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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建建函〔2020〕64号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湖南省住建领域重污染天气

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

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湘政办发〔2019〕68号）相关

要求，我厅编制了《湖南省住建领域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

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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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住建领域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专项实施方案

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提高湖南省住建领域应急预防和

响应能力，最大限度减少施工扬尘、道路扬尘、违章占道经营

烧烤等污染排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编制本实施方案。

1.2 编制依据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146-2013）、《湖

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湖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等法

律、法规和有关文件。

1.3 适用范围

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内出现重污染天气时，应急响应

工作。本预案所指的重污染天气，是指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

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AQI大于200，

即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五级（重度污染）及以上程度的大气污染。

因沙尘造成的重污染天气，参照沙尘天气相关要求执行，不纳

入本预案范畴。

2．组织机构及职责

2.1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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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州）、县（区）三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分别成立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由厅长任组长，分管副厅

长任副组长，建筑管理处处长、城市建设处处长、城市管理和

执法监督局局长、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站长、各市州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等为成员。各市（州）、县（区）

参照成立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2.2 机构职责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贯

彻落实省指挥中心的批示和部署；负责住房城乡建设领域重污

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编制与修订；负责住房城乡建设

领域重污染天气应急协调工作；负责指导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

门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开展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组织开展重污

染天气应急演练、培训、宣传等工作；及时总结评估应急响应

期间各项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效果，并报告省指挥中心办公室。

各市（州）县（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工

作领导小组应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完善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污

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及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并负责组

织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

工地扬尘控制、城市道路扬尘控制、违章占道经营烧烤（餐饮）

实施方案，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室外建筑工地喷

涂粉刷、房屋立面整治、市政道路桥梁涂刷作业等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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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

工项目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和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等重型

车辆管控措施，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对建筑垃圾、

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的执法检查力度；对各项措施落实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应急响应终止后及时总结评估应急响应期间各项

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效果，并报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重污染天气

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3．预警分级

以 AQI日均值为指标，按连续 24小时（可以跨自然日）均

值计算，按照环境质量预测结果、空气污染程度、重污染天气

持续时间等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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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黄色预警：预测 AQI 日均值＞200将持续 2 天（48小

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3.2 橙色预警：预测 AQI 日均值＞200将持续 3 天（72小

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3.3 红色预警：预测 AQI 日均值＞200将持续 4 天（96小

时）及以上，且预测 AQI日均值＞300将持续 2天（48小时）

及以上；或预测 AQI日均值达到 500。

4．应急响应

4.1 响应分级及启动

与预警等级相对应，实行三级应急响应。当发布黄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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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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预警或区域联动预警发布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重污

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或各级相关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

小组应按照各自职责，迅速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落实应急

值守制度，做好应急人员、车辆、设备、物资的调度，采取相

应措施并抓好落实。

4.2Ⅲ 级响应措施

4.2.1根据省指挥中心办公室指导意见落实各项应急响应措

施。

4.2.2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4.2.2.1 施工工地增加洒水降尘频次，加强对产生扬尘的作

业和工序管理，缺少进出车辆自动冲洗功能的工地停止材料运

输；

4.2.2.2 根据道路积尘情况，适时延长道路清扫、冲洗保洁

时间。

4.3 Ⅱ级响应措施

4.3.1根据省指挥中心办公室指导意见落实各项应急响应措

施。

4.3.2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在Ⅲ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采取强化措施，进一步降低污

染物排放：



— 6—

4.2.2.1停止非环保型渣土车运输作业。

4.3.2.2适时延长道路清扫、冲洗保洁时间；

4.4 Ⅰ级响应措施

4.4.1根据省指挥中心办公室指导意见落实各项应急响应措

施。

4.4.2配合省指挥中心派出现场工作组和技术力量，赴相关

市州督促指导应急响应工作。

4.4.3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在Ⅱ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采取强化措施，进一步降低污染

物排放：

4.4.3.1停止室外建筑工地喷涂；

4.4.3.2停止市政道路桥梁涂刷；

4.4.3.3停止拆除工程拆除作业；

4.4.3.4停止拆除垃圾转运作业，覆盖尚未清运的拆除垃圾。

5．响应级别调整或终止

应急响应期间，根据预警级别调整，及时提升或降低应急

响应的级别，提高应急响应的针对性。当预警解除信息发布后，

应急响应自动终止。

6．总结评估

应急响应终止后需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情况进行总结、

评估。相关市州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

组要立即将本行政区域内重污染天气应对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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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在收到相关市州应对

情况报告后立即将总结评估报告上报省指挥中心。总结评估报

告应包括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启动情况、采取的措施、取得的

成效、发现的问题、污染物应急减排比例等，并针对存在的突

出问题提出改进措施等。

7．应急保障

7.1人力资源保障

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队伍建设，各市（州）住建、城管部

门应明确专门人员负责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提高应对重污染

天气的组织、协调、实施和监管能力，确保在重污染天气预警

期间，能迅速参与并完成各项应急响应工作。

7.2装备器材保障。

扬尘防治责任单位按照属地应急方案内容，负责购置储备

应急装备器材，做好有效应对。

7.3资金保障

根据《湖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湘政办发〔2019〕68

号文件规定：各级财政部门要统筹安排专项资金，落实重污染

天气预警和应急指挥系统建设、运行和应急响应工作经费，为

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提供财力保障。

7.4纪律监督保障。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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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负责指导县（区）级应急小组的工作，对辖区责任单位响应

应急预警、落实应急措施进行督查，依据《湖南省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处罚责任单位；对工作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管理部

门，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抄送：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