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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县西槽头乡人民政府文件

西政发〔2023〕19 号

西槽头乡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西槽头乡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大提升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村党支部、村委会、各相关单位：

现将《西槽头乡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行动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西槽头乡人民政府

2023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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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槽头乡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
专项行动方案

为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排查重大安全风险隐

患，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整改，严防各类事故发生，全力扭转被动

局势，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西槽头乡安委会决定在全乡范围

内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行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开展

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行动，进一步压实责任、完善

举措、加强联动，有力有效全面化解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

制各类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主要目标

结合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将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

大提升行动作为当前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措施和抓手，坚持

“严执法、零容忍、全覆盖”原则，全面排查治理重点行业企业

风险隐患，严厉查处打击非法违法行为，真正树牢夯实安全发展

理念，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切实防范和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确保西槽头乡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三、组织领导

成立全乡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大提升行动领导组（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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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领导组），负责对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组长由乡政府书记张琰、乡长吕锦霞担任，副组长

由其他副乡长担任，成员由包村干部及各村主要负责人组成。领

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乡一楼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专项

行动，收集汇总上报工作进展情况，完成领导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重点内容

本次专项行动，聚焦 9 方面重点任务，即危险化学品、道路

交通、地质灾害、汛期安全、校园安全、文化旅游等 6 个重点行

业领域，有限空间作业、动火作业等 2 个重点环节，打非治乱等

1 个重点问题，全面排查、整治、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一)危险化学品

重点排查：1.企业是否按要求定期开展风险评估、落实安全

风险管控措施；2.是否按照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要求

扎实开展企业自查自整；是否健全并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等规章制度；3.日常安全管理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是否到位；

4.是否按照要求开展了事故警示教育活动月并落实相关要求；5.

是否存在冠名“生物”“科技”“新材料”的企业，巧立名目，

规避监管问题；6.是否存在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行为；

7.是否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合法合规进行危险废物处置；8.

化工园区是否按照《化工园区安全风险评估表》34 项要求制定

整治提升“一园一策”并有计划推进落实。

（二）道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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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排查：整治“两客一危”，严厉打击非法营运、“三超

一疲劳”、农用机动车载人、货车非法改装等非法违法行为，及

时消除铁路沿线各类安全隐患，大力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

危桥改造和公路灾害防治工程，不断加强农村道路电动车安全宣

传管控。

（三）地质灾害

重点排查：1.地质灾害隐患点，特别是要对临坡临崖人口密

集地、新建小区、高陡边坡削坡填沟建设的居民密集区、施工工

棚、临时工棚及进行拉网式排查；2.对排查出的地质灾害风险进

行有效管控和治理；3.在地质灾害隐患点设置警示标识和撤人线

路，并落实责任人和监测人，加强巡查监测。

（四）汛期安全

重点排查：1.水库、河道、桥涵洞、在建工程等防汛重点工

程和重要部位，有针对性地落实度汛方案和防汛措施；2.全面排

查河渠两岸、低洼地带、沟口附近等防洪重点部位安全隐患，并

落实可靠预警、预防措施；3.全面排查因强降雨易引发山体滑坡、

崩塌、地面塌陷、泥石流等重点地区，是否将群众转移安置具体

措施落实到村到户到人，是否有撤离避险的方案。

（五）校园安全

重点排查：1.幼儿园、中小学校消防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消

防器材灭火设备配备是否到位，消防通道是否畅通，应急灯、疏

散标志是否规范安装，是否制定疏散逃生预案，学生宿舍内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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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章使用电器情况；2.暑期防溺水、安全用电、用气等安全教育

培训是否到位。

（六）文化旅游

重点排查 1.完善景区内安全提示、警示标识和防护设施；2.

加大对游客的安全宣传力度，提醒游客开展旅游活动时，严格遵

守有关规定，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参与各类项目情况。

（七）有限空间作业

重点排查整治企业未按规定辨识有限空间作业、未按规定建

立和落实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制度、未按规定配备有限空间作业劳

动防护用品、未按规定制定有限空间作业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和现

场处置方案、未按规定对承包作业单位进行统一协调管理等行为，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有限空间各项制度和措施，深化排查整治，健

全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八）动火作业

重点排查：1.动火作业等重点环节，是否实施特殊时段严格

管控；2.检查企业是否严格规范、严格履行电气焊等动火作业前

期审批、安全教育、安全交底、个体防护、现场监护、应急准备

等工作要求；3.是否强化动火作业的应急处置，是否做到作业前

有预案、作业中有监护、应急有准备、处置科学规范，坚决整治

作业方案审批不严格、风险危害辨识不全面、风险管控措施不到

位、现场监护和应急措施不落实等隐患问题；4.督促企业抓好外

包外委作业单位进场作业的安全管理，包含进场人员、设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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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作业项目等，严控现场作业人员数量，严禁无关人员进入现场；

5.严格履行外包外委作业单位的动火作业的审批与现场监督。

（九）打非治乱

进一步引深打非治违工作，时刻保持利剑高悬、重典治乱高

压态势。重点排查：1.危化和冶金工贸领域，对利用闲置、废弃、

关停企业厂房以及居民住房、乡村、偏僻地区、废弃养殖场、矿

山宕口等场所非法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经发现，一律予

以取缔关闭；2.对擅自改变生产经营范围或以挂靠、租赁和“厂

中厂”等方式开展违法违规生产经营的行为，要精准打击，严肃

查处；3.对非法违法盗采矿产资源、油气管道乱挖乱钻、建筑无

资质施工和层层转包等问题持续开展专项整治；4.对因非法违法

组织生产经营建设活动导致发生事故的，实行“一案双查”，既

要严肃查处生产经营单位，也要严肃查处各级政府以及相关监管

部门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五、时间步骤

（一）大排查阶段（6 月 23 日至 7 月 5 日）

1.全覆盖无死角排查。各乡村、各部门要梳理分析本辖区、

本行业、本领域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开展拉网式、地毯式、解

剖式大排查和风险辨识管控，确保查准查深、查到位。同时，严

格落实常态化排查制度，做到不停顿、不断档、不留白。

2.各层次多形式排查。采取企业自查、乡镇，部门专项检查、

群众监督举报等方式方法进行全面排查，在企业自查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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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及乡级行业主管和安全监管部门进行全面检查。同时，各

级各有关部门要公开电话、邮箱等举报渠道，接受社会各界的广

泛监督助力隐患排查。

3.落实分级分类管理。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要做到“一企一

策”，建立工作台账，明确整改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

“五清单”，分级分类实施闭环管理。按照“三管三必须”原则，

进行分类动态销号管理。

（二）大整治阶段（7 月 6 日至 8 月 5 日）

1.对症下药，分类处置。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与隐患，坚持一

般问题即查即改、重大问题紧盯不放的原则，能立即整改的立行

立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责令限期整改，并做到持续跟踪整改到位；

查出重大隐患的一律立即停工停产整顿，并制定整改方案，细化

责任、到人到岗，明确目标与要求，确保不安全不生产，整改到

位再复产。对重大隐患限时整改不了的，一律关闭取缔；对非法

生产经营的，一律关闭取缔；对通过整改仍不能达到安全生产标

准的，一律关闭取缔。

2.闭环管理，动态清零。对排查发现的问题与隐患，全部建

立问题隐患清单、隐患整改销号台账，实行常态排查、动态清零、

闭环管理。对排查出的重难点问题要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对非

法违法违规行为要严格落实“四个一律”执法要求和“五个一批”

执法措施，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三）大提升阶段。（8 月 6 日至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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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全各项机制。通过安全责任链延伸、差异化压实各级安

全责任、打通责任梗阻等措施，健全完善并严格执行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进一步推动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

制建设与应用，健全完善隐患源头治理的长效机制，真正做到终

端见效。

2.严格监管执法。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十五条硬措施及省、

市贯彻举措，对违法行为和生产安全事故严执法、重处罚，倒闭

企业安全隐患治理“被转主”。同时，要创新优化监管方式，对

企业主动自查隐患不处罚或轻处罚、对被动执法检查问题重处罚

或顶格处罚，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始终保持安全生产

监管高压态势，做到检查必执法、执法必问责、问责必见人见事。

3.强化宣传培训。分层分类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宣传、教

育，提升领导干部、企业主要负责人、车间班组长抓安全生产的

能力；深入开展安全宣传教育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

进家庭“五进”活动，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避险能力。

4.加强应急处突。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带班、24 小时值班和

事故信息报告制度，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全面。加强应急救援

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上得去、

打得赢。突发情况发生后，各级各部门在舆情应对处置中，能够

及时发声，准确回应群众关切，科学有效引导疏导。

六、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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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村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专项行动，

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加强

对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狠抓责任落实。要进一步细化行动方案，

建立工作机制，全力以赴开展好专项行动，确保落地见效。

（二）做好统筹协调。各村各部门要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防

风险保安全大调研活动、重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专

项行动等重点工作安排部署，统筹协调，同步推进，共同落实。

（三）密切协同配合。各村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

“三管三必须”要求，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坚持相互配合、

齐抓共管、信息共享、资源共用，加强联系沟通，及时掌握工作

进展，确保步调一致、同频共振。

（四）注重建章立制。各村各部门要对专项行动进行认真

总结，深入分析共性问题和重大隐患，深挖背后的深层次矛盾，

梳理出在法律制度、政策措施、标准规定等方面需要建立健全、

补充完善的内容，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巩固和扩大活

动成果。

（五）强化督查指导。结合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乡纪委监委及党委政府督查室将组建督导组，对专项行动，尤其

是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指导，力戒

安全监管粗枝大叶、隐患治理不严不实等问题，确保专项行动取

得预期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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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及时总结上报。各村要分别于每阶段末将本阶段工作

情况报乡社会事务办，负责整理上报县安委办。对督导发现责任

不落实、推动不力的，将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联 系 人：马艳芸

联系电话：18616254226

邮 箱：wsxxct@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