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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答复|关于加强吉林市区大气污染防治的建议

 委员提案：

 2013年9月10日，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我国正式打响“蓝天保卫战”。2016年1月1日，新《大气
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最有力的“法律武器”。2017年3月31日，环保部组织开展为期一
年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2017年10月11日至去年，环保部东北督查中心组织开展了“东北
三省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查”。以上这些都体现出国家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现在的老百
姓已从过去“盼温饱”变成“盼环保”，从过去“求生存”到现在“求生态”。建设生态吉林已成为民心所向，必须
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污染问题，努力实现吉林市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双赢。因此建议：

 一、建立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二、严格实施建筑施工标准化管理，全面实现施工场地全围挡、工地物料全覆盖、施工现场路面全硬化、进出车辆
全冲洗、密目网全包围、渣土运输车辆全封闭。

 三、全面排查市内散煤经销摊点，对商品煤质量进行抽检，取缔劣质散煤经营摊点，掌握散煤全年销售量。

 四、建设集中供暖设施，实现“一乡镇一热源”。

 五、完善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收储、能源化利用等环节的财政补贴和价格政策，提高农业耕作机械化水平；积
极引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落地建设，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应和大气质量效应的多赢格局。落实“网
格化”目标责任制，加强对农作物秸秆实际还田率、综合利用率的监督考核，妥善处理暂存秸秆二次污染隐患。

 提案答复：市生态环境局主办；市住建局、市城管执法局、市农业农村局协办

 国务院《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颁布实施以来，吉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围绕坚持绿色发展、建设“
生态吉林”的总体目标，超前谋划、精心部署，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为核心，出台《吉林市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明确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务，各部门职责分工及各项工作措施，近年来环境空气质量得到明
显改善。2018、2019年优良天数都在300天以上，达到国家和省要求的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0%以上的目标。

 一是全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立了吉林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统一指导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建立联席会议
制度，对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部署；组建专家库，为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智力支撑
。印发《吉林市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规定》，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市委、市政府与各县（市）区签订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状，落实大气污染防治目标任务，并作为党委、政府督查的重要内容，纳入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相关部门
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机制不断完善。

 二、实施建筑施工标准化管理。全面推进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和长效化。每年制定详细工作
方案及管理制度，夯实建筑施工现场扬尘治理基础性工作，开展建筑施工标准化考评工作，通过标准化考评专家库抽
取专家，采取双随机的监管模式，开展全市建筑工程施工标准化大检查行动，对我市市区及所属各县（市）在建工程
施工现场标准化管理工作进行了量化考核，有效提高了建筑施工扬尘治理。加强宣传教育，推广好经验，利用QQ群
，微信群不定时向建筑施工企业管理人员发送建筑施工扬尘管理重点内容及提示通知，推广好的经验做法。例如购置
雾炮等降尘装置定期喷淋降尘；使用绿网全覆盖裸露场地；在工地出入口处设置车辆冲洗设置，设专人负责，防治车
辆带泥上路等。

 三、加强散煤治理。一是开展全面排查，2019年7-8月，我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内煤炭加工、销售市场主体
登记注册情况、经营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吉林地区共有煤炭加工企业2户，煤炭市场经营主体（含营业执照经营范围
有经营煤炭项目）1155户；实际煤炭经营户数184户，其中散煤经销户150户。2019年，完成变更取消煤炭项目17户，
注销25户，吊销12户；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5份。二是开展煤炭质量抽检。对煤炭加工企业开展煤炭质量抽检，抽检4
批次，煤炭质量均合格；按照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安排，委托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组织实施开展2019年流
通领域煤炭质量抽检工作，全地区共抽检流通领域煤炭30批次，其中4户4个批次检验不合格，现结案3件，案值1.46万
元，罚没款1.52万元。三是开展全地区煤炭督导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四是加强煤炭经营户
行政指导。着重检查经营行为，规范进销货台账，检查煤炭进货来源，销售去向，不合格质量煤炭案件查处情况。根
据实践摸索，制定《煤炭经营进销货台账》范本，在全市进行推广，通过台账进一步掌握煤炭进销状况，做到煤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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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来源、品种、质量（煤质检验报告）和数量，销售去向等有据可查。印发《吉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煤炭质
量监管的通告》，强化落实煤炭质量监管责任，教育和引导经营者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进、不存、不销质
量不合格煤炭，自觉守法经营。五是落实煤炭质量监管长效机制。落实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建立煤炭经营管
理长效工作机制的通知》《关于加强煤炭经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健全完善整改措施，强化落实监管
责任，定期开展煤炭加工、销售市场主体排查摸底，掌握煤炭加工、销售市场主体信息，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管工作，
掌握监管主动权。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压实工作责任，落实整改任务。

 四、推动集中供热清洁取暖。严控新增煤电项目，严把燃煤锅炉准入关，县级及以上建成区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
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其他地区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县级以上建成
区10蒸吨及以下燃煤小锅炉全部取缔，削减煤炭用量。大力推广煤改气、煤改电、煤改生物质工程
，我市清
洁取暖项目共有220
个，总投资11.7亿元，已投产项目212个
，其中生物质颗粒（压块）项目23个，生物质锅炉供热项目133个
，天然气储气项目2个，天然气锅炉供热项目2个，电采暖项目51个，供热面积42.8万平方米。

 五、推进秸秆综合利用。近年来我市积极发展秸秆综合利用产业，逐步形成以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和秸秆能源化利
用为重点，以秸秆肥料化利用为优先，秸秆饲料化利用为辅助，秸秆原料化利用和秸秆基料化利用为补充的多元利用
格局。
大力推进
秸秆收储加工点、
成型燃料加工、秸秆发电、秸秆供热
试点、生物质锅炉等装备生产制造项目建设
，持续推进秸秆有机肥料、秸秆优质饲料、秸秆食用菌基料、秸秆工业原料化利用水平，带动秸秆综合利用上下游产
业链条协同发展。一是组织申报2018年第二批秸秆能源化利用补助专项资金项目。共有12户企业及农村集体组织申报
市级秸秆专项资金补助。
二是实施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建设项目20个。其
中：秸秆收储项目5个，能源化利用项目10个
，肥料化利用项目3个，基料化项目2个。
2019年，项目完成投资1.3亿元。三是推进村级秸秆收储加工项目。2019年新成立收储点12个，加工点6个，新成立秸
秆收储合作社7个。
四是推进秸秆发电、热电联产项目建设。加快宏日新能源磐石开发区生物质热电联产一期项目建设。推动龙潭区、中
新食品区、丰满区及外县市10个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前期工作，龙潭区、中新食品区、舒兰市、桦甸市生物质热电联
产项目已获得核准批复。
五是落实《吉林省秸秆综合利用政策32条》。积极组织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交通局、市金融办等十个部门贯
彻落实吉林省秸秆综合利用32条政策，加大秸秆综合利用扶持力度。六是编制吉林市秸秆综合利用三年行动方案。根
据省发改委文件要求，已编制完成《吉林市秸秆综合利用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年）》并下发至各县（市）区，
分解了秸秆“五化”利用目标和各县（市）区任务目标，力争2021年秸秆“五化”利用率达到81%，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到100%。按年度落实任务，扎实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我市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期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经过长时间
的不懈努力奋斗，持续改善空气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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