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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安全生产应急管理

工作总结及 2021 年工作思路

南通市海门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今年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人大政协、纪委监

委以及组织、宣传等部门的协同推进下，我区以专项整治行动为

主抓手安全生产工作从体制机制、本质水平、监管成效上都得到

了显著提高，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平稳可控。

一、今年以来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

（一）安全生产各级责任有效落实。一是进一步落实党政领

导责任。出台《区委常委会成员、区政府领导班子成员 2020 年

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清单》，建立“区委常委管区域、政府领导包

条线、人大政协抓监督”的制度体系，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

会定期听取安全生产相关议题，传达上级安全生产会议、文件精

神，总体部署安全生产相关工作。各级党政领导始终保持如临深

渊、战战兢兢的紧迫感，带头深入一线、狠抓落实，形成层层负

责的良好局面。二是进一步落实区镇部门监管责任。发挥安委会

统筹协调作用，明确全区 49 个部门和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

区镇和部门主动抓落实，凝聚行业监管、综合监管和属地监管的

合力，整体提升安全监管水平。三是进一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告知承诺制度，引导企业负责人树立强烈

的安全意识，做到安全责任、管理、投入、培训和应急救援“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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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位”，督促企业全面推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将安全责任分

解到最小工作单元，确保万无一失。四是进一步强化督查问效。

对安全生产工作存在形式主义和监管不力等行为的人员，进行严

肃问责。专项整治开展以来，运用“第一种形态”处理 42 人，

其中诫勉谈话 22 人，通报党组织 5 个。

（二）专项整治行动成效显著。一是成立专班，实体推进。

研究出台《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等系列文

件，建立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由区委、区政府主要

领导任双组长。率先构建“1+6+31”工作体系（1 个专治办，点

评通报、明查暗访、分级复核、信息报送、销号验收、考核督导等 6

项工作机制，31 个专项整治方案），抽调 20 名精干力量实体化运

作专治办，下设 6 个专业小组分工负责，成立临时党支部，以党

建引领强力推进。二是深入排查，除患保安。采取“三级检查复

核”和“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的做法，发挥网格员安全生产

隐患前端发现和报告作用，逐企、逐村、逐户全覆盖“过筛子”。

三是全力整改，对账销号。严格对照国务院、省督导组反馈问题

清单，逐项分解落实到人，实行清单管理、动态管理和闭环管理，

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截至 9 月底，国务院和省督导组

反馈的 100 个问题全部完成整改，比原定计划提前三个月。国务

院督导组“回头看”新发现突出问题中与我区直接相关的一个隐

患问题也已整改销号，并通过省督导组验收。

（三）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有序推进。一是强化风险管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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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推行

“一图、两单、三卡、八必须”工作要求，将企业风险等级由高

到低划分为“红橙黄蓝”四级，做到风险分布“一图明、一表清、

一网控、一体防”，全区 1737 家工贸企业完成整体评估，全部

录入分色分级监管系统。二是构建标准化体系。全面推进全国工

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样板地区建设，引导企业探索构建风险分

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质量达标的“三位一体”标准化体

系，委托第三方定期开展标准化运行质量审计，使企业持续整改、

不断提升。三是强化宣传教育。深入开展“百团进万企”安全宣

讲，区党政领导累计开展宣讲 24 场，直接受益人数超万人，带

动区镇、部门开展宣讲 293 场，累计受教数万人次。实施安全素

质全面提升工程，形成“政府推动、部门负责、社会参与、企业

落实”的“安全海门”文化建设基本框架，广泛开展安全生产宣

传教育“五进”活动（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切实增强社会公众的安全意识。四是强化执法监管。提升执法效

能，通过异地交叉执法，日查、夜查、常规查、突击查、全面查、

专项查等方式，深挖风险隐患，督促问题整改到位；推动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出台《服务保障安全生产加强司法安全

工作 21 条意见》，以更严的标准、更大的力度打击各类违法行

为，不断强化依法治安的司法保障。

（四）安全生产基础逐步夯实。一是配齐物资设备，储备

44 类、近 5 万件救灾应急物资和装备，实行专仓存储、专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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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专业管理，制定储备计划和联动机制，确保做到“拿得出、

调得快”。二是配强监管队伍，建立安委会抓总、13 个专委会

分领域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成立石油化工、建筑施工等重点行

业安全监管机构；在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中增设“9+9”安全监

管机构，9 个部门单独设置安全监管科，9 个部门挂牌设置安全

监管机构；对每个区镇在规定编制的基础上，增派 1 人专职负责

应急管理工作，形成上下联动、横向协同、高效运转的应急管理

体系。

（五）应急管理工作不断提升。一是不断完善区级应急预

案。根据法律规范和上级应急预案的修订情况，及时修订完善

我区总体应急预案和区级专项应急预案等，为实现全区应急救

灾上下联动，我区今年全力推进完成《海门区自然灾害救助应

急预案》、《海门区地震应急预案》、《海门区突发地质灾害

应急预案》和《海门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的各主要

部门、11个镇和294个村（社区）的配套预案。二是不断完善

应急队伍建设。经过一年多，我区不断完善应急队伍建设，坚

持以消防救援队、民兵等为主要力量的应急救援突击队，水利、

供电、通信、交通等行业领域专业抢险队伍，以各地干部和村

民等为主要力量的镇级综合抢险救援队伍。目前，我区消防救

援队伍17支，285人；民兵队伍12支，360人；医疗队7支，149

人；防汛抗旱队伍14支，2168人；另有桥梁、燃气、港口码头、

水上搜救等队伍22支，共计459人。三是不断提高物资储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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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落实物资仓库，提升管理水平。目前，我区建有672.57平

方米救灾物资储备库；编制储备计划，提升救灾能力。共储备

14类救灾类物资，总件数4760件；协议储备3类生活类救灾物

资，总件数4万件；储备27类应急救援装备，总件数3040件。

区发改委负责做好各类物资日常管理工作；强化工作措施，建

立调拨机制。编制《海门区救灾物资储备使用管理联动机制》，

与区发改、交通三部门形成行之有效的调运机制。

二、下阶段重点工作

（一）进一步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推动全区各级党委政府、有

关部门和企业单位把安全生产摆到首要位置，切实解决红线意识

不强、安全发展理念不牢等思想上的遗留问题。一方面加强督导

考核，采取“四不两直”检查、随机抽查、明查暗访等形式，重

点督查检查各级党政领导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落实情况。另一方

面扎实推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三年行动，开展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具体化检查，不断培育专项整治企业安全生产内生动

力，持续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二）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建设。以安全生产信用体系建设

和联合惩戒制度为抓手，进一步推动安全生产社会共治,深化安

全生产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衔接，不断健全安全生产监管体系。

一方面依托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平台，建立联合执法协作机

制和违法案件移交、接收机制，促进各部门形成监管合力，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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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公共安全数据资源开发共享机制。另一方面定期召开会议，

协调解决各部门在监管、执法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监管数

据和信息共享互通。

（三）进一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按照“务必整出成效”的

要求，坚持标本兼治，在隐患排查、问题整改等治标上持续用力，

在总结经验、形成制度等治本上狠下功夫，全力总结推广一批典

型经验进一步固化提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管长远、管长效

理机制，切实把专项整治成效转化为制度优势。

（四）进一步突出重点领域整治。切实抓好危化品、消防、

道路交通、交通运输和渔业船舶、危险废物5个行业领域安全专

项整治。始终把这5个领域专项整治“开小灶”任务高标准完成，

以良好的基础确保“三年大灶”开好局。切实抓好城市建设、经

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重要板块安全专项整治。以省级

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为抓手，系统化、体系化推进城市、园区

安全专项整治，实现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精准治理，以示范创

建带动城市和园区安全发展水平的全面提升。

（五）进一步完善应急体系建设。逐步实现有组织领导体系、

有明确责任分工、有完备预案体系、有应急值守制度、有协调联

动机制、有常备应急分队、有应急物资储备、有宣传培训方案，

力促应急管理工作从信息接报、应急救援、处置等各个环节常态

化、规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