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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强化源头治理，完善体制机制，着力破解安全生产重点

难点问题，着力构建安全生产水平，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

事故，为实现“十四五”转型出雏型开好局提供安全保障。

二、主要任务

（一）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1、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

精神纳入各级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教育培训内容，深刻领会

其精神实质，并贯穿于安全监管工作全过程。

2、严格落实《山西省冶金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分类分级

监管实施办法》，制定冶金工贸行业安全监管检查“一张表”，

将每一家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监管责任落实到每一级安全

监管部门和责任人员。

（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3、严格落实《全省重点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

责人安全生产履职尽责承诺制度》和《全省冶金工贸行业生

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履职尽责承诺制度》，督促

企业主要负责人签订和落实《安全生产承诺书》。

4、督促企业全面开展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健全完善和

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

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责任。

5、督促指导金属冶炼、粉尘涉爆等高风险企业通过自

身培养和市场化机制建立安全生产技术和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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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治理

6、开展配套危化装置集中整治。对本辖区、本单位现

有的重大危险源和配套危化装置进行深入排查、认真辨识、

科学评估，依据风险科学谋划实在管用的防控措施，真正解

决企业风险管控存在的基础性、源头性、制度性突出问题。

2021 年底前，全县配套的焦化、空分、制酸等生产装置和煤

气储存设施安全设施设计诊断和安全验收评价率达到 100%，

重大危险源风险管控措施达标率达到 100%。

7、开展易燃易爆气体和煤气安全专项整治，对未规范

设置气体浓度检测报警、可靠切断、放散和泄爆装置的，一

律停止使用。2021 年底前，全县机械、建材行业使用煤气、

天然气、氧气、丙烷、氢气等易燃易爆气体的企业，风险隐

患整改达标率达到 100%；冶金、有色、机械铸造企业煤气检

测报警信号传输信息化、通风装置连锁智能化，紧急切断装

置自动化达标率达到 100%。

8、开展粉尘涉爆企业专家“会诊”检查。以木器（板

材）厂、饲料和铝镁制品加工企业为重点，聘请行业内懂工

艺的专家深入企业一线，帮助企业排查隐患、治理隐患，规

范统一隐患整改的标准要求，指导企业落实重大风险管控措

施，及时消除重大隐患，切实解决企业不知道“查什么怎么

查”“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2021 年底前，木器（板材）

厂、饲料和铝镁制品加工等粉尘涉爆企业要全部消除干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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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系统未规范采用泄爆、隔爆、惰化、抑爆等任一种控爆措

施、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 20 区未使用防爆电气设备设施等

重大隐患。

（四）开展专项执法推动隐患整改落地落实

9、开展钢铁、粉尘涉爆企业专项执法。以钢铁企业 8

项、现场作业人数 10 人以上粉尘涉爆企业 6 项和有限空间

作业 4 项执法检查重点事项为主要内容，对钢铁、铝加工（深

井铸造）和现场作业人数 10 人以上粉尘涉爆企业，逐企逐

项逐设备进行“全覆盖”执法检查。特别要紧盯企业隐患整

改落实环节，对自查自改走过场、隐患问题逾期整改不到位

存在违法行为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罚。

10、开展建材企业隐患整改“回头看”。监管部门要重

点对涉及煤粉制备工艺，未在煤磨进出口设置温度监测装置，

未在煤粉仓、除尘器上设置温度和 CO 超限监测报警和自动

灭火装置的企业，要有效运用停产整顿、“黑名单”、约谈曝

光等手段，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强力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防止出现“屡改屡犯、屡犯屡

改”现象，有效巩固建材企业大排查大整治成果。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要把抓好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要举措，作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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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两个维护”、坚持“两个至上”、统筹“两件大事”、强

化“两个根本”的实践检验，作为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行动，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推进，

定期分析集中攻坚工作中出现的突出问题，研究制定针对性

措施，确保集中攻坚真正取得实效。

（二）强化服务督导，紧盯隐患整改。监管部门要采取

政府购买服务、建立专家会商工作机制等多种方式，组织专

家深入企业一线进行精准指导服务，帮助企业攻克安全专项

整治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指导企业排查治理隐患，落实风险

防范措施，坚决防止措施落实不到位演变为安全隐患。各企

业要在深入排查整治存量隐患和增量隐患上下功夫，严格落

实隐患整改治理责任，坚决防止隐患整治不到位演变为事故。

（三）严格监管执法，狠抓责任落实。监管部门要严格

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监管执法，对涉及易燃易爆气体、爆炸性

粉尘、配套危化装置等高风险企业，在执法检查频次、执法

检查内容及方式等方面实施差异化监管；对存在安全生产失

信行为的企业，实施联合惩戒，对违法行为“利剑高悬”，

坚决纠正执法宽、松、软的问题。要加大事故企业整改措施

落实的跟踪督导力度，对每一条整改措施落实情况都要“刨

根问底”，对未落实的要从严问责，真正发挥事故调查处理

的“杀威棒”作用。各企业要结合本辖区、本单位特点制定

集中攻坚方案，细化目标任务，并分解落实到每一级责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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