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空气质量改善进位行动细化措施实施方案

为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迅速、彻底扭转大气污染防治被动局面，

按照《陕西省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7年）》《咸阳

市 2023年空气质量改善进位行动方案》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

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按照省委十四届三次全会和市委八届三次全会部署要

求，聚焦“企煤车尘燃”综合治理及臭氧污染防治 6个方面，对标《咸阳

市 2023年空气质量改善进位行动方案》，强力推进市生态环境局牵头

及配合的 37项重点工作任务落实，以更实举措更高标准深入打好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战。通过努力，力争完成 PM2.5年均浓度不超过 49微克

/立方米，优良天数不少于 244天的考核任务，空气质量在全国 168个

重点城市排名较 2022年前移。

二、重点任务

（一）深入实施企业污染系统治理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daqiwuranzhili/


1.严格项目准入。严禁新、改、扩建钢铁、焦化、电解铝、氧化铝、

石化、煤化工、水泥、玻璃、砖瓦、陶瓷、铸造、岩棉、橡胶等行业项

目（污染治理提升类项目除外），严禁新增煤电（含自备电厂）装机规

模。2023年 3月起，市区及周边 25公里范围内审批新、扩建涉气重点

行业企业时，企业应达到环保绩效 A级水平（绩效引领性水平），其他

区域必须达到环保绩效 B级及以上水平。与市发改委、市行政审批局建

立项目准入联动机制，确保准入政策执行到位。

责任领导：薛扬

牵头单位：环评科

责任单位：各分局

2.加快橡胶行业绩效升级。对接市工信局，按照确定的橡胶企业保

留名单，2023年 3月底前，对保留橡胶企业治污设施现状逐一现场核

查，对治污设施达不到 A级绩效水平的橡胶企业，责令停产整治；对治

污设施满足 A级绩效水平的橡胶企业，加强绩效升级技术帮扶指导，力

争 2024年 12月底前成功创建 A级企业或达到 A级企业标准。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大气办



责任单位：秦都、高新、兴平分局

3.加快铸造行业治污设施升级改造。对接市工信局，按照确定的铸

造企业保留名单，加强行业治污技术指导，2023年 10月底前，对标应

急绩效 B级及以上标准完成治污设施升级。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大气办

责任单位：武功、高新、兴平分局

4.加快企业治污设施升级改造。深入开展“创 A、增 B、减 C、清 D”

绩效升级行动，2023年 4月 15日前，确定重点行业企业治污设施绩效

升级改造企业名单，4月底前，组织召开全市重点行业企业治污设施绩

效升级推进会，督导各企业制定治污设施升级改造计划。聘请行业专家

开展指导帮扶，现场核查，坚持对企业治污设施升级改造实行月调度。

2023年 10月底前，市区及周边 25公里范围内和其他区域 40%重点行

业企业达到 B级及以上环保绩效水平；秦都区、渭城区、乾县、泾阳县、

咸阳高新区争创 20家 B级及以上应急绩效企业（秦都区 4家、渭城区

3家、乾县 4家、泾阳县 4家、咸阳高新区 5家），其他县市区各争创

1—2家。



5.全面推进商混企业绩效升级。按照《关于开展商混站环保绩效升

级和加强保障类工程车辆管理工作的通知》（咸环委办函〔2023〕14

号）要求，联合市住建局指导帮扶商混企业对标绩效引领性指标要求全

面实施升级改造，2023年 9月底前，力争通过引领性企业绩效评级。

2023年 10月起，全市商混站未评定为引领性绩效企业的，重污染天气

应急和污染天气管控期间停产。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大气办

责任单位：各分局、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6.开展低效治污设施排查整治。2023年 4月底前，完成对企业治污

设施摸底排查。2023年 10月底前，对采用除尘脱硫一体化、简易碱法

脱硫、简易氨法脱硫脱硝、湿法脱硝等低效治理技术的企业，全部安装

在线监测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大气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责任单位：各分局



7.加快重点项目建设。2023年 10月底前，冀东海德堡（泾阳）水

泥完成一号线 SCR脱硝升级改造。

责任领导：王文东

牵头单位：泾阳分局

8.工业炉窑整治提升。配合市砖瓦行业整改专班，对技改保留黏土

砖瓦企业进行核查验收。开展工业炉窑专项执法检查行动，严格按照《咸

阳市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深入推进工业炉窑整治提

升，2023年 12月底前，完成治污设施提标治理。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大气办

责任单位：各分局、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9.巩固燃煤锅炉拆改成效。禁止审批新建燃煤锅炉。严禁“煤改气”

后燃煤锅炉违规复烧。

责任领导：薛扬、刘鲲

牵头单位：环评科、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责任单位：各分局

10.推进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深度治理。推动生产经营类燃气锅炉实施

低氮燃烧改造，将氮氧化物控制在 30毫克/立方米。对生产经营类燃气

锅炉排放情况进行摸底排查，2023年 4月底前确定低氮燃烧改造企业

名单，督导各企业制定深度治理改造计划，2023年 10月底前完成改造。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大气办

责任单位：各分局、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11.坚持对排放大户实行“日控月考”。对排放大户精准核算、压减排

放、优化措施，最大程度压减排放量和排放浓度。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责任单位：大气办、各分局

12.实施重点行业错峰减排。2023年 9月底前，按照部省要求修订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及应急减排清单。秋冬季期间，对重污染天气应急



响应期间短时间内难以停产的铸造、陶瓷、岩棉、砖瓦、石灰、再生铝

等行业企业，实施轮流停产减排。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大气办

责任单位：各分局

13.完善信息监管体系。2023年 5月底前，投用市智慧环保指挥中

心。

责任领导：赵永刚

牵头单位：市宣教信息中心

责任单位：局直属有关单位

14.建立高效调度指挥体系。积极对接市住建局和市城管执法局，

2023年 5月底前，市智慧环保指挥中心整合企业、工地、渣土车等信

息监管系统，建立高效调度指挥体系。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15.全面推进用电监管。2023年 4月底前，建立非重点涉气排污企

业用电监管设施安装名单，明确实施计划，2023年 12月底前，非重点

涉气排污企业用电监管全覆盖，全部实行“环境码”监管。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责任单位：各分局

16.常态化开展无人机走航监测。实时发现污染高值问题，并交办辖

区解决。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大气办

责任单位：各相关分局

17.严查重处重大环境事件。督促企业严格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大

环保投入，完善治污设施，加强环境管理，定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

保稳定达标排放。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责任单位：各分局

18.完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联席会议制度。强化多部

门联合查办机制，从严打击擅自停运治污设施、偷排超排和弄虚作假等

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环境违法行为；

责任领导：师曼莉

牵头单位：法规科、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责任单位：各分局

19.开展在线监测设备专项执法。聘请第四方机构，对在线监测设备

开展核查，对弄虚作假的排污单位、第三方机构及其责任人，依法从严

追究责任。对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的责任人严肃追究。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责任单位：各分局，法规科

（二）深入实施燃煤污染治理



20.推进禁燃区划定。2023年 10月底前，将市区和南六县市全域及

北五县市城镇周边划定为Ⅲ类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禁止销售、使用高污

染燃料（35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火力发电企业及水泥、砖瓦等原料

煤使用企业除外）。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大气办

责任单位：各分局（不涉及高新、经开）

（三）深入实施机动车污染综合治理

21.加强非移机械监管。完善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化监管，与住建局、

城管执法、市场监管、交通、水利等部门建立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联动

机制，对企业、工地在用非移机械实行动态管理，严禁使用不达标非移

机械。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市机动车排气检测中心

责任单位：各分局



22.强化企业内部运输车辆管控。2023年 3月底前，对企业内部运

输车辆进行摸底排查，建立管理台账。会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推动企业

内部国三及以下柴油车辆淘汰，确保 2023年 10月底前全面完成淘汰

任务。市区和兴平市工业企业场内现有运输车辆逐步更换为新能源车，

新增车辆全部为新能源车。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市机动车排气检测中心

责任单位：各分局

23.加快实施新能源替代重点项目。2023年 10月底前，全面完成泾

阳中昊建材矿山区域运矿车辆新能源替代，完成泾阳冀东水泥矿山区域

运矿车辆 30%新能源替代。

责任领导：王文东

牵头单位：泾阳分局

24.提高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2023年 4月底前，完成火电、煤

炭、水泥行业企业及大宗货物运输量在 100万吨以上的企业、物流园区

的运输现状摸排，督导相关企业、物流园区制定提高清洁运输比例的计

划，确保 2023年 12月底前清洁运输比例得到提升。



25.推进重点用车企业门禁系统安装。2023年 4月底前，确定日载

货车辆进出 10辆次及以上的涉及大宗物料运输企业名单，加强帮扶指

导，确保 2023年 12月底前，全部安装门禁系统。

26.协同推进运输源头管控。积极对接市发改委、市交通运输局、市

工信局、市煤炭工业局等部门，新建或迁建煤炭、矿石等大宗货物年运

量 150万吨以上的物流园区、工矿企业及粮食储备库等，原则上要接入

铁路专用线或管道。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市机动车排气检测中心

责任单位：各分局

（四）深入实施扬尘精细管控

27.加强降尘量监测。每月开展监测并通报相关监测数据。要求各县

市区降尘量不高于 5吨/月·平方公里。

责任领导：王光明

牵头单位：市环境监测站

责任单位：各分局



（五）深入实施面源污染整治

28.强化餐饮油烟整治。配合城管执法部门推进餐饮单位安装餐饮油

烟在线监控并联网。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责任单位：各分局

（六）深入实施臭氧污染防治

29.精准管控臭氧污染。2023年 4月底前制定出台臭氧污染差异化

管控方案，明确工信、公安、住建、城管执法、交通运输、商务局等单

位及各县市区管控责任。5—9月，分行业、分区域、分时段精准落实

臭氧差异化管控措施。针对臭氧超标及连续超标状况，加强市区及南六

县市管控，涉 VOCs排放的重点行业企业错峰生产，市政道路划线、摊

铺沥青、房建项目外墙喷涂刷漆等错时作业，“四厂”（砂石厂、白灰厂、

骨料厂、砖瓦厂）企业及市区商混站错峰运输，加强 VOCs及氮氧化物

协同控制，有效降低臭氧污染。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大气办

责任单位：各分局

30.开展含 VOCs原辅材料达标情况检查。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加强

对相关产品使用环节挥发性有机物含量限值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臭氧

高发季节加大检测频次。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责任单位：各分局

31.严格涉 VOCs项目审批。新建项目不再采用低温等离子、光氧化、

光催化等处理方式，非水溶性 VOCs废气不再采用喷淋吸收方式处理。

责任领导：薛扬

牵头单位：环评科

责任单位：各分局

32.开展 VOCs治理专项行动。动态更新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台账，

开展涉活性炭挥发性有机物处理工艺专项整治行动。2023年 4月底前，



完成使用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以及涉及有机化工生产企

业的简易低效污染治理设施排查，开展简易低效 VOCs治理设施清理整

治，严查处理能力、治理工艺不匹配问题，督导相关企业制定污染治理

设施升级改造计划，2023年 12月底，完成升级改造。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大气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责任单位：各分局

33.推进工业涂装企业清洁生产。工业涂装应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

量的涂料。2023年 4月底前，完成工业涂装企业涂料使用情况排查，

确定清洁生产审核名单，2023年 12月底前完成不少于 30%清洁生产

审核任务。

责任领导：赵永刚

牵头单位：规财科

责任单位：大气办、各分局



34.开展储运销环节油气回收专项检查。以加油站、储油库油气回收

设施为重点，扎实开展专项执法检查，确保达标排放。臭氧高发季节加

大检测频次。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市机动车排气检测中心、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责任单位：各分局

35.加快重点 VOCS治理项目建设。2023年 6月底前，长武陕西润

中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项目建成投运。2023年 10月底

前，乾县人科机械完成治理设施升级改造。加快推进长庆石化外浮顶储

罐改造为内浮顶储罐。

责任领导：薛扬马芳林

牵头单位：长武、乾县、渭城分局

36.配合推进汽修行业治污设施升级改造。配合交通运输部门在市区

及兴平市一、二类汽修企业中推行喷漆房废气治理升级为催化燃烧法。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大气办



责任单位：秦都、渭城、高新、经开、兴平分局

37.规范喷涂作业。指导秦都分局建设共享喷涂绿岛中心，引导市主

城区工业涂装、包装印刷行业企业进入绿岛中心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责任领导：刘鲲

牵头单位：大气办

责任单位：秦都、渭城、高新、经开分局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局成立大气污染防治攻坚领导小组，局主

要领导任组长，局各县级领导任副组长，局属各单位、各科室主要负责

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大气办，办公室主任由

大气办主任兼任。对重点任务实行领导包抓，各责任领导和包县领导要

主动协调对接相关市级单位和县市区，强力推动重点任务按时限完成。

各牵头单位负责，严格对标方案要求，制定细化措施、明确时限、责任

到人，确保措施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

（二）提升监管能力。严管厚爱结合，面向企业开展“三送一帮”活动

（送思想、送法律、送服务、一帮扶），帮助企业全方位查找环境问题、

帮扶整改提升，对违法问题严肃查处，以最严的执法体现最优的服务。



加强能力建设，在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开展执法监管效能提升年活动，实

行全员大培训、执法大比武、监测大提升，配齐移动执法装备，明显提

升环境执法监管水平和能力。增设空气质量站点，9月底前，实现市控

镇（街道）站点全域全覆盖。

（三）强化资金保障。积极争取中央和省上资金支持，推进生态环

境保护重大项目储备建设。加大财政资金投入保障，重点支持企业深度

治理、应急绩效升级改造等，确保重点任务有力有序推进。以“一市一

策”专家团队为基础，建立专家帮扶组开展技术帮扶咨询，协同解决瓶

颈问题。引进高水平团队，推进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工作制度化、

标准化、专业化。设立有奖举报专项资金，加大对群众举报环境违法行

为的奖励力度，引导人人争当生态环境的监督员、保护者、受益者。

（四）强化工作调度督查。局督查考核办要对各项任务进展情况实

行周调度、月汇总、季考核。局大气办负责每月 1日向市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指挥部办公室报送月工作进展。各牵头单位、各分局也要加大现场

检查力度，对承担治理任务的企业加强政策宣传和帮扶指导，推进工作

任务加快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