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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安办〔2020〕25号 

     

攀枝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 2019年全市生产安全事故基本情况分析

及 2020年安全生产形势预测 

 
各县（区）安委办、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各大企业： 

    为扎实做好 2020年安全生产工作，为我市社会经济发展提

供有力安全保障，现将 2019年全市生产安全事故基本情况分析

及 2020年安全生产形势预测通报如下： 

一、2019年生产安全事故基本情况分析 

（一）2019年生产安全事故总体情况 

全市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39起，死亡 41人，受伤 11人，

直接经济损失 2885万元，其中发生较大事故 1起，死亡 4人。事

故发生行政区域涉及全市 5 个县（区）和钒钛高新区；发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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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涵盖：道路运输、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建筑施

工、化工、冶金、机械、工商贸、其他等 9 个行业领域；事故类

型包括：物体打击、车辆伤害、机械伤害、起重伤害、触电、灼

烫、高处坠落、坍塌、冒顶片帮、中毒窒息、其他伤害、道路运

输等 12种类型；全年 4个季度 12个月均有事故发生。2019年全

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较 2018

年同比分别（下同）减少 12起、12人、10人，分别下降 23.5%、

22.6%、47.6%，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实现“双下降”。 

（二）各县（区）及钒钛高新区生产安全事故情况 

东区东区东区东区：：：：生产安全事故 6起，死亡 5人，受伤 2人；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分别较 2018年减少 12起、9人、10人，下

降 66.7%、64.3%、83.3%。 

西区西区西区西区：：：：生产安全事故 3起，死亡 2人，受伤 1人；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分别较 2018年减少 5起、6人、3人，下降

62.5%、75%、75%。 

仁和区仁和区仁和区仁和区：：：：生产安全事故 8起，死亡 9人，受伤 1人；事故起

数持平，死亡人数增加 1人、上升 12.5%，受伤人数减少 1人，

下降 50%。 

盐边县盐边县盐边县盐边县：：：：生产安全事故 9起,死亡 9人，受伤 0人；较 2018

年事故起数增加 3起，上升 50%，死亡人数减少 2人，下降 18.2%，

受伤人数减少 2人，下降 100%。 

米易县米易县米易县米易县：：：：生产安全事故 7起，死亡 9人，受伤 1人；较 2018

年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分别增加 1起、2人、1人，

上升 16.7%、28.6%，去年同期无受伤事故。 

钒钛高新区钒钛高新区钒钛高新区钒钛高新区：：：：生产安全事故 6起，死亡 7人，受伤 6人；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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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分别增加 1起、2人、6

人，上升 20%、40%，去年同期无受伤事故。 

表表表表 1           2016年-2019年各县（区）生产安全事故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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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72 51 40 3063 45 45 8 3860 51 53 21 2207 39 41 11 2885 

东 区 36 20 24 1192 7 9   685 18 14 12   6 5 2   

西 区 4 4 1 393.4 5 3 2 515 8 8 4   3 2 1   

仁和区 5 7 1 563 4 4   475 8 8 2 514 8 9 1 850 

米易县 12 9 8 656.3 14 13 2 987 6 7 1 630 7 9 1 985 

盐边县 9 10   240.2 10 11 4 599 6 11 2 523 9 9   873 

钒钛高新区 6 1 6 17 5 5 0 600 5 5 0 540 6 7 6    177 

盐边县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占全市事故起数、死亡

人数分别是 23%、22%；仁和区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占

全市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是 21%、22%；米易县生产安全事

故起数、死亡人数占全市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是 18%、22%；

钒钛高新区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占全市事故起数、死亡

人数分别是 15%、17%；东区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占全

市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是 15%、12%；西区生产安全事故起

数、死亡人数占全市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是 8%、5%。 

表表表表 2         2019年各县（区）生产安全事故统计分析表 

  

事故 全市 同比 死亡 全市 同比 受伤 全市 同比 

起数 占比 +,- ±% 人数 占比 +,- ±% 
人数 占比 +,- ±% 

东区 6 15% -12 -66.7 5 12% -9 -64.3 2 18% 
-10 -83.3 

西区 3 8% -5 -62.5 2 5% -6 -75 1 9%  -3 -75 

仁和区 8 21% 持平 持平 9 22% 1 12.5 1 9%  -1 -50 

盐边县 9 23% 3 50 9 22% -2 -18.2 0 
  -2 -100 

米易县 7 18% 1 16.7 9 22% 2 28.6 1 9%  1 无 

钒钛高新区 6 15% 1 20 7 17% 2 40 6 55% 6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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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情况 

道路运输道路运输道路运输道路运输：：：：生产安全事故 6起，死亡 6人；较 2018年事故

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9起、13人，下降 60%、68.4%。 

煤矿煤矿煤矿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3起，死亡 3人；较 2018年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3起、4人，下降 50%、57.1%。 

金属非金属矿山金属非金属矿山金属非金属矿山金属非金属矿山：：：：生产安全事故 2起，死亡 2人；较 2018

年事故起数增加 1起，上升 100%，死亡人数持平。 

建筑施工建筑施工建筑施工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 7起，死亡 10人；较 2018年事故

起数减少 4起，下降 36.4%，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持平。 

化工化工化工化工：：：：生产安全事故 1起，死亡 2人，受伤 6人；较 2018

年事故起数持平，死亡人数增加 1人,上升 100%，去年同期无受

伤事故。 

冶金冶金冶金冶金：：：：生产安全事故 1起，死亡 1人；2018年同期未发生

事故。 

机械机械机械机械：：：：生产安全事故 3起，死亡 3人；较 2018年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分别增加 2起、3人，事故起数上升 200%，去年同期

无死亡事故。 

工商贸其他工商贸其他工商贸其他工商贸其他：：：：生产安全事故 14起，死亡 12人，受伤 5人；

较 2018年事故起数持平，死亡人数减少 1人，下降 7.7%，去年

同期无受伤事故。 

其他行业其他行业其他行业其他行业：：：：生产安全事故 1起，死亡 1人；2018年同期无

事故。 



 — 5 — 

11 个行业领域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个行业领域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个行业领域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个行业领域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分别为烟花爆竹、轻

工、有色、建材、纺织、烟草、水上交通、铁路交通、民航飞行、

渔业船舶、农业机械。 

表表表表 3      2016年-2019年各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统计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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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72 51 40 3062.51 45 45 8 3860.2004 51 53 21 2206.8 39 41 11 2885 

煤矿 2 2 1 277.365 4 4   553.8004 6 7 3 150 3 3   235 

石油天然气                                 

金属非金属

矿山 
                1 2     2 2   135 

建筑施工 17 21 6 1714.6 14 12 2 1427.7 11 10 5 742 7 10   1085 

化工 2   4 7 2 2   80 1 1   140 1 2 6   

烟花爆竹                                 

轻工                 1   1           

冶金 2 3   305 1 1   80 1 1   100 1 1   108 

机械                 1   1   3 3   128 

有色 2 1 1 103 1 1   100                 

建材                                 

纺织                                 

烟草                                 

贸易                         1 1   94 

工商贸其他 3 3   240.88 7 7   783.6 14 13 5 682 14 12 5 975 

道路运输 39 18 24 223.66 12 13 5 349.1 15 19 6 392.8 6 6   30 

水上交通                                 

铁路交通                                 

民航飞行                                 

渔业船舶                                 

农业机械                                 

其他 5 3 4 191 4 5 1 486         1 1   95 

与 2018年相比，新增 2个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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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行业；减少 1个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轻工。道路运输、

建筑施工、工商贸其他等 3个行业（领域）发生事故起数和死亡

人数在 2019年全年事故中占比较高，3 个行业（领域）为全年

事故起数、死亡人数的 69%、68%。 

（四）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类型 

物体打击类物体打击类物体打击类物体打击类：：：：生产安全事故 6起，死亡 6人，受伤 11人；

较 2018年事故起数增加 2起，死亡人数增加 2人，受伤人数减

少 11人，事故起数上升 50%，死亡人数上升 50%，受伤人数下

降 47.6%。 

车辆伤害类车辆伤害类车辆伤害类车辆伤害类：生产安全事故 2起，死亡 2人，受伤 0人；较

2018年事故起数减少 3起，死亡人数减少 4人，受伤人数 1人，

事故起数下降 60%，死亡人数下降 66.7%，受伤人数下降 100%。 

机械伤害类机械伤害类机械伤害类机械伤害类：生产安全事故 4起，死亡 4人，受伤 0人；较

2018年事故起数增加 1起，死亡人数增加 2人，受伤人数减少 1

人，事故起数上升 33.3%，死亡人数 100%，受伤人数下降 100%。 

起重伤害类起重伤害类起重伤害类起重伤害类：：：：生产安全事故 3起，死亡 4人，受伤 1人；较

2018年事故起数增加 2起，死亡人数增加 3人，受伤人数增加 1

人，事故起数上升 200%，死亡人数上升 300%，去年同期无受

伤事故。 

触电类触电类触电类触电类：：：：生产安全事故 3起，死亡 3人，2018年同期无事

故发生。 

灼烫类灼烫类灼烫类灼烫类：：：：生产安全事故 2起，受伤 3人；较 2018年事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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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增加 1起，受伤人数增加 2人，事故起数上升 100%，受伤人

数上升 200%。 

高处坠落类高处坠落类高处坠落类高处坠落类：：：：生产安全事故 6起，死亡 9人，受伤 0人；较

2018年事故起数减少 1起，死亡人数增加 2人，受伤人数减少 4

人，事故起数下降 14.3%，死亡人数上升 50%，受伤人数下降

100%。 

坍塌类坍塌类坍塌类坍塌类：：：：生产安全事故 1起，死亡 1人； 2018年同期未发

生事故。 

冒顶片帮类冒顶片帮类冒顶片帮类冒顶片帮类：：：：生产安全事故 2起，死亡 2人，受伤 0人；较

2018年事故起数减少 2起，死亡人数减少 3人、受伤人数减少 3

人，事故起数下降 50%，死亡人数下降 60%，受伤人数下降 100%。 

中毒窒息类中毒窒息类中毒窒息类中毒窒息类：：：：生产安全事故 3起，死亡 4人，受伤 6人； 2018

年同期未发生事故。 

其他伤害类其他伤害类其他伤害类其他伤害类：：：：生产安全事故 1起，死亡 0人，受伤 1人；较

2018年事故起数减少 4起，死亡人数减少 5人、受伤人数减少 2

人，事故起数下降 80%，死亡人数下降 100%，受伤人数下降

66.7%。 

道路运输道路运输道路运输道路运输：：：：生产安全事故 6起，死亡 6人，受伤 0 人；较

2018年事故起数减少 9起，死亡人数减少 13人、受伤人数减少

6人，事故起数下降 60%，死亡人数减少 68.4%，受伤人数减少

100%。 

与 2018年相比，新增 3个类型生产安全事故：触电、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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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和窒息；减少 3个类型生产安全事故：淹溺、火灾、其他爆

炸。物体打击、高处坠落、道路运输等 3类事故在 2019年全部

事故占比较高，3类事故占全年事故起数、死亡人数的 46%、51%。 

表表表表 4              2019年各类事故统计分析 

  事故起数 
同比 

死亡人数 
同比 

受伤人数 
同比 

+,- ±% +,- ±% +,- ±% 

物体打击类 6 2 50 6 2 50 11 -11 -47.6 

车辆伤害类 2 -3 -60 2 -4 -66.7 0 -1 -100 

机械伤害类 4 1 33.3 4 2 100 0 -1 -100 

起重伤害类 3 2 200 4 3 300 1 1 无 

触电类 3 无 无 3 无 无 
   

灼烫类 2  1  100      
 

3 2 200 

高处坠落类  6 -1  -14.3 9  3  50 
 

-4 -100 

坍塌类 1 无 无 1 无 无 
   

冒顶片帮类 2 -2 -50 2 -3 -60 0 -3 -100 

中毒窒息类 3 无 无 4 无 无 6 无 无 

其他伤害类 1 -4 -80 0 -5 -100 1 -2 -66.7 

道路运输 6 -9 -60 6 -13 -68.4 0 -6 -100 

(五)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时间 

一季度一季度一季度一季度：：：：共发生事故 9起，死亡 8人，受伤 1人；其中：1

月发生事故 4起，死亡 3人，受伤 1人；2月发生事故 2起，死

亡 2人；3月发生事故 3起，死亡 3人。 

二季度二季度二季度二季度：：：：共发生事故 5起，死亡 5人，受伤 0人；其中：4

月发生事故 3起，死亡 3人；5月发生事故 1起，死亡 1人；6

月发生事故 1起，死亡 1人。 

三季度三季度三季度三季度：：：：共发生事故 13起，死亡 14人，受伤 9人；其中：

7月发生事故 4起，死亡 3人，受伤 2人；8月发生事故 2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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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4人，受伤 7人；9月发生事故 7起，死亡 7人。 

四季度四季度四季度四季度：：：：共发生事故 12起，死亡 14人，受伤 1人；其中：

10月发生事故 1起，死亡 1人；11月发生事故 7起，死亡 9人，

受伤 1人；12月发生事故 4起，死亡 4人。 

表表表表 5         2019年 1-4季度生产安全事故统计分析 

  事故起数 全年占比 死亡人数 全年占比 受伤人数 全年占比 

一季度 9 23% 8 20% 1 9% 

二季度 5 13% 5 12% 0 0 

三季度 13 33% 14 34% 9 82% 

四季度 12 31% 14 34% 1 9% 

总体看，一季度受气候、政策性停产、放假、人员流动和复

工复产等因素影响，事故易多发，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

分别占全年事故起数 23%、死亡人数 20%；二季度企业生产趋

于稳定，气候适宜，检修后的设备运行正常，生产计划容易完成，

处于安全平稳期，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占全年事故

起数 13%、死亡人数 12%；三季度属于我市主汛期，防洪压力

大，生产、交通、运输等易受到影响，生产计划的完成具有不确

定性，处于事故高发期，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占全

年事故起数 33%、死亡人数 34%；四季度受低温灾害天气、抢

工期、赶任务以及设备检修维护的影响，生产压力大，也是事故

多发期，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占全年事故起数 31%、

死亡人数 34%。从单月事故情况看，11月发生较大事故 1起，

死亡 4人，当月发生事故 7起，死亡 9人；9月事故发生起数达

到 7起，死亡人数是 7人；1月、7月、12月事故发生起数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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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4起 , 死亡人数分别是 3人、3人、4人；3月、4月事故发

生起数均达到 3起 , 死亡人数均是 3人。 

（六）生产安全事故性质分类 

根据已调查结案的 34起生产安全事故，按照事故性质主要

划分为以下类型：  

“三违”现象导致事故发生：存在违反操作规程、劳动纪律问

题的事故 12起，占已完成调查事故的 35%。特别是 2019年发生

的“11.23”高处坠落较大事故，主要就是因劳务人员违章操作造

成。 

现场监管缺失导致事故发生：存在现场工作缺乏检查问题的

事故 5起，占已完成调查事故的 15%。 

教育培训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存在教育培训不够、缺乏安

全操作知识问题的事故 7起，占已完成调查事故的 21%。 

设施设备故障导致事故发生：设备、设施、工具附件有缺陷

问题的事故共 7起，占已完成调查事故的 21%。 

隐患整改不及时导致事故发生：存在生产场所环境不良、安

全设施缺少或有缺陷、个人防护用品缺少或有缺陷等问题事故共

8起，占已完成调查事故的 24%。 

技术和设计导致事故发生：存在技术和设计有缺陷问题的事

故 1起，占已完成调查事故的 3%。 

（六）生产安全事故救援情况 

2019年我市各专业救援队伍累计应急出动 1806次，出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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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14901人次，出动装备（车辆）3070台次，开展各类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救援（含火灾）。各支队伍成功处置多起事故，其中：

消防救援队伍处置了“6.6”S214省道浓硫酸罐车泄漏事故、“8.11”

德铭化工硫化氢气体中毒事故；攀煤矿山救护队处置了花山矿

“1.8”瓦斯窒息事故、小宝鼎煤矿“2.12”瓦斯超限事故、小宝鼎煤

矿“8.18”冒顶事故、华阳公司二矿入井搜救; 攀钢（集团）钢钒

公司危化品应急救援队处置了“4.29”烧结厂氢氧化钾罐车倾翻

事故、“5.29”能动公司焦炉煤气管道排水板阀泄漏事故、“7.21”

盘江煤焦化有限公司重质苯罐车泄漏事故，有效防止了生产安全

事故扩大，遏制了因事故造成次生环境影响事件。 

表表表表 6       2019年专业救援队伍应急救援情况统计（含火灾） 
救援队伍 应急出动次数 出动人次 出动装备（车辆）台次 

市消防救援支队 1790 14702 3050 

攀煤救消大队 13 140 18 

攀钢钒钛危化救援队 3 59 5 

盐边县矿山救护大队 0 0 0 

合计 1806 14901 3073 

（七）生产安全事故处罚 

2019年，全市共完成 34起事故调查，对发生的生产安全事

故共追究党纪、政纪责任 7人，已下达行政处罚 32次，实施行

政处罚 495.9万元，警示约谈县（区）党政领导 6人、部门负责

人 11人、企业负责人 61人，涉及 32家事故发生企业。 

二、2020年形势预测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因疫情防控需要，生产物资流

通和人员返岗受限，大量企业延期复工复产，建设工程建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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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造成一定程度经济损失，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必然存在各

类抢工期赶进度行为，隐患排查不到位、未及时维护更换有问题

设施设备、企业招工难造成安全管理人员配置不齐、员工安全培

训教育不足、设备超负荷运行、人员超强度工作、安全投入不够、

应急准备不充分等大量问题存在，安全生产形势仍然比较严峻。 

（一）2020年各季度形势分析 

一季度一季度一季度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部分岗位人员还未返岗，企业

复工复产较往年推迟，预计大部分企业会集中在 3 月份复工复

产，安全生产压力会逐步显现，复工复产验收把关事关安全生产

形势走向，面临复产和防疫双重压力，预计事故总量会较去年同

期减少。 

二季度二季度二季度二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可能结束，企业基本都已恢复生产，

生产愿望较强烈，思想上易出现麻痹心理，在风险管控、隐患排

查、职工培训、设备维护保养等方面容易忽视，导致生产安全风

险较高。 

三季度三季度三季度三季度：：：：按照今年气象预报，今年降雨量较往年正常偏多，

点暴雨高发，易发生雷电、洪灾引发的安全事故，客运、物流运

输的安全风险加大，高温天气不利于企业生产，尤其是工程施工

建设项目需要积极应对，以有效降低生产安全事故风险。 

四季度四季度四季度四季度：：：：企业和建设工程因完成生产任务和建设进度需要，

可能存在抢工期、赶进度等情况，人员超强度工作，设备超负荷

运行，导致生产安全风险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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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行业领域和事故风险形势分析 

道路运输道路运输道路运输道路运输：：：：长途客运、农村客运、物流运输特别是矿石原料

运输风险较高，需要加强运输车辆超员超载、维修保养、非法运

营、违章驾驶等重要环节的风险管控。 

煤矿煤矿煤矿煤矿：：：：顶板、瓦斯、透水、机电、运输、火灾等，仍然是煤

炭安全生产的主要风险点，我市 2020年度关闭退出煤矿 5处的

“三超”作业、升级改造煤矿建设资金不到位以及“非法违法”组织

生产，也会增加煤矿安全风险。 

金属非金属矿山金属非金属矿山金属非金属矿山金属非金属矿山：：：：矿山（尾矿库）受地质地形条件和极端天

气的影响，易发生采场边坡坍塌、排土场滑坡、尾矿库溃坝漫顶、

高处坠落、物体打击、车辆和机械伤害等事故，不按开采设计组

织开采、边坡稳定性排查不到位、防排水设施损毁、车辆机械维

护不及时、矿石装卸指挥不当、防汛措施落实不到位、外包工程

施工相关方管控不到位等问题会造成较高安全风险。 

建筑施工建筑施工建筑施工建筑施工：：：：行业易发生升降机故障、高处坠落、物体打击、

机械伤害、车辆伤害类事故，区域内成昆铁路改造工程、攀大高

速公路建设、金沙水电站、市政建设等各类重点建设工程的深基

坑开挖、桥梁施工、隧道施工存在较高安全风险，风险管控难度

较大。 

化工化工化工化工：：：：行业生产涉及酸、碱、氯、液氨等，有毒有害物质和

易燃易爆物品较多，易导致中毒、爆炸、火灾类事故，存在较高

事故风险。 



 — 14 —

冶金冶金冶金冶金：：：：行业涉及的工艺、设备复杂多样，设备体积和产品质

量大、生产过程温度高，有害有毒物质多，易发生物体打击、起

重伤害、高处坠落、火灾、灼烫、触电、中毒和窒息、爆炸等各

类事故风险。 

机械机械机械机械：：：：行业内易发生机械伤害、物体打击、起重伤害类事故，

设施设备维护保养不足、安全装置和设施有缺陷、安全操作技术

欠缺和培训不到位、以及从业人员不熟悉设备性能、违章操作等

问题易造成安全事故风险。 

工商贸其他工商贸其他工商贸其他工商贸其他：：：：行业涉及生产企业类型多，情况复杂，易发生

机械伤害、物体打击、起重伤害、高处坠落、灼烫、触电、中毒

和窒息、火灾等各类事故。违规建筑、大型群众活动管控不力、

生产场所通风不良、消防设施不配套、违法违规储存运输危险物

品、生产设施设备维护保养不足、特种设备检测不及时等问题会

造成安全事故风险。 

烟花爆竹、轻工、有色、建材、纺织、烟草、水上交通、铁

路交通、民航飞行、渔业船舶、农业机械和其他行业领域：易燃

易爆物品储存和运输、消防管理、设备检查维护、安全操作、不

良作业环境应对、安全防护设施设备等问题会造成较高安全事故

风险。 

（三）造成事故原因形势分析 

根据我市以往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原因，结合安全生产各项

工作措施落实情况，2020年可能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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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是一是一是一是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生产意识薄弱。企业

不认真有效实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清单制，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

岗位安全责任不明确，安全投入不足，专业人员配置不足，安全设

施设备与企业生产不配套，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等问题造成安

全风险较高；二是二是二是二是企业落实风险管控不力，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

企业不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风险辨识和评估工作，没有针对风险

点采取有效防控措施，现场管控缺失，劳动组织不合理，不扎实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隐患排查不全面，隐患治理不及时等问题

造成安全风险较高；三是三是三是三是监管力度不足，行政执法偏软。负有安全

监管职责的部门不严格依法行政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不认

真组织开展各类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不坚持进行“打非治违”，不及

时有效依法查处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不严格依法依规开展

事故调查处理和评估工作，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不到位造

成企业违法违规生产安全风险较高。 

四、2020年生产安全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严把复产复工安全验收关。 

加强各类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监管，安全监管部门要全程监

督企业在复工复产、新工人入职等重点时段的安全教育培训，

督促企业切实做好岗前安全教育培训，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意识，

存在工程和劳务外包的企业，要重点强化人员班前培训和管理；

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有效防控疫情影响，要切实落实外

地返攀返岗人员疫情防控；强化设备维护检修，加大投入完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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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设施和设备，尤其是危化企业要及时更新存在腐蚀、锈蚀、泄

漏的设施设备；全面排查治理事故隐患，特别是煤矿要加强瓦斯、

水害治理和支护管理，确保各类风险隐患得到有效管控，坚决遏

制重特大事故、控制较大事故、减少一般事故，为全市新冠肺炎

防控工作和社会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二）建立健全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切实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清单制，健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清单》、不同岗位的《安全生产岗位责任清单》、企业的《日常

安全检查清单》，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全面落实风险管控制度和措施，认真组织开展风险辨

识评估工作，加强薄弱环节的超前风险辨识管控和动态变化管

理，针对安全风险特点，从工程技术、管理、培训、个体防

护、应急处置等方面对安全风险进行有效管控。 

（三）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监管和专项整治 

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对重点行业、企业、

环节、部位、时段严防死守，对照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的要求， 

安全监管部门要建立隐患整改责任清单和台账，不间断开展

隐患整改情况的检查、抽查，对拒不执行安全监管指令、隐患

整改不彻底即组织生产、同类隐患反复出现等行为的，要坚决停

产整顿，确保隐患整改到位。安全监管部门要依靠专业力量，

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形成专家查隐患、部门严执法的监管链

条，认真开展各类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始终保持“打非治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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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实施联合惩戒，限制

或禁止安全准入，确保良好的安全生产秩序。 

（四）加大预防性监管执法力度 

针对事故多发频发重点行业领域，盯准盯牢企业主体责任落

实的薄弱环节，采用联合执法、专项执法、“双随机一公开”等执

法方式，加大安全监管执法力度和频次，严格按照“四个一律”

的措施处罚到位，提高执法震慑力。 

（五）有效落实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和评估制度 

发挥生产事故调查处理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教育、警示和震

慑作用，将事故教训总结转化为抓工作的有效措施，坚持用身边

事教育、警醒身边人，充分发挥教育警示作用。积极开展事故调

查处理后的评估和整改督办工作，跟踪问效，严格落实事故调查

处理意见，对事故多发的行业，严肃约谈行业监管部门，督促有

关部门、企业真正吸取教训，切实落实整改措施，有效防范同类

事故发生。 

（六）积极开展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和安全承诺工作 

及时对已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教训进行总结，拍摄制作成事

故警示教育片，警示教育片要有现场感、震撼感，切实起到警示

教育作用。要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谈感受、说体会等方式，全

覆盖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培训，进一步增强煤矿全体职工的安全生

产意识，促使部门和企业对安全工作形势有清醒的认识。落实企

业层层安全承诺制，让广大企业管理人员和职工牢固树立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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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工作“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责任意识，最终做到

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七）充分做好安全生产应急准备工作 

及时编制和修订完善全市各级、各部门和企业的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救援预案，针对可能的事故，制定年度演练计划，从实战

出发，认真组织开展预案演练。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健全完

善应急措施，按要求定期组织开展关键岗位应急训练，提高从业

人员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工作。加强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特别是做好重点监控企业兼职队伍培训工作，提高企业生产应急

救援队伍专业化水平，推动专业救援队伍与相关企业签订服务协

议。做好应急装备和物资保障工作，督促企业按照规定做好自身

应急装备和物资投入，政府储备与市场储备相结合、实物储备与

能力储备相配套的体制机制，利用市场资源，拓展社会代储渠道，

实现资源共享和使用效益最大化，为事故救援提供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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