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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立足实际、把握重点、突出
质控、服务管理”的原则,我市将分阶段
开展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工作，进
一步摸清全市各类污染源、各类污染物
排放情况，建立更新及时、科学、完善的
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全面提升大气环
境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精细
化、信息化水平。

根据方案，今年 8月底前,初步建立
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工作体系,充
分利用现有统计体系和指南推荐排污
系数,全面开展化石燃料固定燃烧源、工
艺过程源、移动源、扬尘源、溶剂使用
源、农业源、生物质燃烧源、储运运输
源、废弃物处理源、餐饮油烟源等 10类
污染源排放情况调查，深入开展VOCs、
PM10等污染物产生源调查，基本摸清大

气污染源排放特征，初步完成大气污染
源排放清单的编制,为冬季大气污染防
治、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网格化管理
等环境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到2018年8月底前，利用1年时间，
建立科学、完善、更新及时的大气污染源
排放清单编制工作体系，构建本地化排放
因子和源成分谱数据库,深入开展10类污
染源和9类污染物调查，全面掌握全市主
要污染物的排污总量、季节特征、空间特
征、行业贡献、污染设施状况、减排潜力，
完成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动态更新管理
平台建设，实现预警预报系统、大气管控
系统的数据共享和应急减排效果评估，并
充分利用污染源排放清单成果，支撑全市
空气质量达标管理和相关科学研究，使我
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主要针对PM10、
PM2.5两项指标。

排名共分为两组：第一组包括市内
5区政府（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管
城区、惠济区）和 3个管委会（郑东新

区、郑州高新区、郑州经济开发区）；第
二组包括 5个县（市）政府（登封市、新
密市、荥阳市、新郑市、中牟县）和上街
区政府、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
委会。

我市推出空气质量周排名
累计2周倒数第一的县区，全市通报批评
当月综合得分倒数第一的，约谈辖区主管领导

本报讯《郑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周排名奖惩机制》日前正式出台，我
市将对各县（市）区的空气质量进行周排名，并对排名靠后的进行惩罚，
排名靠前的进行奖励。机制自7月起施行，12月31日止。
郑报融媒记者 侯爱敏

《机制》明确了周排名的奖惩措施，
其中惩罚措施包括黄牌警告、通报批
评、诫勉谈话、财政扣款等。

第一组和第二组的奖惩措施基本
相同，均包括以下内容：对 PM10 或
PM2.5指标 1周排名倒数第一的辖区政
府或管委会，市环境攻坚办对其进行黄
牌警告；对当月累计 2周排名倒数第一

的辖区政府或管委会，市环境攻坚办对
其进行全市通报批评；对当月综合得分
排名倒数第一的辖区政府或管委会，市
环境攻坚办对辖区主管领导进行行政
约谈，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报道；对累
计2个月综合得分排名倒数第一的辖区
政府或管委会，对辖区主要领导进行诫
勉谈话。

针对PM10、PM2.5指标 排名分为两组

累计2周倒数第一 全市通报批评

区别在于两组排名的罚款和奖励
金额稍有不同。

《机制》指出，每周分别对 PM10、
PM2.5劣于全市综合得分的辖区政府或
管委会进行财政扣款。第一组中，财政
扣款金额按低出全市综合得分的，由高
到低依次扣款为 200万、150万、100万
和50万元；针对第二组的财政扣款金额
按低出全市综合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扣

款为100万、80万和50万元。
《机制》同时明确了排名靠前者的

奖励措施，第一组中，对 PM10或 PM2.5
指标当周优于全市综合得分的，分别给
予 150万、100万和 50万元的财政奖
励；第二组的奖励标准为 80万、50万和
30万元。无论第一组或者第二组，市环
境攻坚办对排名第一的辖区政府或管
委会均将进行全市通报表扬。

根据综合得分 最高扣款200万、奖励150万

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
8月底前初步完成编制

本报讯 市政府办公厅近日下发《郑州市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
工作方案》。今后，我市将构建准确、完整、更新及时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清单,提供环境管理需要的核心基础数据支撑，实现精准治理、精细治
理。郑报融媒记者 赵文静

喷枪烈焰加酷暑
公交站台顶上
这群师傅干得“火热”

本报讯 昨日上午 11时 10
分，室外气温36℃。桐柏路与西站
路口快速公交站台顶部，3名挥汗
如雨的年轻人正蹲在本不宽的站
台顶上工作。他们手握液化气喷
枪，为站台顶部铺设新的沥青卷，
以治站台渗水。蓝色的喷枪火焰，
两米以外都觉得烤脸。他们是公
交站台顶部维护工。

维护工徐师傅说，他们前几天
接到任务，要求尽快给全市第一批
100多个快速公交站台检查施工，做
好防水，应对雨季。

徐师傅介绍，干他们这一行，
越热效果越好，黏合的质量越好。
所以暑天是他们工作的旺季。

“天热，必须身体好，能抗热，
所以年纪大的人不适合这个工
作。”徐师傅说，从 8点上班到 11
点，他们三人仅瓶装水已喝掉1件
多。因为他们手握的液化气喷枪
喷出的火焰是1000℃多，工作环境
也要有60℃。
郑报融媒记者 徐富盈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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