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将 乐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文件
将 乐 县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将 乐 县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三 明 市 将 乐 生 态 环 境 局

将应急〔2020〕37 号

将乐县应急管理局等四部门
关于印发《全县工业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

大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工业企业：

根据《三明市应急管理局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全市工业企业

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明应急明电〔2020〕

18 号)和《中共将乐县委办公室 将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转发市安办<全县各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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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将委办发明电〔2020〕19 号)要求，县应急局、工信

局、住建局、生态环境局制定了《全县工业企业安全隐患大排

查大整治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将乐县应急管理局 将乐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将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明市将乐生态环境局

2020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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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工业企业
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方案

为深刻汲取“3·7”欣佳酒店坍塌事故教训，进一步做好

安全防范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根据《中共将乐县委办

公室 将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安办<全县各领域安

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将委办发明电

〔2020〕19 号)要求，自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全县各级各有关

部门按分级原则对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

草等工业企业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之后至年底前

建立长效机制，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各级党委政府统

一领导，深入开展工业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严守

安全底线，层层压实责任，着力防范化解危及人身安全风险隐

患，深查、细查、严查，补短板、堵漏洞、扫死角，突出建筑

安全、冶金煤气作业、粉尘涉爆、涉氨制冷和有限空间作业等

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督促各工业企业全面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整改与消除各类事故隐患，最大限度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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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事故发生，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二、整治重点

（一）通用类整治重点。1.安全管理机构与制度。（1）

未按照《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配备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2）未建立健全涵盖所有层级

和所有岗位的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责任制考核。

（3）未建立健全有关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2.隐患排查

治理。（1）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2）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落实不到位。（3）未建立健全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档案。3.安全培训与管理。（1）未建立覆

盖全员的安全培训管理制度。（2）未建立培训档案、培训档案

管理不规范或者培训记录不健全。（3）培训内容和培训时间不

符合《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4）高危企业主要负责

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接受安全培训并考核合格。

（5）特种作业人员未 100%持证上岗。（6）从业人员、被派遣

劳动者、实习生未经专门安全培训合格即上岗。4.应急救援体

系。（1）未编制或者及时修订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高危企业未建立应急救援队伍。（3）未配备必要的应急

救援装备和应急救援物资。（4）未定期进行应急救援演练。5.

外包管理。（1）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国家规定资质或者安全

生产条件的单位和个人。6.建筑安全。（1）厂房、员工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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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不合法，无审批手续、无资质设计、无资质施工、无竣工

验收等。（2）厂房、员工宿舍存在结构安全隐患问题。7.环

保设施安全。（1）环保设施存在安全隐患。

（二）分行业整治重点。1.冶金行业。（1）会议室、活

动室、休息室、更衣室等场所设置在铁水、钢水与液渣吊运影

响的范围内。（2）吊运铁水、钢水与液渣起重机不符合冶金起

重机的相关要求；炼钢厂在吊运重罐铁水、钢水或液渣时，未

使用固定式龙门钩的铸造起重机，龙门钩横梁、耳轴销和吊钩、

钢丝绳及其端头固定零件，未进行定期检查，发现问题未及时

整改。（3）盛装铁水、钢水与液渣的罐（包、盆）等容器耳轴

未按国家标准规定要求定期进行探伤检测。（4）冶炼、熔炼、

精炼生产区域的安全坑内及熔体泄漏、喷溅影响范围内存在积

水，放置有易燃易爆物品。金属铸造、连铸、浇铸流程未设置

铁水罐、钢水罐、溢流槽、中间溢流罐等高温熔融金属紧急排

放和应急储存设施。（5）炉、窑、槽、罐类设备本体及附属设

施未定期检查，出现严重焊缝开裂、腐蚀、破损、衬砖损坏、

壳体发红及明显弯曲变形等未报修或报废，仍继续使用。（6）

氧枪等水冷元件未配置出水温度与进出水流量差检测、报警装

置及温度监测，未与炉体倾动、氧气开闭等联锁。（7）金属冶

炼建设项目未按规定开展安全设施“三同时”。（8）金属冶炼

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经考核合格。2.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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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行业。（1）吊运铜水等熔融有色金属及渣的起重机不符合

冶金起重机的相关要求；横梁、耳轴销和吊钩、钢丝绳及其端

头固定零件，未进行定期检查，发现问题未及时处理。（2）会

议室、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等场所设置在铜水等熔融有色

金属及渣的吊运影响范围内。（3）盛装铜水等熔融有色金属及

渣的罐（包、盆）等容器耳轴未定期进行检测。（4）铜水等高

温熔融有色金属冶炼、精炼、铸造生产区域的安全坑内及熔体

泄漏、喷溅影响范围内存在非生产性积水；熔体容易喷溅到的

区域，放置有易燃易爆物品。（5）铜水等熔融有色金属铸造、

浇铸流程未设置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设施。（6）高温工作的熔

融有色金属冶炼炉窑、铸造机、加热炉及水冷元件未设置应急

冷却水源等冷却应急处置措施。（7）冶炼炉窖的水冷元件未配

置温度、进出水流量差检测及报警装置；未设置防止冷却水大

量进入炉内的安全设施（如：快速切断阀等）。（8）炉、窑、

槽、罐类设备本体及附属设施未定期检查，出现严重焊缝开裂、

腐蚀、破损、衬砖损坏、壳体发红及明显弯曲变形等未报修或

报废，仍继续使用。（9）使用煤气（天然气）的烧嘴等燃烧装

置，未设置防突然熄火或点火失败的快速切断阀，以切断煤气

（天然气）。（10）金属治炼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未依法经考核合格。3.建材行业。（1）水泥工厂煤磨袋

式收尘器（或煤粉仓）未设置温度和一氧化碳监测，或未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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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灭火装置。（2）水泥工厂筒型储存库人工清库作业外包给

不具备高空作业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承包方且作业前未进行风

险分析。（3）燃气窑炉未设置燃气低压警报器和快速切断阀，

或易燃易爆气体聚集区域未设置监测报警装置。（4）纤维制品

三相电弧炉、电熔制品电炉、水冷构件泄漏。（5）进入筒型储

库、磨机、破碎机、篦冷机、各种焙烧窑等有限空间作业时，

未采取有效的防止电气设备意外启动、热气涌入等隔离防护措

施。（6）玻璃窑炉、玻璃锡槽，水冷、风冷保护系统存在漏水、

漏气，未设置监测报警装置。4.机械行业。（1）会议室、活

动室、休息室、更衣室等场所设置在熔炼炉、熔融金属吊运和

浇注影响范围内。（2）吊运熔融金属的起重机不符合冶金铸造

起重机技术条件，或驱动装置中未设置两套制动器。吊运浇注

包的龙门钩横梁、耳轴销和吊钩等零件，未进行定期探伤检查。

（3）铸造熔炼炉炉底、炉坑及浇注坑等作业坑存在潮湿、积水

状况，或存放易燃易爆物品。（4）铸造熔炼炉冷却水系统未配

置温度、进出水流量检测报警装置，没有设置防止冷却水进入

炉内的安全设施。（5）天然气（煤气）加热炉燃烧器操作部位

未设置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或燃烧系统未设置防突然熄火

或点火失败的安全装置。（6）使用易燃易爆稀释剂（如天拿水）

清洗设备设施，未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清除集聚在地沟、地坑等

有限空间内的可燃气体。（7）涂装调漆间和喷漆室未规范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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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和防爆电气设备设施。5.轻工行业。（1）

食品制造企业涉及烘制、油炸等设施设备，未采取防过热自动

报警切断装置和隔热防护措施。（2）白酒储存、勾兑场所未规

范设置乙醇浓度检测报警装置。（3）纸浆制造、造纸企业使用

水蒸气或明火直接加热钢瓶汽化液氯。（4）日用玻璃、陶瓷制

造企业燃气窑炉未设燃气低压警报器和快速切断阀，或易燃易

爆气体聚集区域未设置监测报警装置。（5）日用玻璃制造企业

炉、窑类设备本体及附属设施出现开裂、腐蚀、破损、衬砖损

坏、壳体发红及明显弯曲变形。（6）喷涂车间、调漆间未规范

设置通风装置和防爆电气设备设施。6.纺织行业。（1）纱、

线、织物加工的烧毛、开幅、烘干、热定型工艺的汽化室、燃

气贮罐、储油罐、热媒炉等未与生产加工、人员密集场所明确

分开或单独设置。（2）保险粉、双氧水、亚氯酸钠、雕白粉（吊

白块）等危险品与禁忌物料混合贮存的；保险粉露天堆放，或

储存场所未采取防水、防潮等措施。7.烟草行业。（1）熏蒸

杀虫作业前，未确认无关人员全部撤离仓库，且作业人员未配

置防毒面具。（2）使用液态二氧化碳制造膨胀烟丝的生产线和

场所，未设置二氧化碳浓度报警仪、燃气浓度报警仪、紧急联

动排风装置。

（三）专项类整治重点。1.粉尘涉爆。（1）粉尘爆炸危

险场所设置在非框架结构的多层建构筑物内，或与居民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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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宿舍、会议室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距离不足。（2）可燃性粉

尘与可燃气体等易加剧爆炸危险的介质共用一套除尘系统，不

同防火分区的除尘系统互联互通。（3）干式除尘系统未规范采

用泄爆、隔爆、惰化、抑爆等任一种控爆措施。（4）除尘系统

采用正压吹送粉尘，且未采取可靠的防范点燃源的措施。（5）

除尘系统采用粉尘沉降室除尘，或者采用干式巷道式构筑物作

为除尘风道。（6）铝镁等金属粉尘及木质粉尘的干式除尘系统

未规范设置锁气卸灰装置。（7）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 20 区未

使用防爆电气设备设施。（8）在粉碎、研磨、造粒等易于产生

机械点火源的工艺设备前，未按规范设置去除铁、石等异物的

装置。（9）木制品加工企业，与砂光机连接的风管未规范设置

火花探测报警装置。（10）未制定粉尘清扫制度，作业现场积

尘未及时规范清理。2.涉氨制冷。（1）包装间、分割间、产

品整理间等人员较多生产场所的空调系统采用氨直接蒸发制冷

系统。（2）快速冻结装置未设置在单独的作业间内，且作业间

内作业人员数量超过 9 人。（3）液氨管线通过有人员办公、休

息和居住的建筑物。（4）热氨除霜集管有跑、冒、滴、漏和结

霜现象。3.有限空间作业。（1）对有限空间没有进行辨识，

没有确定有限空间数量、位置以及危险有害因素等情况；没有

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并及时更新。（2）有限空间作业前，

没有对作业环境进行评估，没有制定可靠的作业方案或者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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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未经审批擅自作业。（3）有限空间作业未按规定进行危险

有害因素检测或监测；作业过程未落实有关安全措施。（4）没

有制定有限空间作业应急预案，没有配备呼吸器、防毒面罩、

通讯设备、安全绳等应急器材，没有进行定期演练。（5）有限

空间场所没有规范设置有限空间安全警示标志和警示说明。（6）

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给不具备资质或者安全条件的承包方，或

者未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三、责任分工

（一）部门分工。本次大排查大整治由县应急局为县级牵

头部门，县工信、住建、生态环境等部门为县级责任部门，其

中工信部门依“三定”职责和“三个必须”要求，从行业规划、

产业政策、法规标准、行政许可等方面加强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指导督促企事业单位加强安全管理；住建部门主要负责排查整

治厂房、员工宿舍的结构安全隐患；生态环境部门主要负责排

查整治企业环境风险隐患。

（二）各级分工。按照一家企业对应一个政府监管部门的原

则对所有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整治，县级部门负责本地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其他企业由属地乡（镇）政府负责，村（居）委会

配合做好相关工作。同时，县级政府监管部门根据实际对乡（镇）

政府部门负责排查的企业进行随机抽查督导。其中，厂房、员工

宿舍结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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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闽政

办发明电〔2020〕22号）要求，按照“业主自查，乡镇（街道）排

查，县（市、区）复核，设区市指导监督”的方式，全面开展摸底

排查。

四、时间要求

从即日起至 6 月底分 3 个阶段集中力量开展行动，到 12

月底建立起长效机制。

（一）督促企业全面自查（4 月 10 日前完成）。即日起各

级各有关部门要督促各工业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结合实际认真

制定本企业大排查大整治方案，全面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立查

立改。企业主要负责人要依法全面履责，对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程规范和技术标准要求和本企业实际组织制定具体方案，全

面深入开展各类事故隐患的排查与治理，突出事故易发的重点

场所、要害部位、关键环节。对排查出的所有问题隐患进行登

记，一一组织整改，做到动态闭环管理。

（二）全面拉网排查（6 月 10 日前完成）。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按责任分工，摸清包干负责排查的企业总数，建立排查企

业清单，并组织相关专家对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程规范、技术

标准和本方案要求，突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的重

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找准大风险，有效化解风

险。对检查发现的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敢于动真碰硬，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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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采取措施，坚决治理一批重大安全隐患，严惩一批违法违规

行为。要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销号清单，定准对策措施，

倒排时间表，逐一督促企业落实整改，做到闭环管理。

（三）全面落实整改（6月底完成）。坚持把保证人身安全

放在大排查大整治的首要位置，发现危及人身安全隐患要立查立

改，对查出的隐患都要当作事故予以重视；推动工作中要区分轻

重缓急，急的要集中力量立行立整，所有隐患要抓紧分工，分批

分期整改落实。

（四）建立长效机制（12 月底前完成）。各级各部门要及

时总结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做法，及时纠正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固化好的经验做法，建立常态化的安全风险防范化解长效机制，

努力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五、整治方法

各级各部门要把宣传发动、自查自改、执法问责、隐患整

改贯穿大排查大整治全过程。要立即行动，瞄准不再造成人员

伤亡的硬目标，严字当头，对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全覆盖全

面细致的安全隐患排查，坚持边动员、边排查、边整治、边问

责。要建立落实监督清单（附件 1）、问题隐患排查清单、整

改清单、验收销号清单（附件 2）、执法清单（附件 3）、问责

清单（附件 4）制度，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等级从高到低分别

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示，并纳入隐患清单管理、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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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对涉及的每个隐患都要明确列出企业责任人、主管责任

部门、监管责任部门、属地党委政府，建立并制定完善整治方

案,同时启动边查边清，做到“一县一册、一企一档”，动态闭

环管理。对排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要制定并实施严格的隐

患治理方案，做到责任、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五落实”。

要积极帮助协调解决隐患整改中存在的困难问题，督促隐患限

期整改。属重大安全风险隐患，要立即组织人员避险，科学整

改，挂牌督办，逐项明确责任领导、责任人员，一盯到底，确

保落实到位。要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充分发挥应急管理专家委

员会等作用，采取调研、走访等多种形式，认真开展专家指导

帮助，适时组织“回头看”，督促指导企业隐患整改落实闭环

管理。属地政府要落实保障专家工作经费。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乡（镇）、村和各工业企业同

步发力、同步推进、同步落实。牵头领导要亲自组织研究本地

区工业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具体方案，细化内部分工和

措施，及时研究推进过程中重点难点问题，对涉及可能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的隐患要亲自督办整改；各级牵头部门要切实承担

牵头部门职责，加强沟通，抓好统筹协调，落实分工细案；各

责任单位要制定操作细案，强化措施要求，形成合力，共同推

进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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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面落实责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一岗双责”

和“三个必须”要求，切实履职尽责，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好人主义，加强监管执法，严抓严管、盯住不放。各

工业企业要落实安全首责、扛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要切实

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加强安全管理和岗位隐患排

查治理，复工复产期间必须在岗在位，技术和管理团队、重要

岗位人员必须到岗履职，切实将安全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每一个

管理者、每一个员工、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各乡（镇）

要落实属地责任，抓好统筹协调、督查督办，并明确责任领导

及具体职责，组织相关部门抓监督检查、督促整改。

（三）严肃追责问责。县政府安办将联合党委和政府督查

部门开展督查，综合运用考核、约谈、通报、挂牌督办等方式，

采取“四不两直”“双随机”明察暗访开展“回头看”，切实

纠正大排查大整治过程中存在的推诿扯皮、责任悬空、纸上整

改等问题。落实安全生产“四个一律、五个一批”，对发生事

故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严肃追责问责。

（四）坚持依法办事。要加强法治保障，依法从严治“安”，

严格落实行政处罚，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一

旦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坚决立案查处，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

提请政府予以关闭。执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对涉嫌安

全生产犯罪案件，要坚决移送司法机关，切实通过刑事问责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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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安全责任落实。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发生事故的责任单位和

责任人，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各责任单位于每季度末月最后一日前报送本季度阶段性工

作进展情况（附件 1、2、3、4、5 表格请按要求报送，此前报

送的表格不再报送）。

联系人：林锦健，联系电话（传真）：2266116，电子邮箱：

jlxajj@163.com。

附件：1.全县工业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企业监督责

任清单

2.全县工业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隐患排查、

整改、销号清单

3.全县工业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执法检查情

况表

4.全县工业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问责清单

5.全县工业企业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情况

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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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县工业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企业监督责任清单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序号
生产经营单位名称

（需罗列监管职责内所有单位）
企业

责任人
主管责任部门 监管责任部门

属地
党委政府

1 -------- 陈** xx局 xx局 Xxx县

审核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2020年 月 日

备注：①以上表格首次报送 4月 10日，4月起每月 28日报送进展情况。该清单请自行用 A3纸打印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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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县工业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隐患排查、整改、销号清单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序号 生产经营单位名称 问题隐患 整改措施 整改进展情况
隐患
类别

整改时限 是否销号

审核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2020年--月--日

备注：①以上表格首次报送 4月 10日，4月起每月 28日报送进展情况。该清单请自行用 A3纸打印上报。

②隐患类别按照红色、橙色、黄色、蓝色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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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县工业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执法检查情况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限期整改

企业清单

停产停业

企业清单

取缔关闭

企业清单

行政处罚

企业清单

重大隐患挂牌

企业清单

联合惩戒

企业清单

审核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2020年--月--日

备注：首次报送 4月 10日，4月起每月 28日报送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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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全县工业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问责清单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审核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2020年--月--日

备注：首次报送 4月 10日，4月起每月 28日报送进展情况。

约谈清单 XX企业或 XX单位

通报清单 XX企业 XX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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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全县工业企业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生产

经营

建设

单位

自查

自纠

总数

组织开展执法检查指导服务情况

隐患治理情况 执法检查情况 问责情况

排查发现隐患数 已完成整改隐患数

限期

整改

停产

停业

整改

取

缔

关

闭

罚款

重

大

隐

患

挂

牌

督

办

联合

惩戒
约谈 通报组织开展情况

参加

人员

检查

单位

和场

所

总数
一般隐

患

重大

隐患
总数

一般

隐患

重大

隐患
总数

其中

执法

服务

其中

专家

服务

(个) (个) (个) (人次) (家) (项) (项) (项) (项) (项) (项) (家) (家) (家) (万元) (家) (家) (家) (家)

审核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2020年--月--日

备注：首次报送 4月 10日，4月起每月 28日报送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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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应急局、县政府办、各乡（镇）人民政府。

将乐县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0 年 4月 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