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做好 2019 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的通

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之年，确保守住环境安全底线意义重大。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和 2019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要求，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突发环境

事件，妥善处置各类突发环境事件。 

  一、认清形势，突出做好环境风险管控工作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环境风险问题呈多发高发态势，环境

风险源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形势依然严峻，环境应急管理工作仍面临巨大挑战。

各地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风险管控工作，系统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生态环境风险

防范体系。要认真分析并准确把握本行政区域内的突发环境事件规律特点，盯紧

涉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重金属等重大环境风险源,督促指导企业切实落实环

境安全主体责任。根据饮用水水源地、化工企业周边集中人群等重点生态环境保

护目标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应急预案和必要的应急物资准备。 

  二、拓宽信息渠道，加强应急值守工作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进一步健全应急值守制度，严格落实领导同志“AB”

角带班和 24 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责任落实到人。充分利用信息报告或调度、

新闻舆情监测、“12369”环保举报、部门间信息共享等信息源，多渠道收集突



发环境事件信息，确保突发环境事件早发现、早调度、早处置，第一时间向当地

党委政府和上级生态环境部门报送事件信息。对于可能造成跨界污染的，要及时

向下游政府或者有关部门进行通报。 

  三、完善会商机制，及时分析研判态势 

  各地要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研判处置会商机制，在获取突发环境事件有关

信息后，及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研判，分析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和事件发展

趋势。要加强与科研单位的沟通交流，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在开展会商研判等工

作时，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对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环境影响的，及时组织会商

提出科学处置措施方案。 

  四、及时派员赶赴现场，做好事件处置工作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坚持“有事没事当有事准备、大事小事当大事对待”，

当遇到重特大或者敏感事件，或者发展趋势不明、上报情况不清的，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根据研判结果，及时向政府提出应急

处置措施建议，确保将事件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应急处置期间，第一时间开展监

测和数据分析，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科学有效的数据支撑。 

  五、主动公开事件信息，做好舆情应对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高度重视舆情应对工作，主动协助政府及时高效、客观

发布事件信息，既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也要充分利用新型媒体的时效

性。必要时，邀请专家进行点对点解读，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发生重特大或者敏

感事件时，5 小时内要发布权威信息，24 小时内要举行新闻发布会。在应急处

置过程中，要根据事件发展趋势，持续做好舆情监测，及时掌握舆论动态，主动

回应社会关切。 



  六、严格突发环境事件调查评估，健全分析总结机制 

  各地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及环境影响和损失评估工

作，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并及时将有关情况向社会公开。对典型突发环境事件，

要及时总结剖析事件应对中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提出整改措施和政策建议。

通过案例回放等方式开展警示教育，推动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提升应急处置水平。 

  各地要狠抓责任措施的层层落实，务求取得实效。我部将加强跟踪督办，对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有关工作要求落实不到位的情形适时

进行通报。问题严重的，将提请当地政府依法依规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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