境局要按照相关

监测标准，加强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建立环境

空气质量信息发布和预警预报平台。

6.4通信与信息保障

市应急指挥部及各成员单位要建立信息通信

系统，确保应急时期信息通畅。应急期间，各成员

单位要安排人员在岗值班，保持值班电话 24小时

畅通，确保应急时有关人员和物资迅速调配到位。

6.5物资装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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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职责，配

备种类齐全、数量充足的应急仪器、车辆和防护器

材等装备，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保养，保持良好工

作状态。

7.社会监督与责任追究

7.1社会监督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及时公布重污染天气

预警级别及应急响应措施，积极引导媒体、公众等

社会力量依法、有序监督各项应急措施的落实，鼓

励媒体监督，畅通公众监督渠道。

7.2责任追究

重污染天气应对期间，市应急指挥部对预案实

施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对因工作不力、履职缺位等

导致未能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的相关县（市）区政

府、市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依法依规追究有关单

位及人员责任。对应急响应期间偷排偷放、屡查屡

犯的企业，依法责令停止生产，予以经济处罚，并

依法追究企业法定代表人法律责任。

8.预案管理

8.1应急预案演练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定期组织预案演练，编

制演练方案，明确演练目的、方式、参与人员、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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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规则以及场景等，演练后应及时进行总结评估，

提出相关程序、措施的改进建议，本预案至少每 3

年开展 1次全市预案综合演练工作。

8.2宣教培训

（1）市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充分利用报

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及信息网络，

加强预案及重污染天气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

险、自救、互救常识的宣传，及时准确发布重污染

天气事件有关信息，正确引导舆论。

（2）建立健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培训制度，

根据应急预案职责分工，制定培训计划，明确培训

内容与时间，并对培训效果进行考核，确保培训规

范有序进行。

8.3预案制定与更新

本预案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制定。县（市）

区政府、市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要根据本预案制定

本行政区、本部门和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报

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当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等发生变化，重污

染天气应急组织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时，由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对本预案进行修订，并报省

生态环境厅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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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预案生效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鸡西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印发鸡西市大气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

知》（鸡政办规〔2020〕21号）同时废止。

9.附 则

9.1名词术语

重污染天气：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

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环境空气

质量指数（AQI）大于 200，即空气质量达到 5级

及以上污染程度时的天气情况。

AQI指数（空气质量指数）：定量描述空气质

量状况的无量纲指数，AQI日均值按连续 24小时

（可以跨自然日）均值计算。

沙尘暴：地面尘沙吹起造成水平能见度显著降

低的天气现象。

10.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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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1 匡宏兴 市生态环境局 副局长 13946819698

2 贾立明 鸡西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主 任 15004650465

3 王 剑 市生态环境局 副局长 13329578668

4 张红雷 市教育局 三级调研员 13009951213

5 王海峰 市城管局 副局长 13704684277

6 王迎春 鸡西供电公司 副总经理 18182762291

7 吕国良 市石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
研究员级

高级工程师
13946847237

8 周秀丽 市生态环境局信息中心 主 任 13555047788

9 付 昌 市气象局 气象台台长 13846096237

10 张国强 市发改委 二级调研员 13946804283

11 李 季 市生态环境局 主 任 13904877749

12 王耀民 市生态环境局 科 长 18545498333

13 关圣洁 鸡西市检验检测中心 科 长 18646751226

14 李宜焕 市农业农村局 四级调研员 13846069788

15 梁庆梅 市卫生健康委 科 长 18714679663

16 许 宁 市住建局 副科长 15146768780

17 杨 海 市环卫中心 科 长 15845351707

18 张志平 市公安交警支队 副科长 19190730666

19 孙健博 市交通运输局 科 长 13104672117

20 张绍洋 市商务局 副科长 13204675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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