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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子洲县蓝天保卫战 2020 年工作任务清单（环境保护局）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作措施

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

深化工业污染治理 2020 年 12 月 建立基本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度，完成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

强化工业企业无组

织排放管控

2020 年 12 月 对企业物料存储等环节无组织排放进行治理。

实施锅炉综合整治 2020 年 12 月

完成燃气锅炉低氮改造。确保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 10 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在

清洁能源保障的前提下，发现一台，拆改一台。

积极调整交通

运输结构

开展非道路移动机

械污染防治
2020 年 12 月

完善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

域，加大执法监管力度。

实施工业炉窑

治理专项行动

推进工业炉窑污染

深度治理
2020 年 12 月 推进企业工业炉窑污染深度治理。

实施 VOCs 综

合整治专项

行动

系统推进VOCs污染

整治
2020 年 12 月 完成 1 个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项目。

加大源头替代力度 2020 年 12 月 推进企业实施源头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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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作措施

实施秋冬季攻

坚专项行动

着力推进秋冬季大

气污染治理攻坚
2020 年 12 月 制定并实施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

实施差异化应急管

理
2020 年 9 月 修订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细化应急减排措施。

保障措施
加大生态环境执法

力度
2020 年 12 月

在春季开展扬尘和工业无组织排放，夏季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夏秋季开展秸秆禁烧、秋季

开展工业窑炉、冬防期开展以涉煤污染和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执行情况等专项执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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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洲县蓝天保卫战 2020 年工作任务清单（工贸局）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作措施

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

严控“两高”行业

产能
2020 年 12 月 推进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或关闭工作。

严防“散乱污”企

业反弹
2020 年 12 月 落实排查整改责任，发现一户，整治一户，确保“散乱污”企业整治动态清零。

实施工业炉窑

治理专项行动

淘汰落后产能和不

达标工业炉窑
2020 年 12 月 淘汰落后产能工业炉窑。

子洲县蓝天保卫战 2020 年工作任务清单（创建办）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作措施

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
严防燃煤散烧 2020 年 12 月 组织开展洁净煤煤质专项检查，依法严厉打击销售劣质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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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洲县蓝天保卫战 2020 年工作任务清单（交运局）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作措施

积极调整交通

运输结构

优化调整货物运输

结构
2020 年 12 月

落实《陕西省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工作实施方案(2018-2020 年)》，加快牛家梁、红杉、三愚铁

路专用线建设项目。

加快车辆结构升级 2020 年 12 月 推进建成区公交车更换为新能源汽车，推进辖区物流集散地集中式充电桩和快速充电桩建设。

子洲县蓝天保卫战 2020 年工作任务清单（住建局）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作措施

优化调整用地

结构

严格施工扬尘监管 2020 年 12 月 严格落实六个百分之百要求，定期动态更新施工工地管理清单。

控制道路扬尘污染 2020 年 12 月 提升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

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

全面加强秸秆综合

利用
2020 年 12 月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5%，控制农业源氨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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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洲县蓝天保卫战 2020 年工作任务清单（发改局）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作措施

实施工业炉窑

治理专项行动

加快燃料清洁

低碳化替代
2020 年 12 月 推进企业工业炉窑燃料清洁低碳化替代。

保障措施 强化科技基础支撑 2020 年 12 月 推进“一区一策”科技治霾试点。

子洲县蓝天保卫战 2020 年工作任务清单（农业农村局）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作措施

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

全面加强秸秆综合

利用
2020 年 12 月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5%，控制农业源氨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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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洲县蓝天保卫战 2020 年工作任务清单（交警大队）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作措施

积极调整交通

运输结构

完成高排放老旧机

动车淘汰更新任务
2020 年 12 月 淘汰国三及以下高排放老旧机动车 9 辆。

子洲县蓝天保卫战 2020 年工作任务清单（各乡镇政府）
重点工作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工作措施

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

全面加强秸秆综合

利用
2020 年 12 月

开展秸秆还田、青贮饲料、堆肥等综合利用，从源头禁止秸秆焚烧。杜绝使用秸秆、玉米芯、

枯枝落叶等生物质燃料。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5%，控制农业源氨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