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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0 月 31 日萍乡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025 年 1 月 9 日江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加强大气污染协同防治，保护和改善大气环

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与株洲市开展区域大气污染协同防治以及本

市行政区域内开展大气污染协同防治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大气污染协同防

治工作，建立协同防治机制，解决协同防治中的重大问题，统

筹安排所需经费。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大气污染协同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

理，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大气污染协同防治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的指导下，组织开展大气污染协同防治工作。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会同株洲市人民政府建立区域大

气污染协同防治联席会议机制，根据大气污染形势召开联席会

议，协调解决区域大气污染协同防治重点问题，研究区域大气

污染协同防治重大事项。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联席会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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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工作。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大气污染协同防

治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分析研判大气污染形势，确定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目标和重大举措，统筹推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在编制涉及大气污染防治的规划时应

当征求株洲市人民政府的意见，意见采纳情况应当及时反馈。

在与株洲市交界区域新建、改建、扩建火电、钢铁、水泥、

石化、有色金属等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可能造成较大影响的工

业项目，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综合考虑传输通道、上下

风向等因素造成的环境影响，及时向株洲市同级人民政府通报

有关信息。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会同株洲市人民政府建立大气污

染防治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下列信息共享：

（一）大气污染源清单信息（含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二）重点大气污染源排污许可信息；

（三）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监测数据；

（四）重点固定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

（五）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

（六）较大、重（特）大大气污染事故信息；

（七）其他需要共享的信息。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大气污染防治

的信息化建设，实现工业源、移动源、扬尘和餐饮油烟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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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信息数据共享。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会同株洲市人民政府推动工业、

能源、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对执行严于国家和省规定的大

气污染物排放和控制标准而主动开展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能

源替代的排污单位，给予扶持和帮助；对在防治大气污染、保

护和改善大气环境、推动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成绩显著的单

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新能

源汽车协同推广使用机制，推进新能源汽车充气站、充电站（桩）

等配套设施建设，鼓励公交、出租车、物流配送、环卫、公务

用车等领域新增和更新车辆时，优先使用新能源汽车。

第八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会同株洲市

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加强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

协同防治，联合开展超标排放车辆整治，禁止排放不合格的机

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通行或者使用。

在本市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进行信息编码登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法

做好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编码登记工作。

建设单位应当明确要求施工单位使用已进行信息编码登记

且符合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施工单位应当对进入作业

现场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核验，未进行信息编码登记的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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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会同株洲市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加强道路扬尘协同监管，对在两市交界处车辆未按照规

定密闭运输、随意倾倒和抛撒建筑垃圾等行为开展联合整治。

第十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会同株洲市人民政府开展秸秆综

合利用合作，鼓励和支持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完善秸秆综合利

用方式，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会同株洲市同级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加强露天焚烧秸秆协同监管，发现在两

市交界处禁烧区域露天焚烧秸秆的，应当告知株洲市同级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并及时依法处置。

第十一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餐饮

油烟污染协同防治。

新建、改建、扩建具有餐饮服务功能的建设项目，应当按

照规定预留污染防治设施安装位置，依法配套安装餐饮场所专

用烟道、油烟净化等污染防治设施。

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安装专用烟道、油烟净化

设施并对专用烟道、油烟净化设施进行维护保养，保持设施正

常使用，建立清洗、维护台账。

负责餐饮油烟污染防治日常监管的部门，应当不定期对专

用烟道、净化设施等餐饮油烟污染防治设施的安装、使用和维

护情况进行检查，对餐饮油烟排放情况进行现场检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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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会同株洲市人民政府建立重污

染天气预警联动应急响应机制，开展重污染天气形势联合研判，

及时通报区域重污染预警信息，根据预警等级启动应急预案，

并采取相应的应急响应措施。

第十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会同株洲

市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区域联动执法机制，在重点工业

企业废气排放治理、臭氧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大气污染防治

重点时段，两市交界处等重点区域开展联动执法。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

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污染源等开展部门联合执法。

第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会同株洲市人民政府加强大气

污染防治科研合作，开展区域大气污染成因、溯源、防治技术

以及管控策略等环境问题的联合科研，提升大气污染防治科技

支撑能力。

第十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会同

株洲市同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法公开大气污染协同防治

相关信息，完善公众参与协同防治工作机制，为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参与和监督大气污染协同防治工作提供便利。

对公众反映的大气污染环境问题，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

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调查处理，并及时反馈信息。

第十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会同株洲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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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立协同监督机制，采取执法检查、视

察、专题调研等方式，加强对贯彻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

情况的监督。

第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会同株洲市人民政府推动与其

他相邻市建立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协调机制，开展区域合作，共

同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三款规定，施工单位使用

未经信息编码登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作业的，由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作业现场未经信

息编码登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数量处以每台五百元罚款。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已有

处罚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