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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27 日

部 门 风 采

市农业农村局扎实打好打赢农业农村领域污染防治攻坚战

2020 年，市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按照“管

行业必须管环保”的要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大督导调度

力度，大力推进污染防治目标任务的落实。

一是全天候常态化开展禁烧工作。健全禁烧工作制度，制

定印发了《漯河市可燃物禁烧工作失职追责办法》（漯环攻坚

办〔2020〕12 号）《漯河市农村可燃物禁烧工作考核办法》

（漯禁烧〔2020〕1 号）。开展“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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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管控”、“岗位练兵”，“三夏”重点禁烧、集中整治提升，

“三秋”重点禁烧、清理清运、秋冬季禁烧攻坚战等禁烧系列

专项行动，确保禁烧工作全天候常态化。加大禁烧奖励和业务

培训力度，对 2019 年禁烧工作中涌现出的 25 个先进乡镇发放

奖励资金 350 万元进行表彰，对县区、乡镇开展禁烧业务培训，

有效调动了县区、乡镇禁烧工作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了县、

乡、村三级禁烧监管水平。

二是强力推进“三散”污染治理。按照“三散”治理方案

要求，制定下发了《漯河市农业农村局“散乱污”企业动态清

零工作方案》《关于农业“散乱污”整治任务分解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落实农业“散乱污”整治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认真开展本系统散乱污企业和食用菌生产领域、烟炕等散煤使

用调查，对个别仍在使用散煤的辣椒炕、烟炕督促县、乡进行

了全面整改。严格落实农机作业扬尘治理工作要求，配合农机

部门开展农机作业扬尘治理和非道路农业移动机械调查摸底和

高排放非道路农业移动机械禁行区专项执法行动。推广机械施

肥作业，推进氨排放控制工作，逐步杜绝氮肥表施现象。

三是扎实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和预警监测。开展农用地

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工作，编制完成了我市耕地质量类别划

分并上报省政府。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选定临颍县杜曲

镇龙堂村 220 亩耕地作为安全利用类治理与修复试点，采取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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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耕与有机肥互补和种植品种优化调整等措施，推进农用地治

理与修复技术应用项目试点工作。指导目标县采购有机肥、种

子、农机服务等治理物资和服务，采取深层翻耕、倒换耕地耕

作层、增施有机肥等农艺调控措施，完成治理面积 1350 亩，超

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建立农用地土壤污染预警机制，加强土

壤监测能力与制度体系建设，统一协调组织全市农用地土壤污

染预警和应对工作。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做好

治理与修复区域内农产品临田检测和产出可食用农产品质量检

测，开展农产品质量风险评估，确保我市耕地质量和产出农产

品全部安全。遴选申报土壤污染防治项目，争取到中央专项资

金 380 万元。

四是大力推进节肥节药行动和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化肥减量方面，按照“测、配、产、供、施”技术路线，推进

有机肥替代化肥、实施测土配方施肥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广大

农民的科学施肥水平。废旧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方

面，印发了《漯河市 2020 年废旧农膜回收处理专项工作方案》

《漯河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实施方案》，全年回收农膜

2469.2 吨，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 40 吨以上。全市规模养殖场

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到 98.8%，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4.82%，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到 100%，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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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实现全覆

盖，村庄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达到 100%，所有县区均首批通过

省级达标验收，我市被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联席会命名为“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达标市”。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全市

生活污水全治理户数达到 83543 户、半治理户数达到 196758 户，

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36.87%，所有涉农乡镇政府所在

地村庄均建设了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农村厕所革命强力推进，

全市累计完成卫生厕所改造 313253 户，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88.45%。全市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和提升。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积极履职尽责推动工信领域污染防治战

取得扎实成效 2020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围绕年度责任目标

任务，紧盯落后产能淘汰、“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工业企

业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管控等重点，加强工业污染源防治，深

化工业领域污染防治攻坚，全面完成了年度攻坚责任目标任务。

一是加大过剩产能压减和落后生产工艺淘汰力度。制定下

发了《漯河市工信系统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考核方案》（漯工信

〔2020〕55号）《2020年市工信系统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方案》

和《工作台账》（漯工信〔2020〕56号）《关于开展2020年全

市落后产能排查工作的通知》（漯工信〔2020〕63号）等一系

列文件，开展了淘汰落后产能排查，向省淘汰落后产能办公室

上报了《漯河市2020年淘汰落后产能目标计划的报告》，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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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公司年产20万吨合成氨装置（24台固定床间歇式煤气化炉）

纳入本年度淘汰计划予以淘汰。成立工作专班进驻金大地公司

现场办公，监督指导企业落后产能拆除工作，坚决做到按照标

准和要求，应拆尽拆，确保进度。截止12月22日下午，金大地

公司年产20万吨合成氨生产线装置煤气化炉电机、变速箱、传

送链条等动力装置已全部拆除，加煤机全部拆除，全部断电停

水，金大地20万吨合成氨落后产能淘汰任务全部完成。

二是持续开展工业“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完善制度体

系和推进机制，多次召开党组会议专题研究“三散”治理工作，

成立了市工信系统污染防治暨“三散”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出

台了《关于分解落实<漯河市“三散”污染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工作任务的通知》，制订了《2020年度市工信系统“三散”治

理工作方案》《2020年度全市工信系统“散乱污”工业企业整

治工作方案》《市工信系统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暨“三散”

治理工作考核方案（试行）》，成立了4个督导组对“散乱污”

工业企业治理工作进行督导。加大排查清理力度，重点对建材

行业砂石场、临颍县木材加工产业园区进行排查整治，共排查

出“散乱污”企业180家并全部进行了清理整治，促进了工业企

业绿色转型发展。

三是全力做好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管控和重点工业行业季

节性生产调控。制定了《2020-2021年秋冬季工业企业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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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建立涉气工业企业重污染天气预警

应急管控清单动态更新机制。落实《重点行业季节性生产调控

工作方案》，实施“一厂一策”“一企一策”清单化、差异化

生产调控举措和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管控措施，按照管控级别

细化落实各项管控措施，细化到具体企业、具体生产环节。对

2020年漯河市工业源应急减排清单中的1423家企业落实轻中重

度污染管控情况和全市季节性调控的253家管控企业进行了督导

检查，基本做到停限产到位。

四是加强工业企业臭氧防控工作。印发了《漯河市工信系

统2020年臭氧污染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漯工信〔2020〕59

号）《关于进一步做好漯河市工信系统当前臭氧防控工作的通

知》《漯河市重点区域工业大气污染精细化管理工作方案》，

对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和重点行业涉挥发性有机物进行管控。

严格落实《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建立了涉

气工业企业臭氧防控应急管控清单动态更新工作机制。全市319

家涉有机废气重点企业管控精准到生产线、工序，进行错峰生

产。

五是强化工业企业非道路移动机械和重型柴油货车治理管

控。组织各县区工信部门对全市工业企业自备的3.5吨以上重型

柴油货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和混泥土车辆进行摸底排查，完成

了信息采集工作。按照源头管控、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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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对我市工业企业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深度治

理，对超标排放且具备深度治理条件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要求

依法加装或更换符合要求的污染控制装置，对不具备深度治理

的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及时进行淘汰取缔。配合生态环

境部门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自有重型柴油车辆进行OBD加装，

对国四及以下重型柴油货车进行淘汰或深度治理。重污染天气

期间，加强对工业企业自备车辆的管控，严禁使用国四及以下

重型柴油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对工业企业自备的国四及以

下重型柴油货车进行停运封存。

六是全面加强工业污染源综合防治。制定了《漯河市2020

年推进绿色化改造实施方案》，组织各县区认真做好造纸、水

泥、化工等重点行业的清洁生产技术推广工作。积极组织世林

冶金、富亿达汽配开展工业节能诊断服务工作，引导重点行业

企业按照国家发展的清洁生产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导向目

录开展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积极推动行业能效对标，按照省

工信厅要求，组织推荐2020年我市工业领域省级能效和水效

“领跑者”企业，全面提升企业用能与节水效率，促进工业绿

色发展。积极组织我市工业园区和企业进行申报，推荐临颍县

产业集聚区申报国家级绿色园区，平平食品被评为国家级绿色

工厂，舞阳县贾湖酒业、威森生物医药、永光电力被评为省级

绿色工厂，际华三五一五公司已被评为第二批国家绿色设计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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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企业。采取措施组织开展了危险化学品企业关闭搬迁改造工

作，对毛纺厂老厂址和金大地公司老厂址土地污染情况进行调

查，有序推进各项土壤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积极配合生态环

境部门督促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安装与企业生产规模相适应

的污染防治设施，加强涉镉等重金属企业排查整治和环境监管，

对工业企业废水废气处理设施逐步进行升级改造，逐步提高清

洁生产水平，实现达标排放。

报：省污染防治攻坚办，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省生态环境厅，市委、

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大班子领导。

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发：各县区党委（党工委）、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污染防治攻坚战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