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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2022—2023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行动方案政策解读

一、文件出台背景

2022年 7月，生态环境部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年广

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有关指标计划的函》（环办综合函

〔2022〕298 号），要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 95.7%，

细颗粒物（PM2.5）浓度为 28.6微克/立方米，重污染天数比

率为 0.0%。国家下达指标严于我区原定指标计划，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率提高了 0.7个百分点，PM2.5浓度降低了 1.2微

克/立方米。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意见》和 2022 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

相关要求，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的环境空气质量年度约束性指

标任务，制定此攻坚行动方案。

二、工作要求

（一）实施时间

2022年 10月 1日至 2023年 3月 31日。

（二）攻坚目标

1．2022年，自治区完成国家下达的年度约束性指标任

务，各设区市 PM2.5浓度、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完成

自治区下达的年度约束性指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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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3年 1—3月，各设区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具体指标见正文附表。

三、重点任务

（一）狠抓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

强化地方各级政府秸秆禁烧主体责任，落实秸秆禁烧监

管和奖补，科学制定并实施秸秆烧除计划，加强重点时段秸

秆露天焚烧专项巡查执法。因地制宜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优化秸秆利用主体和产业发展布局，以县（市、区）为

单位统筹构建秸秆收储平台，按照合理半径规划建设秸秆收

储点，完善收储运网络体系，提升秸秆离田收储覆盖面。加

快推进来宾市、崇左市、柳州市和北海市制糖企业包干处理

禁烧重点区域蔗叶试点工作。

（二）强化城市面源精细化管控。

严格落实烟花爆竹禁限放区域的责任和监管要求，加大

对违法违规生产、运输、销售、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处罚力

度。加强建筑工地施工扬尘专项治理，督促各类施工工地做

到“六个百分百”，加大“智慧化工地”试点范围，积极创建绿

色工地。加强渣土运输车辆监管，提高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

率。开展群众反映强烈的餐饮油烟问题整治和高污染燃料禁

燃区蜂窝煤清零行动。

（三）工业污染深度治理。

完成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广西柳州钢铁集团限公

司、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和广西北港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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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钢铁企业 2022年度超低排放改造任务。推进 65蒸吨及

以上燃煤和生物质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支持水泥熟料企业开

展超低排放改造和评估监测。持续推进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

合整治，推动燃料清洁化、低碳化替代，全面加强无组织排

放治理，深入开展砖瓦、玻璃、陶瓷等行业专项治理。针对

排查出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突出问题，指导企业

制定整改方案，明确具体措施、完成时限和责任人，形成并

动态更新VOCs排查清单和整治台账，2022年底前完成整改。

（四）全面开展移动源排放治理监管。

以柴油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为监管重点，持续深入打

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利用全区机动车环境监管执法

平台，生态环境、公安交管、交通运输部门联动，强化排放

超标车辆监管。对柴油车开展全天候、全方位的排放监控，

根据划定高污染高排放重型柴油货车限行的区域，制定污染

天气期间错峰、绕行运输方案。以施工工地、港口码头、物

流园为重点，强化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管控。严格船舶管理，

加快码头岸电设施设备建设和船舶受电设施设备改造。

（五）积极应对污染天气。

加强城市敏感区域大气污染源综合整治，开展站点周边

大气污染源排查，实施敏感区域大气污染源精细化管控。全

面推进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及差异化减排，实施“一厂一策”清

单化管理。污染应急期间，加强部门联合执法、交叉执法。

提高精准应对污染天能力，提升区域性污染过程预报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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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准确率，组建精准技术帮扶队伍加强帮扶指导，综合采

取科技手段开展污染应急响应指导，全面提高污染天气应对

水平。

四、文件依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意见》

2、广西壮族自治区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

3、《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

治区“十四五”空气质量全面改善规划的通知》（桂环发〔2022〕

27号）

4、《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西 2022年度水、大

气、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计划的通知》（桂环发〔2022〕16号）

5、《关于印发 202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有关指

标计划的函》（环办综合函〔2022〕298号）

五、组织实施

通过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考核问责、加大资金投入、加

强宣传引导等措施保障各重点任务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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