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安发〔2020〕16号

威海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
关于切实做好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和城乡

居民冬季取暖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安委会，国家级开发区安委会，南海新区安委会，

市政府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政府安委会《关于切实防范一氧化碳中毒

事件和建筑施工事故的通知》（鲁安发〔2020〕31 号）精神和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

做好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和城乡居民冬季取暖安全防范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做好建筑施工安全防范工作。各级各部门要深刻吸取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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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建筑施工安全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整治建筑施工安全

突出隐患问题，从源头上有效化解安全风险。要全面加强危大工

程管控，对起重机械设备安拆、脚手架搭设、高大模板支撑等易

发群死群伤的危大工程作业，必须编制专项方案，必须按规定组

织专家论证，必须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三方监督验

收。要高度警惕不明作业环境风险，对复杂特殊条件下的作业，

特别是地下设施施工作业等，必须制定专项方案，提前落实安全

防范措施并由管理人员全程监护，否则严禁实施作业。要抓好有

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作业人员必须落实岗前培训、班前交底，

作业场所必须经通风和检测合格并配备应急救援器材。要加大现

场检查力度，主管部门每月至少要对直接监管项目开展一次全覆

盖、拉网式巡查监督，定期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要强化

隐患倒查追责、事故即行问责、查处挂牌督办，严格落实“六个

一律”严管重罚措施。要加快完善风险隐患管控机制，针对事故

暴露出的作业环境条件、人员意识素质、规程规范落实、过程监

督管控等方面深层次问题隐患，制定落实建筑施工安全作业手册，

加强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督促指导企业强化不同作业环境、

条件、技术和装备下风险辨识和管控，切实抓好问题隐患排查整

治。

二、做好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防范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一定

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

克服松懈麻痹思想，针对冬季取暖的特点，采取有效措施，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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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悲剧的发生。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综合运用电视广播、

动漫视频、宣传海报、村广播站等各类宣传载体，广泛开展防范

一氧化碳中毒宣传教育，确保宣传到每一单位、每一用户、每一

个人，特别是明白纸发放要做到“乡不漏村、村不漏户”，宣传重

点要突出“一隔离、二通风、三报警”，即生火间与休息间隔离，

房屋内保持良好通风，遇有不适或险情立即报警。气温下降时，

要结合天气预报，同步发布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相关提示。要提高

隐患排查针对性，发动基层特别是村居（社区），突出出租房、

农村独居户等重点部位，突出周末、节假日等重点时段，突出孤

寡老人、留守儿童、外出务工返乡人员等重点群体，加大排查和

提醒力度，尤其对使用煤炭、炭火或秸秆取暖等家庭和人群要实

现全覆盖，确保到户、到人、到设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完

善联防联控机制，实行联防联控、网格化管理，组织发动网格员、

挂职干部、基层干部、志愿者等深入村居（社区）逐户指导开展

一氧化碳中毒安全隐患排查，及时整治消除取暖设施安全隐患。

要大力推广安装安全可靠的一氧化碳报警仪，并向群众讲解一氧

化碳报警仪的正确使用方法，定期检查，确保正常运行，为取暖

安全保驾护航。

三、做好清洁取暖安全防范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思

想认识，全面加强清洁取暖安全管理。要抓好农村气代煤、电代

煤安全管理，开展改造工程“回头看”工作，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制定安全用电、用气操作规程，向单位和个人用户发放安全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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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气手册，对居民进行安全教育，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技能。

要强化燃气设施运行管理，组织燃气企业对调压站、燃气管网运

行维护状况进行全面排查，加强对安全设施、安全附件地定期检

测和运行维护。要加强对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施工作业管理，落

实地下管线及架空管线保护措施，防止管线设施被外力损坏，保

障管线设施安全运行。要划定重要燃气设施保护范围，督促燃气

企业完善相关标识标志工作。要强化用户设施安全检查，建立常

态化安全巡查机制，开展入户安全检查。要做好集中供热安全管

理，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展全面的安全

生产风险辨识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热源的运行体系进行

全面排查，对安全生产责任制、操作规程、教育培训、现场作业、

应急救援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制定和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供

热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的排查，突出抓好供暖工程密闭空间作业、

设备检维修等工作，确保供暖安全运行。

四、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

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各项应急保障措施。要备齐、备足一氧化碳中

毒急救设备和药品，安排好医务人员值班，及时做好一氧化碳中

毒患者的治疗，尽最大努力提高救治效果，减少人员伤亡。要建

立预警机制，分级启动应急响应，保障应急过程中各环节通信通

畅，应急物资、器材供应及时到位，确保应急迅速高效。对发生

的中毒事故，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握舆论导向，加强舆情监

控，及时准确发布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防止恶意炒作。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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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生产安全事故要按照《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

法》规定，严格执行事故报告、调查、处理及责任追究等各项制

度,强化责任追究。对于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工作，要强化属地管

理、保一方平安的责任，做到尽职免责、失职追责。对于冬季取

暖季内，未做到向辖区住户（集中供暖的除外）全覆盖发放明白

纸，未做到逐户排查取暖设施，连续发生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事件

的，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

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追究区市、乡镇（街道）党政领导干部责

任。请各区市和市直各有关部门于 12月 11日前，将工作部署和

开展情况报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

联 系 人：孙守平，联系方式：5234309

公务邮箱：yjjzhk@wh.shandong.cn

威海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0年 12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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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12月 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