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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娟）昨日下午，郑州
市决战“十三五”轨道交通建设动员会举
行。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市十一次党代会
和全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暨城市工作会议
精神，全面安排部署全市决战“十三五”轨
道交通建设工作。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程志明在会议上指出，郑州轨道交通建设
要创造“五个一流”，即一流的工程速度、
一流的工程质量、一流的工程安全、一流
的运营水平、一流的服务保障，为我市实
现“两个率先”、加快推进国际商都建设、
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提供坚强支撑。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张俊峰，
市政协副主席王顺生参加会议。

会上，张俊峰对我市“十三五”轨道交
通建设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他要求，要深
化认识，凝聚共识，切实增强加快轨道交
通建设的责任感；要突出重点，细化任务，
迅速掀起轨道交通建设的新热潮；要抓住
关键，精心组织，确保轨道交通建设健康
快速推进。

程志明指出，要肯定成绩，统一思想，
提高站位，切实增强加快推进我市轨道交
通建设的紧迫感、使命感、责任感。当前，
我市轨道交通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迎来
了大发展的黄金机遇期，要集中力量，克
难攻坚，把这一重大的民生工程切实抓紧
抓好，抓出成效。

程志明强调，要紧盯目标，突出重点，

扎实推进，建设好运营好“十三五”轨道交
通工程。要突出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突
出重点，进一步提高征迁效率。要围绕当
前轨道交通建设最大的短板，根据项目
建设周期，提前安排征迁计划。二要科
学安排，统筹推进轨道交通工程建设。
合理安排建设时序，切实把握好施工这
个关键环节，严控时间节点，确保建设
进度。三要多措并举，确保轨道交通建
设的资金需求。要进一步拓宽筹资渠
道，推进投融资体制创新，切实加大资
金筹措、监管和资源开发经营力度，为
轨道交通全面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保
障。四要提升品质，着力塑造郑州轨道
交通“金字招牌”。要坚持“质量为本”，
树立需求导向，打好“效益牌”，争创质
量、管理、服务“三个一流”，让轨道交通
成为展示郑州形象的一张“亮丽名片”。

程志明要求，要完善机制，精准施策，
强化督查，切实为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提供
有力支撑。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统一到
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严肃认
真的科学态度、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把
轨道交通工程作为“一号工程”，自觉服
从、主动服务，为“十三五”轨道交通建设
的顺利推进创造良好环境。

会上，市征收办、轨道办、二七区、荥
阳市等单位做表态发言，相关单位向市政
府递交目标责任书。

本报讯 昨日，省政协副主席史济春、
龚立群、梁静率政协视察团一行莅郑，视
察南水北调中线沿线水质保护工作。省
政协秘书长郭俊民参加视察。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马懿，市领导
靳磊、杨福平、张建国、李玉辉，市政协秘
书长陈松林陪同视察。

视察团一行先后来到中原西路南水

北调生态廊道示范段、南水北调中原西路
23号泵站、南水北调穿黄工程等地，详细了
解我市南水北调中线沿线水质保护工作。

据介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长 129
公里，于2014年12月12日正式通水。为
保证沿线水质安全，南水北调郑州段总干
渠一级保护区为工程管理范围边线( 防护
拦网）向两侧外延各200米，二级保护区为

一级保护区边线向左岸外延3000米，向右
岸外延2500米，保护区面积为597.17平方
公里。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城市规
划区内的60公里总干渠两侧，高起点规划
设计了各200米宽的生态走廊；市区段已完
成了两岸生态公园每区200米标准段建设，
2017年底前将全部完成生态公园建设，为
总干渠水质安全提供生态屏障。

在实地视察并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后，
视察团一行对我市在南水北调中线沿线水
质保护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并
就郑州下一步如何落实好国家和省市关于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质保护和生态建设的
各项要求和任务，建立水质保护长效机制，
确保南水北调中线输水水质安全提出意见
和建议。 郑报融媒记者 李爱琴

啥是重污染天气？是指根据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
(试行)(HJ633-2012)》，AQI大于200，
即空气环境质量达到五级(重度污
染)及以上污染程度的大气污染。

《预案》指出，全省重污染天气
预警级别统一由低到高分为蓝色、
黄色、橙色和红色预警四级，各级别
分级标准为：

蓝色预警 预测 AQI 日均值>
200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时；

黄色预警 预测 AQI 日均值>
200并将持续2天及以上且未达到高
级别预警条件时；

橙色预警 预测 AQI 日均值>
200 并将持续 3 天且出现 AQI 日均
值>300的情况时；

红色预警 预测 AQI 日均值>
200 并将持续 4 天及以上且 AQI 日
均值>300并将持续2天及以上或预

测 AQI 日均值达到 500 并将持续 1
天及以上时。

根据《预案》，当预测可能出现上
述重污染天气条件时，应当按空气质
量预报结果上限确定预警级别。

值得注意的是，当全省6个及以
上区域相邻的省辖市同时达到橙色
或红色预警条件时，启动该级别的
省级预警。

咋发布预警信息？发布的信息
包括什么内容？《预案》指明，当达到
预警条件时,应当及时通过电视、广
播、报纸、新媒体、国家突发事件预
警信息发布系统等向社会发布预警
信息。发布预警信息时,应当将未来
重污染天气发生的时间、地点、范
围、预警等级、主要污染物浓度范围
及平均值、AQI范围及平均值予以说
明。原则上，红色预警应当提前 24
小时向社会公开发布。

本报讯 根据空气质量预测，我
市 10 月 17 日~19 日将出现轻度及
以上污染过程，为应对此次污染过
程，市政府决定自 10 月 17 日 20 时
起启动重污染天气临时管控。

临时管控措施包括：四环以内
（不含四环）停止拆迁和土石方作业，停
止渣土车运输，确需施工的报市政府
副秘书长批准。对重点工业企业驻厂
监管，污染防治设施全部开启。对生产

经营无重大影响的VOCs（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企业实行白天停产的错峰生产
模式。中心城区白天停止装卸油品。
严控道路扬尘，加强道路湿式清扫。加
强交通疏导，减少机动车怠速运行。严
格整治不达标的烧烤摊位和餐饮点，
禁止垃圾落叶各类焚烧。临时管控期
间，全市加强三级督导督查和夜查力度，
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将被严肃追责。
郑报融媒记者 王军方

省政协视察团肯定我市南水北调工程水质保护

我市召开决战“十三五”
轨道交通建设动员会

集中力量克难攻坚
掀起轨道交通
建设新高潮

污染天气来袭 我市启动临时管控措施

治理大气污染我省再出重拳
红色预警提前24小时发布
本报讯 今后，我省重污染天气预警级别将统一由低到高分为蓝

色、黄色、橙色和红色预警四级，红色预警将提前24小时向社会公开发
布……昨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修订后的《河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要求提高全省重污染天气预防、预警和应对能力，有效控制、减少
或消除重污染天气条件下的风险和危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社
会稳定。 郑报融媒记者 裴蕾

四级预警 红色预警提前24小时发布

四级响应 Ⅰ级响应中小学要停课

根据不同的预警级别，我省要
采取相应的措施：蓝色预警启动Ⅳ
级应急响应，黄色预警启动Ⅲ级应
急响应，橙色预警启动Ⅱ级应急响
应，红色预警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其中，启动Ⅳ级响应措施后，我
省将有系列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如公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减少机动车上路行驶；公众尽量减少
能源消耗，夏季空调温度调高 2℃~
4℃，冬季空调温度调低2℃~4℃等。

Ⅲ级响应措施启动后，将在Ⅳ
级响应措施基础上，增加在主城区
实行非绿标车、大型货车、工程渣土
车区域限行，引导过境车辆避开主

城区行驶；严禁农作物秸秆露天焚
烧等内容。

启动Ⅱ级响应措施后，将增加
事发地政府负责督导机关和事业单
位公务车停驶 30%；严禁城区内焚
烧树叶、垃圾等,严禁露天烧烤，督导
未按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餐饮
单位停业等措施。

一旦启动了 I级响应措施，我省
所有幼儿园、中小学校停课，并合理
安排停课期间学生的学习生活，做
到停课不停学；事发地政府应按照
重污染天气应急限产、停产企业名
单,督导排放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工
业企业停产停业。

本报讯（记者 孙娟）昨日，记者从郑
州市决战“十三五”轨道交通动员会上获
悉，按照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十三五”期
间轨道交通发展总体目标，到“十三五”
末，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要超过 300 公
里，在建和运营里程超过 470公里，公共
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在65%以上。

实现这一目标，我市必须在今明两
年内新开工建设 12条线路，任务繁重而
艰巨。因此，会议列出全市“十三五”轨

道交通建设“时间表”：2016 年，开工建
设 2 号 线 二 期 工 程 等 6 个 工 程 项 目 ；
2017 年，开工建设 6 个工程项目，春节
前实现 1 号线二期、城郊铁路二期开通
试运营；2018 年，力争实现 2 号线二期
通车试运营；2019 年，实现 3 个工程项
目通车试运营；2020 年，实现 4 条线路
通车试运营。另外，2021 年，实现两条
线路通车试运营；2022 年，实现两条线
路通车试运营。

我市敲定未来5年轨道交通建设“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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