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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不高于
97微克/立方米，PM2.5（细颗粒物）年均浓
度不高于56微克/立方米……

17日下发的《郑州市 2020年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为我市今年的“气质”
定调。为确保目标实现，今年将实施一系列
重点工作。

差异化管理倒逼转型
对工业企业推行“亩均论英雄”综合评

价，制定差别化政策，对低排放、高产出的评
为 A、B类企业，支持鼓励绿色发展；对高排
放、低产出的评为 C、D类企业，倒逼转型退
出。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时实施差异化
管理，对 A类企业、民生保障企业和绿色引
领企业，上报省攻坚办给予豁免。

对施工工地分 A、B、C 三类进行管理。
A类工地全年达标施工，B类工地帮助提质
达标，C类工地重点帮扶指导。

车辆运输也实行差异化管理，对大宗物
料运输的重点用车企业进行筛查，制定应急
运输响应方案。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禁止

国四及以下柴油货车运输物料；对新能源物
流车、水泥罐车、渣土车豁免应急响应。

年底前市区燃煤机组“清零”
今年，我市将加大煤电结构调整力度，

按时完成东风电厂和泰祥电厂关停。年底
前，市区燃煤机组“清零”。

全市燃煤电厂实施“以热定电”“以需定
电”，在非供暖季、非迎峰度夏期间实施停限
产季节性调控。2020年力争外电入郑 200
亿千瓦时。

深化VOCs综合治理
所有生产、使用涂料、油墨、胶粘剂的产

品 VOCs（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必须达到限
值要求。推广低 VOCs含量涂料、油墨、胶
粘剂，在技术成熟行业全面推进水性替代。

鼓励“亩均论英雄”B 类以上企业开展
VOCs“一企一策”深度治理。鼓励对重点行
业推行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试点开展重点区域老旧小区油烟治理，
可采用前端油烟高效净化设施或集中烟道

收集治理。

全方位推进智慧监管
工地“八个百分百”落实得好不好，通过

监管平台即可一目了然。今年，我市将加强
工业企业智能监控，加强工地智慧监管，全
年建成智慧化工地试点100个。

为防止渣土车等重型运输车成为“脱缰
的野马”，今年，将加快门禁系统建设。9月
底前，全市重点用车企业完成门禁和视频监
控建设，监控视频及车流量信息实时上传生
态环境等部门。并建设“天地人车”一体化
监控系统。完成遥感监测设备联网对接，开
展重型柴油车在线监控联网，完成主要物流
通道空气质量监测站建设。

加强柴油货车污染治理
大量奔驰在路上的柴油货车排放是否

达标？对环境有没有污染？为便于监管，年
底前，我市将在高速入市口安装使用 10套
固定遥感监测设备；在市区交通干道及重点
区域建设道路监测站。开展联合路检，对超

标车辆溯源检验机构、维修单位、运输企业
等，并向社会曝光。

为减少大货车带来的超标排放、扬尘等
问题，我市还将完善电子通行证和电子卡口
智能管理，每天根据环境条件调整电子通行
证办理数量，控制货车流量。

对不出施工工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也
将严格管理，凡未粘贴环保标志、无机械号
牌及没有安装监控装置的一律禁止使用。
对非道路移动机械不达标或使用劣质油品
问题进行严查。

充换电服务半径小于1公里
《方案》还提出了结构调整的一系列目

标，如优化产业结构，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
度；调整能源结构，2020 年，全市煤炭消费
量控制在 2085 万吨以内，同时发展可再生
能源；调整交通结构，提高铁路货运比例，全
市新增、更新市政环卫车、渣土车和水泥罐
车全部纯电动化，城市核心区公共充换电服
务半径小于1公里；调整用地结构，推进矿山
综合整治，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管理。

我市下发《方案》定调今年“气质”
实现目标将靠这些重点工作

本报记者 裴其娟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17日下发的《郑州市 2020年
重型车管控专项行动方案》明确，2020年，全市在用柴油
车监督抽测排放合格率要达到95%以上，氮氧化物浓度
持续下降。

根据《方案》，将开展柴油车达标行动、非道路移动
机械达标行动、油品达标行动。

柴油车达标行动：严格新车监管，实行环保信息随
车清单核验。强化柴油货车路检路查，开展重型柴油车
入户检查，实施应急运输响应，除保障安全生产运行、运
输民生保障物资或特殊需要产品外，原则上禁止国四及
以下柴油货车运输物料。强化机动车维修M站监督管
理。全面实施在用车排放检验与强制维修制度。9月底
前，在郑州市建成区绕城高速、京港澳高速、连霍高速等
主要入市口安装 10套针对柴油车的固定遥感监测设备
并正常使用。建成区实施电子通行证管理，建设机动车
排气污染监测路边站。

非道路移动机械达标行动：实施非道路移动机械信
息登记制度，新购或转入未进行信息采集的外省、市非
道路移动机械，应在30日内完成编码登记。开展非道路
移动机械环保联合执法，查处禁用区内使用国二及以下
非道路移动机械违法行为，严厉查处超标排放的非道路
移动机械和使用劣质油品违法行为。

油品达标行动：加强油气回收日常监管，强化油品
质量监管，督促中石油郑州分公司、中石化郑州分公司
配备油品配送车辆拉长服务链条，保障施工工地、工业
企业、物流批发市场等单位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油
品供应。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17日，郑州市环境污染
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2020 年各县
（市、区）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通知》，要求坚决打
赢蓝天保卫战，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根据要求，各县（市、区）、开发区要高度重视，
加强分析，周密部署，结合《郑州市 2020 年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根据辖区实际情况，
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完成目标任务。如 PM10方
面，惠济区、高新区、经开区、荥阳市、航空港区不
超过 97微克/立方米，郑东新区不超过 93微克/
立方米，登封市不超过 86微克/立方米；PM2.5方
面，高新区不超过 56微克/立方米，登封市不超过
50微克/立方米；NO2方面，二七区、管城区、中原
区不超过42微克/立方米，新密市不超过26微克/
立方米。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17日，《郑州市2020年工业结
构调整专项行动方案》下发，提出到2020年底，全面淘汰
不符合国家、省要求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全市
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工业的比重提高 2个百分点左右，高
耗能产业占工业的比重降低 2个百分点左右，重点行业
全部实现超低排放。

根据该《方案》，专项行动分为5大项16小项内容，如：
严格行业准入，淘汰 2000吨/日及以下通用水泥熟

料生产线等落后产能，严防“地条钢”死灰复燃。力争
全年淘汰炭素产能 85万吨以上。压减低效产能，力争
全年压减刚玉产能 35万吨左右、建材（石灰）产能 10万
吨以上。

对全市制造业企业分为 A（优先发展类）、B（鼓励提
升类）、C（倒逼转型类）、D（淘汰退出类）四类，实行差别
化措施，鼓励优势企业加快发展，倒逼低效企业改造提
升或关闭退出。

推进重污染工业企业、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
造。2020年底，阿波罗肥业等4家就地改造企业全面完
成改造；金环实业等4家关停退出企业力争退出到位；力
克化工、鑫鑫机械完成选址并启动搬迁工作；中泰水泥
启动转型方案实施。2020年底，全面完成郑州新谊化工
原料有限公司等6家危化品企业的搬迁任务。

推进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10月底前，力争全市
所有水泥、耐材企业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电解铝、平
板玻璃、建筑陶瓷达到省有关治理要求。推进氧化铝、
陶瓷、冶炼、刚玉等非电行业的烟气超低排放改造。

培育新兴产业。重点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
及智能网联汽车、高端智能装备、新型材料、生物医药、
节能环保 6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力争 2020年
底，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全市工业的比重达到25%以上。

加快数字化改造。力争2020年上云企业突破1.8万
家。在传统产业领域积极开展机器换人，推广应用机器
人（数控机床），推动生产过程智能化。2020年，建成省
级以上智能工厂（车间）15个左右。

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全市城市建成区新增公交
车辆、环卫车辆原则上全部为新能源汽车。加快纯电动
出租汽车推广应用，2020年，全市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
1.5万辆。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为加快推进
全市能源结构转型，大力发展清洁能
源，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体系，17日下
发的《2020年能源结构调整专项行动
方案》明确，2020 年底前关停淘汰一
批落后煤电机组，力争完成外电入郑
200亿千瓦时、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
量累计达到 50 万千瓦左右。全市煤
炭消费总量控制在2085万吨以内。

《方案》确定了 6大项 18小项重点
内容，如：

研究谋划全市能源领域发展规
划，编制“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

继续抓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禁
止新增耗煤项目，严格控制电力行
业耗煤总量，大力削减非电行业耗煤
总量。

强力推进主城区煤电机组“清

零”。4月底前完成泰祥电厂 2台 13.5
万千瓦机组关停，同时做好关停后的
工业供热替代工作。10月底前，完成
郑东热电关停工业供热、供电替代工
作，并停止运行。荣奇（俱进）电厂2台
21 万千瓦机组关停。4月底前，完成
荣奇（俱进）电厂关停方案。

加快“西热东送”工程建设。10月
底前，完成华润登封电厂 2台 63万千
瓦、裕中电厂 2台 32万千瓦和豫能电
厂 2台 66万千瓦机组供热改造，完成
裕中电厂至航空港区供热管线建设工
程、泰祥电厂关停供热替代配套设施
建设。6月底前，完成华润登封电厂至
郑州市区长输供热管线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并开工建设华润登封电厂至
郑州市区长输供热管线，10月底前建
设完成。4月底前，完成郑东热电关停

后供热替代方案并组织实施，10月底
前，具备供热条件。

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持续推进
可再生能源清洁供暖工程。利用地
热、再生水、空气源等热泵技术，加快
清洁取暖项目建设，完成可再生能源
供暖面积500万平方米。

有序开发新能源建设项目。积极
推动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加快
风电、光伏、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项目
建设，力争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累计达到 50万千瓦左右。 提高外电
输入比例，2020年力争实现外电入郑
200亿千瓦时。提高天然气供应保障
能力。加快中牟 LNG 应急储备中心
项目建设，确保采暖季前建成投运。
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年底前，全市
充电终端累计达到20000个。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17 日下发的《郑州市
2020年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专项行动方案》明确，为
优化货物运输结构，降低物流成本，将积极推进运
输结构调整，到 2020年底，全市铁路专用线、铁路
货场、国省干线、多式联运枢纽等货运基础设施建
设稳步推进，运输结构明显优化，通行管控措施更
加完善。全市煤炭、电力、钢铁、粮食、建材、汽车
制造等行业和物流园区铁路货运量（含发送和到
达）、多式联运示范工程货运量、国家级绿色货运
配送示范工程力争完成既定目标。

《方案》共确定4大项18小项主要任务：
完善绿色货运配送体系。加快公路货运通道

建设，建成国道+绕城高速双货运通道，解决过境
重型货车穿城问题。同时完善过境车辆绕城方
案，强化过境货车绕城措施，在G107、G310、G234
周边规划建设6个物流配送中心，实现市外货物在
物流中心接驳进城、配送电动化，并足额配套建设
充电桩，杜绝重型货车进城入市。

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多式联运枢纽
建设。开工建设机场北货运区，启动郑州机场三
期工程，探索“航空+高铁”联运模式，打造郑州公
铁联运枢纽。加快铁路重点项目建设。打通铁路

“卡脖子”路段，加快推进小李庄站客运站及配套
设施规划建设前期工作，力争 2020年底开工。加
快铁路货场扩容建设。圃田(占杨)一级物流基地
建设力争8月开工，薛店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力争年
内完工。推动铁路专用线建设。支持煤炭、钢铁、
建材等大型物流园区、交易集散基地新建或改扩
建铁路专用线。

深入挖掘“公转铁”潜力。年货运量 150万吨
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大宗货物中长距离运输铁
路占比达到 80%以上。同时加强粮食企业铁路
运输。

有效提升通行管控措施。加大超限超载执法
力度，落实“一超四罚”，严格落实公路治超“黑名
单”制度，依法对严重违法超限超载运输当事人实
施联合惩戒。年底实现全市高速公路货运车辆平
均违法超限超载率不超过 0.5%，普通公路货运车
辆严重超限超载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加快推进淘
汰老旧车辆。优化铁路货物运输环境。提升“丝
绸之路”竞争力。实施“中欧班列（郑州）+”工程，
完善“一主两翼”国际货运班列体系，实现全年开
行 1100班目标；加强与青岛、天津等港口合作，建
设以东向为主的铁海联运国际通道，力争完成 1.2
万标箱。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17日下发的《2020年扬尘污
染防控精细化管理专项行动方案》明确，2020 年全市
PM10年均浓度要达到 97微克/立方米以下，市区建成
区平均降尘量不得高于 7吨/月·平方公里，全市降尘量
不得高于9吨/月·平方公里。

《方案》明确了一系列重点任务，包括持续开展全城
大扫除活动、加大对已建成小区的清扫力度、开展全城
园林绿化清洁行动，全面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推动扬尘治理工作向精细
化发展等。

按照“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要求，广泛
发动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市区街道办、社区、居
民小区等，每周至少开展一次全城大扫除，全面清理整
治各类卫生死角、盲点，确保城市清洁全覆盖。

每周至少组织一次全城园林绿化清洁行动，对全市
公园、游园、广场、道路绿化带内的园林植物和游路进行
冲洗和喷淋，每半月对绿化植物叶片、树干上的浮尘冲
洗一次，保持叶面干净，减少积尘浮尘。

统筹工地分级管理，对全市施工工地分A、B、C类进
行管理。重点对土石方作业工地、长距离线性工程、拆
迁工程等加强督查。督查中首次发现问题进行不停工
整改。再次发现问题实行行政处罚、信用扣分。多次出
现问题的停工整改一周，并对项目三方进行公开约谈曝
光，直至列入黑名单。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17 日下发
的《郑州市 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专项
治理工作方案》明确，为有效遏制我市
挥发性有机物（以下简称 VOCs）污
染，将建立源头减排、过程控制、末端
治理和强化管理相结合的挥发性有机
物治理体系，确保 VOCs 排放量下降
10%。

主要任务包括深入推进挥发性有
机物源头管控、深入开展涉 VOCs 重
点 行 业 提 标 治 理 工 作 、持 续 开 展
VOCs整治监测监管等。

深入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源头管
控：加强建筑类涂料和胶粘剂产品质
量 监 督 检 测 。 加 强 涂 料 生 产 环 节
VOCs 含量控制，严格市内生产的汽

车原厂涂料、木器涂料、工程机械涂
料 、工 业 防 腐 涂 料 及 汽 车 修 补 漆
VOCs 含量限值。 禁止使用高挥发
性有机物含量原辅材料。严格对汽车
原厂涂料、木器涂料、工程机械涂料、
工业防腐涂料及城市道路、公路、停车
场标线涂料VOCs含量实行限值。限
制高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产品参与招标
采购。

深入开展涉 VOCs重点行业提标
治理工作：推进建筑装饰行业 VOCs
综合治理。推广使用符合环保要求的
建筑涂料、木器涂料、胶粘剂等产品。
按照《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
量》要求，严格控制装饰材料市场准
入，逐步淘汰溶剂型涂料和胶粘剂。

在全市建筑外墙涂装、市政道路等政
府投资的建设工程完成水性漆替代油
性漆。在民用建筑内外墙体上推广使
用水性涂料，家庭装修倡导使用水性
涂料。推动汽修行业 VOCs 治理，所
产生的VOCs废气应集中收集并导入
治理设施，10月底前全市汽修行业全
面完成整治。加强餐饮行业油烟治
理，大力推进共享喷涂。

持续开展 VOCs 整治监测监管：
对于设施不能稳定运行、危险废物处
置不当、生产使用超过挥发性有机物
含量原辅材料、弄虚作假的单位依法
依规处理。加大科研投入，持续开展
臭氧成因分析，锁定高活性挥发性有
机物清单，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

工业结构调整专项行动

重点行业年底
全部实现超低排放

明确2020年
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交通运输结构调整

建设物流配送中心
打造公铁联运枢纽

能源结构调整专项行动

力争外电入郑200亿千瓦时
完成可再生能源供暖500万平方米

限制高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产品参与招标采购

扬尘防控专项治理

开展“全城清洁”行动
严控降尘量

重型车管控

在用柴油车排放
合格率要超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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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实行生态提升治理后的索须河颜值大大提升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秀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