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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第35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
城市区道路交通管理，增强道路通行能力，缓
解交通拥堵，为中外游客提供畅通有序的交
通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和《洛阳市道
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有关规定，市政府决定在
第35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对本市机
动车在城市区部分道路实行机动车错峰出
行、禁（限）行措施。现通告如下：

一、货运车辆禁（限）行规定
2017年4月5日至5月5日期间，310国

道的洛常路口至金村铁路桥段禁止重中型货
车通行，所有经该段通行的货运车辆一律经

高速或310国道←→偃师连霍高速引线←→
偃师北环路←→207国道←→新310国道绕
行路←→省道 238 洛常路←→310 国道行
驶；二广高速白马寺站、瀍河站、龙门站，连霍
高速洛阳站早8:00至晚7:00禁止货车上、
下站通行（鲜活水产、蔬菜运输货运车辆除
外）；过境货运车辆绕行高速通行。

二、工作日错峰出行及双休日限行规定
（一）工作日（周一至周五）错峰出行规

定。在 4 月 5 日至 4 月 28 日期间的工作日，
每天的早8:00至9：00、晚6：00至7：00，跨
洛河的瀛洲桥、西苑桥、王城桥、牡丹桥、洛阳
桥五座桥梁按单双号实行错峰通行。

（二）双休日单双号限行规定。4月5日
至 4 月 28 日期间的双休日（即：4 月 8 日、9
日、15 日、16 日、22 日、23 日），每天早 8：00
至晚 7:00，城市区的：涧河以东，玻璃厂路

（不含）以西，九都路（不含）以北，唐宫路（含）
以南区域按单双号限制通行。

三、限行对象及方式
悬挂“豫C”号牌（含临牌）的机动车，按

车牌号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车牌号最后一
位为字母的，字母前最后一位数字）实行单号
单日、双号双日行驶（单号为1、3、5、7、9，双
号为2、4、6、8、0）。

四、下列车辆不受单双号限制

（一）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
险车等执行任务的特种车辆；

（二）公共电（汽）车、出租汽车（不含租赁
车辆）、12座（含）以上客车；

（三）两轮摩托车。
五、补充规定

（一）乘坐危急病人的车辆违反单双号限
行规定的，查明情况后可不予处罚；用于婚丧
嫁娶的车辆可提前一天拨打“122”免费电话
进行备案，当天按备案的时间和路线行驶，严
禁遮挡号牌。

（二）持有市区通行证的货运车辆，除执行
2016年8月11日发布的《洛阳市公安局关于城

市区货车限行和黄标车禁行的通告》外，还需
遵守第35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单双号
限行规定（鲜活水产、蔬菜运输货运车辆除外）。

六、法律责任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限）行规定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河南省道
路交通安全条例》等相关规定，处以100元罚
款、记3分；对不服从管理，拒绝、阻碍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依法执行职务的，从严追究责任。

该禁（限）行规定执行机关为洛阳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

特此通告。
2017年4月1日

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第35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
城市区部分道路实行机动车错峰出行和双休日禁（限）行的通告

3月10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亚在全市生态环境建设工作推进会议上强调，在生态环境建设问题上，要树立“一盘
棋”思想，相关部门都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当前我市大气污染问题是群众的“心肺之患”，是发展的突出瓶颈。今年省政
府下达我市的大气环境质量目标为PM10年均浓度值在105微克/立方米以下，PM2.5年均浓度在74微克/立方米以下，城
市区优良天数在 199 天以上。截至 3 月 30 日，我市大气环境质量实际完成情况是 PM10 平均浓度为 179 微克/立方米，
PM2.5平均浓度为119微克/立方米，城市区优良天数为34天，与省定年度目标还有较大差距，第二、第三、第四季度攻坚任
务非常繁重。因此，全市上下要高度重视环境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各级各部门要拿出更管用的措施，相关市场主体要切实
履行环保社会责任，社会公众也要通过绿色消费、低碳出行等实际行动支持政府大气污染防控行动，尽快遏制我市大气环
境质量持续下滑的势头，进而实现我市大气环境质量逐步好转的目标。

按照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要求，现将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三个治本、三个治标”的各项举措、目标任务、完成时限
和责任单位予以公示，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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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我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
进会，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许甘露提出“三
个治标、三个治本”目标任务。就贯彻落实推
进会精神，我市提出三点要求：一要认清形
势，及早部署，省政府今年给我市下达的环境
质量目标更严、任务更重，各级各部门一定要
提早谋划、细化分解、责任到人，为坚决打赢
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好头、起好步；二要精
准施策，强化科学治理，重点围绕省政府下达
我市的环境质量目标任务，推动“治、建、增、
转、管”五策并用，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三要强化保障，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
处，各县（市）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工作措
施，压实工作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密切协作
配合，高标准、严要求，加快推进大气污染防
治各项工作落地生根，共同把洛阳环境污染
防治工作做好，坚决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战。现将我市大气污染防治“三个治本、三个
治标”目标任务和强化措施公示如下：

治本一：加快推进城市供热供暖
一、加快推进供热供暖

（一）工作目标
2017年10月底前，自加压力，城市区新

增集中供热面积 1000 万平方米（省定我市
目标为870万平方米），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
70%；新建、改造管网总长度72.5公里，新建、
改造换热站87座。

（二）工作措施
1.2017年上半年，孟津“引热入洛”北线

工程（孟津至洛阳西）开工建设，年底前完成
工程的 20%，西工区、涧西区完成区域管网
改造，确保2019年采暖期前建成投用。

2.洛阳热力有限公司 2017 年新增集中
供热面积650万平方米，新建、改造管网总长
度32.5公里，新建、改造换热站50座。

3.洛阳北控水务集团新区热力分公司
2017年新增集中供热面积290万平方米，新
建、改造管网总长度25公里，新建、改造换热
站29座。

4.洛阳高新热力有限公司 2017 年新增
集中供热面积60万平方米，新建、改造管网
总长度15公里，新建、改造换热站8座。

二、加快产业集聚区集中供热
（一）工作目标
2017年3月底，各县（市）区要完成辖区

内产业集聚区集中供热实施方案编制工作；
4 月底，研究出台我市集中供热相应的支持
政策；9月底，与产业集聚区集中供热热源配
套的供热管网全部建成，并与热源连通；10
月底，全市范围内具有一定规模用热需求的
产业集聚区实现集中供热。除有必要保留
作为紧急备用热源的分散燃煤锅炉外，其余
分散燃煤锅炉全部关停到位。

（二）工作措施
1.抓紧编制集中供热实施方案。合理确

定集中供热热源建设方案，同步规划配套管
网建设方案，明确产业集聚区集中供热范围
内的分散燃煤供热锅炉的关停时序。

2.加快推进集中供热热源建设。增强热
电联产项目供热能力，积极发展燃气集中供
热，发展环保型燃煤集中供热锅炉，推进电锅
炉供热项目，因地制宜发展新能源供热。

3.协调推进供热管网建设。加大对供热
管网建设项目的督导协调力度，全面掌握在
建项目进展情况，并列出在建项目的竣工时
间表，倒排工期，分项、分段落实；要采取有
效措施，确保人员到位、资金到位、责任到
位，保障热网项目按期建成投运。

4.加快关停分散燃煤锅炉。产业集聚区
内20蒸吨以下分散燃煤小锅炉在10月底前
由环保部门依法依规全部关停。禁止将现
有分散燃煤小锅炉改造为单一企业服务的
自备热电站。各地要加强与分散小锅炉关
停企业沟通对接，指导企业根据集中供热实
施方案安排生产。

三、加快推进“电代煤”“气代煤”
（一）工作目标
2017年4月底前，各县（市）区全面摸清

需实施“电代煤”“气代煤”（煤电、集中供热
和原料用煤企业、洁净型煤除外，下同）基本
情况, 建立“电代煤”“气代煤”项目实施清
单，制订具体的实施方案，为下步实施“电代
煤”“气代煤”项目打好基础；2017年10月底
前，全面推进“电代煤”“气代煤”，城市区（含
建成区和农村地区）及各县（市）建成区基本
实现“电代煤”“气代煤”，在供热管网无法覆
盖区域，按照宜气则气、宜电则电的原则，确
保完成“电代煤”“气代煤”改造民生工程5万
户以上。2018 年 10 月底前，完成各县（市）
农村地区燃煤户 60%“电代煤”“气代煤”等
清洁能源替代。

（二）工作措施
1.2017年4月底前，全面摸清需实施“电

代煤”“气代煤”基本情况。通过排查摸底，
登记造册，建立“电代煤”“气代煤”项目实施
清单，为下步实施“电代煤”“气代煤”项目，
发放补贴资金提供依据。

2.加快建设天然气气源保障工程。积极
争取省外气源，做好西气东输三线、新粤浙
线等国省级干线及配套支线管网入市连通
工作。

3.严格环保准入，强化环保治理。依法
取缔建成区域内所有散煤等高污染燃料销
售点，限期拆除或改造使用高污染燃料的燃
煤锅炉和各类窑炉、炉灶等燃烧设施。加强
对10蒸吨/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和各类燃煤工
业窑炉拆除或清洁能源改造、10 蒸吨/时以
上燃煤锅炉提标改造的督导检查，确保按规
定时间完成拆改任务。

4.推进电力市场建设。加快推进电力体制
改革，有序放开输配以外的竞争性环节电价，逐
步形成反映时间和位置的市场价格信号。

5.加大政策补贴力度。重点对不具备集
中供热条件、安装使用节能电采暖设施或燃
气采暖炉取代燃煤采暖炉的城乡居民用户，
按照“改造政府补贴、不足用户补齐”的原则，
开展一次性设备购置补贴和运行补贴。

6.积极开展试点示范。2017 年 4 月底
前，鼓励各县（市）围绕实施“电代煤”“气代煤”
示范项目，进行差别化试点探索，并结合行业
特点，制订相关领域的“电代煤”“气代煤”实施
方案，开展试点工作并总结推广应用。

治本二：加快推进燃煤散烧治理
一、工作目标
（一）2017年7月31日前，按照“科学规

划、合理布局”的原则，达到洁净蜂窝型煤实
际供应、配送能力，在不具备“煤改气”“煤改
电”条件的地区，全面实施洁净蜂窝型煤替
代散煤。每个县（市）区各建成一个洁净蜂
窝型煤生产仓储供应中心。

（二）2017年8月31日前，各县（市）区具备
洁净型煤供应能力后，全面加强散煤销售和使
用监管，依法取缔关闭或改建现有民用散煤销
售点，全面取缔辖区内燃煤茶浴锅炉、燃煤大
灶、经营性小煤炉，坚决杜绝恢复使用散煤。

二、工作措施
一是全面实施洁净型煤替代散煤。制

订洁净型煤生产仓储供应配送体系建设方
案。加快洁净型煤生产仓储供应配送体系
建设，加强洁净型煤生产经营企业管理，出
台洁净型煤替代补贴政策，合理安排取暖用
洁净型煤生产供应，稳步推进洁净型煤替代
散煤，加强生产加工环节洁净型煤产品质量

监督。二是全面取缔燃煤散烧设施设备。
制订实施方案，加强政策引导，全面组织实
施，加强现场检查，逐家复查核实。三是全
面加强散煤监管。实施散煤销售点的动态
监管，严厉打击非法经营散煤行为，持续严
查运输环节散煤。

治本三：依法整治、取缔
“小散乱污”企业

一、工作目标和时间节点
2017年5月31日前，依法整治取缔全市

所有的“小散乱污”企业，扶优限劣，推行产
业结构调整、企业清洁生产和依法治理污
染，消除环境安全隐患。同时，强化社会化
监管，杜绝已整治取缔的“小散乱污”企业异
地转移和死灰复燃。

二、整治“小散乱污”企业范围
一是不符合国家、省产业政策或当地产

业布局规划的企业；二是土地、环保、工商、
质监等手续不全的小型制造加工企业，主要
包括有色熔炼加工、橡胶生产、制革、化工、
陶瓷烧制、铸造、丝网加工、轧钢、耐火材料、
碳素生产、石灰窑、砖瓦窑、水泥粉磨站、废
塑料加工、石材加工、矿山开采以及涉及涂
料、油墨、胶粘剂、有机溶剂等使用的印刷、
家具等生产经营单位；三是污染防治设施不
完善、污染物排放不达标、污染环境严重的
企业，主要包括：使用小煤炉或存在冒黑烟、
粉尘无组织排放、扬尘、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不达标，以及污水排放不达标的生产经营单
位；四是虽有行政许可手续，但超范围违规
生产经营的企业；五是违法违规经营，销售
劣质油品的“黑加油站”；六是无证无照、证
照不全、违规经营的小汽修、小建材等低端
服务业经营单位。

三、取缔标准
通过全面排查摸底、建立分类整治台账

等方式，取消“小散乱污”企业现有生产经营
资格和生产条件，做到断水断电、清除设备、
清除原料、吊销执照“四个到位”，并逐一销号。

治标一：强化扬尘污染管控
一、工作目标
2017年4月底前，洛阳市城市规划区内

和各县（市)区城市建成区内拆迁（拆除）、建
筑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长度
100米以上的市政基础设施、绿化、道路以及
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水利项目等涉及土石
方作业的工程项目，全面实行施工工地扬尘
污染防治监督员、网格员、管理员现场“三
员”管理。新开工的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及
以上工地、长度200米以上的市政、国省干线
公路和中型规模以上水利枢纽等线性工程，
要在工地出入口、施工作业区、料堆等重点
区域安装在线视频监测监控设备和大气环
境监测设备，并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联网。
在建的房屋建筑工地和各类长距离的市政、
公路、水利（含河道治理、农田水利）等线性
工程，全面实行分段施工、精细化管理，施工
全过程中严格落实“七个百分之百”扬尘防
治措施。2017年6月30日前，洛阳市城市规
划区内和各县（市）区城市建成区内主要道
路、高架道路全部实行机械化洒水清扫。高
速公路全面实行机械化清扫为主、人工保洁
为辅的保洁方式。城市主干道路面积尘不
得超过10克/平方米，次干道和城乡接合部

路面积尘不得超过15克/平方米。
二、工作措施
（一）实行施工工地现场“三员”管理制

度。对城市建成区内拆迁（拆除）、建筑面积
5000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长度100米以
上的市政基础设施、绿化、道路以及投资1000
万元以上的水利项目等涉及土石方作业的工
程项目，实行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监督员、
网格员、管理员“三员”现场监督管理。

（二）实行施工工地开复工验收制度。
各类施工工地由建设单位组织施工、监理单
位进行扬尘污染防治验收，验收合格并到县
级行业主管部门备案后，方可开复工。

（三）实行施工工地扬尘污染在线监控
制度。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及以上的施工工
地、长度200米以上的市政、国省干线公路和
中型规模以上水利枢纽等线性工程重点扬
尘防控点安装扬尘在线监测监控设备并与
当地行业主管部门联网。在建工地已建扬
尘监测监控设施的3月底前与当地行业主管
部门联网，未建扬尘监测监控设施的5月底
前建成并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联网。

（四）实行扬尘污染防治预算管理制
度。工程建设单位将扬尘污染防治费纳入
建设工程造价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或环境
保护专项治理费范畴，计入建设工程总造价
并作为不可竞争性费用，各施工单位保证扬
尘防治费用专款专用。

（五）依法推行建筑垃圾运输公司化运
营模式，所有建筑垃圾清运车辆必须纳入公
司化管理，建筑垃圾清运车辆和清运企业须
满足（豫公明发〔2016〕344号文）相关要求，
并经各级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核准后方可从事建筑垃圾清运业务。

（六）2017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3 月
15日“冬防”期间，实施“封土行动”，洛阳市
城市规划区内和各县（市）区城市建成区内停
止各类建设工程土石方作业、房屋拆迁（拆
除）施工；停止道路工程、水利工程、土地整治
等土石方作业。特许施工的重大民生工程和
重点项目涉及土石方作业的，实行市长“一支
笔”审批负责制，并由施工方向行业主管部门
出具防尘抑尘承诺书，指定专人负责施工扬
尘控制，严格落实工地防尘抑尘措施。

治标二：强化工业污染源排放管控
一、工作目标
23台10蒸吨（不含）以上、65蒸吨（含）

以下燃煤锅炉、11家水泥企业执行大气污染
物特别排放限值；15台65蒸吨/时以上燃煤锅
炉实现超低排放；29家有机化工、表面涂装、
包装印刷企业完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
完成全市16家火电、11家水泥企业排污许可
证发放；对水泥（含特种水泥和粉磨站）、铸造

（不含电炉和燃气炉）、砖瓦窑（不含天然气窑
和电窑）企业实行采暖期错峰生产；对钢铁、
铝加工、化工、碳素、医药生产企业实行采暖
期限产管控；对重点涉气工业企业实行驻厂
监管；对涉气工业企业实现在线监控；对涉气
企业实施用电日监控；完成全市所有黄标车
淘汰；采暖期停止土石方和拆迁作业。

二、工作措施
（一）在涉气工业污染源治理方面：一是

实施重点行业深度治理，二是强化重点时段
排污许可管理，三是严格错峰生产管控，四
是加强执法监管。

（二）在机动车污染方面：一是采取实行
机动车限行，二是强化机动车污染监控，全
面淘汰黄标车，加快报废车辆回收拆解。

（三）在油品质量监管方面：严打黑加油站，
提高车用汽柴油质量，严格监管成品油质量。

（四）加强轻中度污染天气管控，确保各
项管控措施落实到位，尽最大努力减少大气
污染物排放。

（五）严格管制焚烧污染，全面落实城市建
成区禁止焚烧生活垃圾、枯枝落叶和杂草要求。

（六）强化烟花爆竹禁放管控，推进烟花
爆竹禁放立法。同时大力宣传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取得的成效，动员全民参与监督。

治标三：强化现场管控
一、强化环境监管网格化
市政府统一组织，建立市、县（市）区（管

委会）、乡镇（街道和产业园区）、行政村（社
区）及特殊区域四级环境监管网格体系。各
级网格的行政一把手为网格长，承担本级网
格环境监管领导责任；相关分管领导为第一
责任人，承担本级网格环境监管直接督导责
任；各级环保部门和其他承担环境监管职能
的部门负责人为网格员，承担监管责任。强
化乡镇及以下基层网格监管：一是编制环境
污染防治监管台账，乡镇及以下基层网格要
编制翔实的环境污染防治监管台账，监管台
账应包括网格内大气环境现状基本信息、环
境敏感点位分布、污染源数量、责任单位、防
污措施等情况；二是乡镇及以下监管网格管
理实施“一长三员”制度，基层大气污染防治
监管网格管理实施“一长三员”制度，每个网
格内设立网格长及网格员、巡查员、监督员，
并佩戴红袖标和标志牌，主动与辖区居民交
流沟通，了解社情民意，填写管理日志；三是
明确网格员第一责任人职责，网格员主要负
责对网格内所有排污单位的监督巡查，对影
响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的行为进行现
场制止、取证及记录，以及向执法部门及时
反映情况并配合调查处理。

二、实行建设工地“三员”现场管理
（一）工作目标
各县（市）区城市建成区内拆迁（拆除）、

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长
度100米以上的市政基础设施、绿化、道路、
人防以及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水利项目等
涉及土石方作业的工程项目，全面实行施工
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监督员、网格员、管理员
现场“三员”管理。

（二）工作要求
一是各县（市）区按照环境监管网格划

分，在环境监管网格内派驻1名扬尘污染防
治监督员、1名扬尘污染防治网格员，在每一
个施工工地组织建设单位安排1名扬尘污染
防治管理员，对建设工程项目扬尘污染防治
进行现场监督管理。二是“三员”现场管理
可采取实时监控与驻地监管相结合的方式，
每天对建设工程项目进行巡查、抽查，重点
对建设工程项目的土石方作业、夜间施工、
渣土运输等关键环节、关键时段进行驻地监
管，做到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纠正和解决问
题；监督员的派遣根据建设工程项目进度增
派相关主管部门人员，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
增派环保、公安部门人员，环保部门监督现
场停工情况、公安部门监督现场渣土车停运
情况，部门联动，确保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落
到实处；“三员”现场管理工作主管部门统一
安排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员的派遣，对重点建
设工程项目和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落实不力
的建设工地采取管理员异地调配的方式，实
现异地交叉管理。三是建设工程项目土方
石作业开始至结束，现场“三员”实行轮班
倒，保证24小时驻地管理，做到第一时间发
现问题、上报问题、解决问题，并在进驻和撤
离建设工程项目的第一时间向“三员”主管
部门备案。四是建立现场“三员”管理公示
制度，在每个建设工地出入口醒目位置公布
现场“三员”姓名、联系方式、工作内容、监督
电话，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洛阳市大气污染防治
“三治本三治标”目标任务和强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