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安委办〔２０１５〕８号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

学习推广吉林浙江消防安全

隐患治理经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国务

院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近年来,吉林省、浙江省为深刻吸取重特大火灾事故教训,因

地制宜采取针对性措施,大力整治火灾隐患,取得了明显成效.国

务院领导同志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并批示要求在全国推荐学习.据

此,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公安部组成专题调研组,对吉林省、浙江省

治理重大火灾隐患的做法进行了总结,形成了经验材料(附后),现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学习借鉴,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工作,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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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保持消防安全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

附件:１．多措并举 治理重大火灾隐患———吉林省积极探索综

合治理重大火灾隐患的做法与启示

２．落实“五大”防控措施 综合治理火灾隐患———浙江省

温岭市建立火灾等安全事故防控综合治理体系的探

索与实践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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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多措并举 治理重大火灾隐患

—吉林省积极探索综合治理重大火灾隐患的做法与启示

吉林省是全国老工业基地,２００３年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以

来,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深层次体制、机制

和结构性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着很多

困难和挑战,各种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各类安全隐患不断凸显,

各类火灾事故时有发生.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吉林省一直在积

极探索提高火灾防控能力的治本之策.特别是长春市宝源丰禽业

有限公司“６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全省牢固树立问

题导向,深刻剖析事故教训,积极探索并逐步走上一条以治理重大

火灾隐患为突破口,提升社会火灾防控整体水平的发展之路.

一、积极探索建立落实消防安全责任的长效机制

在２０１３年省委十届三次全会上,省委、省政府提出“五大发展”

战略,第一个就是安全发展,明确提出要把消防安全的理念落实到

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领域、全过程.省委、省政府联合下发了«关于加

快构建安全发展长效机制的意见»,科学规划了大安全构架,将消防

安全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将消防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总体规划、政府目标责任制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范畴,将消防安全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原则写入«意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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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上率下,加强党委政府对消防工作的领导.省委书记、

省长每季度听取消防工作汇报,亲自带队深入社会单位检查消防

安全.省政府明确由６位副省长共同抓消防安全,其中,分管消防

工作的副省长负责全面抓,分管其他工作的副省长负责具体抓对

口行业,每月组织分管部门召开消防工作协调会,每季度召开通报

会,研究解决重大消防安全问题.市、县级政府按照省里的模式,

定期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消防工作,市委书记、市长,县委

书记、县长在重要时期、关键阶段都亲自部署消防工作,带队开展

消防安全检查,吉林市建立党政“一把手”带头查火患制度,五大班

子“一把手”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消防安全检查;市、县两级副职领

导及检、法两长每月带队至少开展一次检查;各县(市)区主管安全

工作领导干部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检查,党政领导对消防安全的重

视程度达到了空前高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是明确行业部门职责,完善消防安全监管机制.贯彻“管行

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原则,省政府对全省教育、卫

生、民政、广电、住建、商务、文体、旅游、文物、粮食、人防等４１个行

业部门,依法逐一明确规范了消防安全管理职责,实现消防安全监

管全覆盖无盲区,完善了消防安全监管机制.各部门在公安消防

部门的指导下,在制定年度工作计划、部署安全专项检查、开展隐

患排查治理和安全宣传教育、制定健全安全规章制度时,将消防安

全作为重点工作纳入其中并认真组织实施.如,省公安厅分别与

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卫生厅、省文化厅联合对校园及周边、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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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医院、文化场所进行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有力地推动了行业

领域消防安全水平的提升.省商务厅制定了«吉林省商贸领域安

全隐患排查工作标准»,建立了全面规范商贸领域消防安全监管的

长效机制.

三是强化部门联动机制,形成齐抓共管合力.省、市、县三级

安委会和防火安全委员会定期组织召开成员单位联席会议,研究

消防安全重大事项、通报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拟定督查检查行动方

案,建立联合检查、监督约谈机制,实现信息共享,提高协调执法效

能,有力推动部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在各类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重大火灾隐患整改、消防安全督查检查工作中,始终坚持安委会指

导推动、公安消防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积极协调配合,特别是

在查处老大难重大火灾隐患工作中,公安消防部门与相关部门重

拳出击联合执法,效果明显.

二、以重大火灾隐患整治为牵引提升全省火灾防控整体水平

吉林省政府坚持“消防查出重大隐患、政府明确整改责任、部

门推动整改落实、单位作出整改承诺、媒体适时曝光隐患、依法监

督整改成效”的六项原则,推动重大火灾隐患整治,有效地提升社

会火灾防控整体水平.

一是采取“三抓三查三提升”措施,充分发挥公安消防部门消

防安全监管主导作用.吉林省消防部门采取“三抓三查三提升”措

施,(“三抓”就是抓管理、抓措施、抓成效,“三查”就是查隐患、查整

改、查落实,“三提升”就是提升单位消防主体责任意识、提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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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管理水平、提升单位火灾防控能力),共分３个阶段９个

步骤１８项措施,全力排查重大火灾隐患.第一阶段是对重点单位

消防安全管理情况彻底排查一遍;对重点单位的法人代表逐一约

谈告知一次;督促重点单位做出依法履职公开承诺.第二阶段是

对重点单位落实承诺内容的情况回头查一遍;对单位全体员工开

展一次消防安全培训;指导单位开展一次灭火应急疏散演练.第

三阶段是对重点单位火灾隐患整改成效检查一遍;集中曝光整改

不力的单位;提请政府召开一次隐患整改情况通报会议.同时,派

出一个督导组,全天候不间断地在各地实地督查;成立一个专班,

利用消防监督管理系统和“户籍化”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抽查,确保

把火灾隐患底数摸清.２０１４年重大火灾隐患集中整治行动中,全

省共排查消防安全重点单位１．２万余家、排查一般单位７万余家,

督促整改火灾隐患５．８万余处,发现并判定重大隐患单位２４９家.

全省还逐级开通１２３５０、９６１１９重大火灾隐患有奖举报电话,对举

报重大火灾隐患的个人经核实后进行重奖,奖励最高金额为５万

元,极大地调动了群众举报身边火灾隐患的积极性.

二是采取签订责任书和下发督促整改函等措施,推动各级政

府及其行业主管部门依法落实相关监管责任.省政府与各市、州

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签订«重大火灾隐患整治责任书»,省防火安

全委员会向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发函督促落实重大隐患整改责任.

省政府责任书明确将重大火灾隐患整治与年度消防工作考核和安

全生产考评挂钩,考核结果送省干部主管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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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干部绩效考评、提拔任用、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为进一步落实

中省直单位火灾隐患整改责任,省政府专门召开行业部门和中省

直单位火灾隐患通报会,省政府对８个行业主管部门和８５家中省

直单位存在的重大火灾隐患逐一进行通报,明确整改任务和责任,

推动隐患整改.按照整改责任书和督办函的要求,商务、教育、民

政等１２家存在重大火灾隐患单位的行业主管部门,逐一落实重大

火灾隐患的督办责任人,逐个单位、逐项隐患落实整改措施.卫

生、旅游、文化、工商等部门将重大火灾隐患整改情况作为信用评

定、星级评定、项目审批、证照年检的重要依据,部门联动督促隐患

整改.白山市政府对隐患问题严重的双星皮革制品有限公司、中

医院、杨靖宇纪念馆等３家单位实施停产停业整顿,由市工信局、

卫计委、靖宇县政府监督整改进度,逾期未完成整改,将对当地政

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实施年终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一票否决.

三是采取约谈隐患单位法人等措施,推动社会单位落实消防

安全主体责任.省安委会建立了事故隐患约谈机制,消防部门和

行业主管部门逐一约谈存在重大火灾隐患单位的法人代表或责任

人,告知重大火灾隐患的危害性,要求单位对隐患整改的责任分

工、整改措施、完成时限等方面做出承诺,指导单位根据每一处隐

患制定完整、详细的整改计划.为保证约谈实效,吉林、通化市等

地专门制定出台«社会单位法人消防安全定期约谈制度»,实施市、

县政府,消防支队、大队和公安派出所主要领导与社会单位法人

“五级约谈”,强力推进重大火灾隐患整改.２０１４年,吉林市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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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政府领导共约谈９１０名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法人代表,推动

１８１６家重点单位主动自查自改３８００处火灾隐患.通化市茂祥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省重点扶持的示范民营企业,一层８０００平方

米库房未划分防火分区、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严重损坏,经过约谈单位法人代表,协调相关部门的联合执法,单

位由被动拖延到主动配合,积极整改消除了火灾隐患.据统计,在

２０１４年重大火灾隐患集中整治期间,吉林省重大火灾隐患主动整

改销案率达４８％,且大部分是久拖不改的重大隐患.尚未整改完

毕的隐患单位已全部签订了整改责任书,落实了整改措施和时限.

四是采取新闻媒体集中曝光等措施,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监督

作用.省政府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集中曝光了全省１３４家重大

火灾隐患单位,政府新闻办网站对发布会进行全程直播.省委宣

传部专门下发通知,对隐患曝光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吉林电视台、

吉林广播电台每天安排专门时段播放消防公益广告和提示信息,

集中报道隐患整治情况.省、市、县三级新闻媒体共开办曝光专栏

２３个,专版７个,通过“以案说法”、“直击现场”、“新闻发布”等形

式,分三个批次对全部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进行曝光.省公安厅组

织省内１２家新闻媒体、２２名宣传人员,采取“不打招呼、不露身

份、直插现场”的方式,深入全省１０个地区,２８个县市区的５２家

重大隐患单位采访报道,向隐患单位传递舆论监督的强大压力.

长春市二道区临河街生产资料市场共有３２栋建筑,占地１０万平

方米,长期存在消火栓瘫痪、防火间距和消防车通道被占用等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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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被«人民日报»点名曝光后,二道区主要领导牵头指挥协调,

安监、规划、供电、公安、消防等部门联合执法,多方筹措整改资金

２２７０万元,彻底解决了遗留２０多年的“老大难”隐患.

三、几点启示

吉林省以重大火灾隐患整治为切入点,探索建立消防安全长

效机制,抓住了火灾防控的牛鼻子,其经验做法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做好消防安全工作,必须突出党政同责.消防安全工作

要由党委、政府主导、主抓、主推,依法落实领导责任,才能最大限

度的调动行业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才能督促推动社会

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二是做好消防安全工作,必须坚持齐抓共管.消防工作是全

社会的工作.行业部门要依法落实监管责任,消防部门要严格执

法,社会单位要依法落实主体责任,单位法人代表、管理人要依法

落实消防管理责任.只有各部门、各单位齐抓共管、各负其责,才

能把消防工作真正抓到实处、见到实效.

三是做好消防安全工作,必须抓住问题导向.坚持“什么问题

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隐患严重就重点整治什么隐患”的

原则,找准影响本地区消防安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以重大火

灾隐患整治和重大消防安全问题解决为牵引,可以全面带动促进

火灾隐患的整改,提升全社会火灾防控水平.

—９—



附件２

落实“五大”防控措施 综合治理火灾隐患

—浙江省温岭市建立火灾等安全事故

防控综合治理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浙江省火灾等各类安全事

故多发、高发,火灾起数、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多年来位居全国前

列.２０１４年温岭“１１４”大东鞋厂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浙江省

各级党政领导深刻认识到消防安全不能只停留在火灾隐患排查整

治的单一环节上,必须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建立健全火灾等安全

事故防控综合治理体系,才能有效解决“跟着火警跑、追着事故治”

的被动局面.为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浙江省在温岭市部署

开展了火灾等安全事故防控综合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２０１４年１至８月份,温岭市共拆除违法建筑５７６．２万平

方米,整治隐患企业６９７９家,取缔无证照企业１５９４家,火灾发生

率同比下降３９．４５％,其中鞋企火灾发生率下降６０％.与此同时,

规模以上鞋企实现产值５４．２亿元,同比增长９．１％,鞋业地税、国

税收入分别增长１４．７％和２４．９％.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７日,浙江省政

府在温岭市召开了全省现场会,总结试点经验,按照“大落实、大监

管、大整治、大教育、大防控”的要求,在全省３６个隐患突出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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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部署开展火灾等安全事故防控综合治理体系建设.温岭

试点的主要做法是:

一、以“大落实”明晰消防责任体系.按照“一岗双责、党政同

责、齐抓共管”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

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落实了消防安全三级责任.一是逐级落

实领导责任.温岭市以党委、政府文件制定出台了«消防安全岗位

职责规定»,将消防安全领导责任从政府层面延伸到党委及其他分

管条线,从市委书记、市长到镇党委书记、镇长,一直到基层网格

员,层层定岗,分级明责,人人肩上有担子,个个身上有责任,形成

党政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二是全面落实主体责任.

开展多种方式、多种环节的主体责任大签约,乡镇(街道)与村(居)

委会,部门、行业、系统与所属企业,房屋出租人与承租人,村(居)

委会与辖区内各类“个、微、小”企业逐一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按

照“谁经营、谁负责,谁受益、谁担责”的原则,对经营主体和权属主

体实行双责任制,明确各社会单位、业主、出租房房东同责同负,强

化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三是条块落实监管责任.加强行业部

门监管,定期开展专项整治和业务指导.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监

管、谁主管谁负责监管”的原则,强化科学规划,严控违章建筑,严

控生产用房、居住用房变更使用性质.实施行业诚信监管,将各类

主体的消防安全状况纳入诚信体系建设,推动、引导行业协会将消

防安全纳入行业自律内容.

二、以“大监管”实现常态消防监督.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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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责任到位”的要求,强化四项措施,建立“无盲区”的消防安全监

管体系.一是强化消安委实体化运作.温岭市消安委办专门配备

４名专职人员,组建了１５名队员的消防安全巡查中队,定期检查

辖区内的企业、场所、出租房.镇(街道)消防工作站实现全覆盖,

各重点镇(街道)均配置了１０人以上的消防巡查队伍.二是健全

网格化运行机制.以镇(街道)网格为重点,逐级、逐块、逐条、逐点

落实责任人,网格员对辖区内的企业单位、合用场所、出租房等实

施常态管理,对拒不改正的由安监中队或消防工作站下发整改通

知单,整改不到位的予以关停.三是完善消防安全自我管理.消

防安全重点单位每季度、派出所重点检查单位每半年、其他单位每

年至少组织一次消防安全自我评估.引导制鞋、制帽、汽车内饰等

行业成立安全管理协会,推动消防安全监管由政府保姆式管理到

社会化自治管理的转变.四是创新消防执法监管方式.将市公安

消防大队部分行政执法权委托下放到横峰、大溪等镇(街道),有效

解决了基层消防执法难、处罚难问题.

三、以“大整治”健全排查治理机制.按照“严执法、重实效”的

要求,建立“零容忍”的隐患排查治理机制.一是实行常态化排查.

温岭市政府、各镇(街道)每半年分析评估消防安全形势,部署开展

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行业主管部门督促

指导所属企业建立健全单位内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二是加强规

范化整治.温岭市制定生产经营场所、合用场所、居住出租房等三

类场所消防安全整治技术标准,通过“换、添、搬、建”四字经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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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物防、技防举措,整改火灾隐患.在制鞋、制帽、汽车内饰等行

业建立４４个示范点,定期组织各类业主现场观摩学习.三是探索

信息化路径.在横峰街道开展智慧消防试点工作,开发消防安全

智能监管系统和智能监测系统,实行动态跟踪、实时反馈、及时预

警,２０００多家企业、６４２家十人以上居住出租房纳入智能监管系

统,排查治理科学化水平大大提升.

四、以“大教育”强化消防宣传培训.按照“会管、会逃、会救”的

要求,建立群众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机制.一是健全工作机

制.制定消防安全全民教育培训计划,将消防安全纳入各级党政领

导干部和公务员培训内容,各部门、各镇(街道)按照职责要求开展

消防安全教育大行动.二是建立三级网络平台.在大东鞋厂火灾

原址建设市消防警示教育馆,镇(街道)全部建立消防安全教育基

地,在生产经营场所、居民出租房集中的村(社区)设立消防安全宣

教室,全市共建成各类培训点２８３个,形成市、镇、村三级安全教育

网络平台.三是开展全员培训.市消安委、镇(街道)、行业主管部

门分级分类开展培训,消防安全培训演练成为中小学校开学第一

课,各镇(街道)累计为流动人员发放安全教育培训证１０万多本.

五、以“大防控”构建群防群控格局.一是提升企业发展环境.

温岭市在全省率先出台“三改一拆”(旧住宅区、旧厂房、城中村改

造和拆除违法建筑)拆后土地利用实施意见,对符合“两规”(城乡

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１５４个拆后利用项目(共４２６６亩)建

设开启审批绿色通道,加快建设标准厂房,其中３４个重点区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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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四套班子领导包办,目前已开工建设.二是夯实基层基础建设.

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增设２个公安消防中队,镇(街道)专职消防队

实现全覆盖,业务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保障.不断壮大社会化消防

力量,全市村(居)、企业志愿消防队达４２支.三是深化联勤联防

机制.市消防大队、公安派出所指导各重点单位建立联勤联防组,

村(社区)实行多户联防,建设、国土、行政执法、供电、银监等部门

建立联合执法机制.鼓励企业投保火灾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居住

出租房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提高抵御火灾风险能力,目前参保

企业、居住出租房达１８００余家,惠及５．２万多人.四是严格责任

追究.配套出台了消防安全责任追究办法,对未及时排除重大消

防安全隐患的单位或个人,采取函告、约谈、纪律处分等追责措施;

根据火灾情节轻重,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和行政责任.

浙江温岭探索建立火灾等安全事故防控综合治理体系,有效

遏制了火灾多发的势头,取得了明显成效,其经验做法有以下几点

启示:

一是符合习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安全生产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

全”.浙江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关于加强安全生产促进安全发

展的意见»,明确各级党委常委会议、政府常务会议每年要听取安

全生产工作汇报,协调解决安全发展的重大问题.党政主要负责

同志对安全生产工作要亲力亲为,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按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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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负责分管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在试点工作中,温岭市建立了

以市委书记、市长为组长的安全隐患大整治领导小组,常务副市长

担任办公室主任,为推动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市委、市政府

逐一约谈镇(街道)主要负责人,市领导带队实地督查,市纪委每周

对复工企业开展“回头看”,形成了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二是符合中央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安全

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在试点过程中,温岭市通过“大

教育”健全了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机制、通过“大整治”健全火灾隐患

排查治理机制、通过“大落实”完善了消防安全责任体系、通过“大

监管”实现了常态化监督管理、通过“大防控”构建了消防群防群控

格局,形成了多方参与、标本兼治的安全事故防控综合治理体系,

大大提高了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

三是符合浙江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特点.浙江省火灾防控工

作一直受到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建筑类型等先天条件制约.

特别是块状经济模式产生了大量“个、微、小”市场主体,目前浙江

省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２５９．２万户、私营企业９３．６万家、居住

出租房屋１８０多万户,此外还有大量无法统计的“东腾西挪”的未

登记市场主体.这些“个、微、小”主体游离于各方监管之外,安全

投入微乎其微,主体责任最难落实,大多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是

亡人火灾事故多发的主要场所.浙江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个、

微、小”场所安全监管难题,健全网格化监管运行机制,明确网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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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各类人员的职责和考核奖惩办法,对“个、微、小”场所实施常态、

综合、动态管理,分级督促整改火灾隐患.在试点工作中,温岭市

紧盯居住出租房、家庭作坊等“个、微、小”场所,重典治乱,取缔了

一大批无证照家庭作坊,关停了一大批存在严重火灾隐患的出租

房,有效净化了社会消防安全环境.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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