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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管理规则（试行）》出台

管理规则适用于已建成并投入使用且建筑面

积不小于 5 万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以下简称“大

型商业综合体”)，其他商业综合体可参照执行。

消防安全责任

1.产权单位、使用单位是消防安全责任主体；

2.以承包、租赁或者委托经营等形式交由承包

人、承租人、经营管理人使用的，在订立承包、租

赁、委托管理等合同时，明确各方消防安全责任；

3.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设

立部门，建立健全管理制度，逐级细化明确管理职

责和岗位职责；

4.有两个以上产权单位、使用单位的，各单位

对其专有部分的消防安全负责，对共有部分的消防

安全共同负责；

5.消防安全责任人应履行七项消防安全职责；

6.消防安全管理人对消防安全责任人负责，并

应履行十项消防安全职责；

7.经营、服务人员应当履行五项消防安全职

责；

8.保安人员应当履行三项消防职责。

日常消防安全管理

1.甲、乙类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严禁被携带进

入，同时严禁在大型商业综合体内生产、经营、储

存和展示；

2.内部使用的临时性装饰材料应采用不燃或

难燃材料；

3.设有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的大型商业综合

体应设置提示性和警示性标识；

4.电动自行车集中存放、充电场所应当优先独

立设置在室外，与其他建筑、安全出口保持足够的

安全距离，确需设置在室内时，应当满足防火分隔、

安全疏散等消防安全要求，并应加强巡查巡防或采

取安排专人值守、加装自动断电、视频监控等措施。

防火巡查检查和火灾隐患整改

1.建立防火巡查、防火检查制度；

2.建立火灾隐患整改制度；

3.产权单位、使用单位和委托管理单位应当定

期组织开展消防联合检查；

4.应当明确建筑消防设施和器材巡查部位和

内容；

5.防火巡查和检查应当如实填写巡查和检查

记录；

6.发现火灾隐患及时正确处理；

7.消防安全管理人或消防安全工作归口管理

部门负责人应当组织对报告的火灾隐患进行认定,

并对整改完毕的火灾隐患进行确认。在火灾隐患整

改期间，应当采取保障消防安全的措施；

8.对重大火灾隐患和消防救援机构责令限期

改正的火灾隐患,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改正,并由

消防安全责任人按程序向消防救援机构提出复查

或销案申请。

安全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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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重点任务攻坚 实现安全发展

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动员部署和排查整治阶段综述

（摘要）

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以下简称三

年行动）经党中央批准，从 2020 年 4 月至 2022 年

12 月，分动员部署、排查整治、集中攻坚、巩固提

升四个阶段进行，今年进入集中攻坚阶段，抓住重

点难点问题发力攻坚。

一年以来——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深入开展以“两个

专题”（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重要论述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九个

专项”为重点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取得积极进展

和明显成效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进一步强化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进一步织牢织密

●一批安全生产法规制度得到建立完善

●全社会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视程度进一步

提高

●一批突出重大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整治

●一批重点工程治理措施有序推进

集中攻坚阶段——

将动态更新“两个清单”，针对重点难点问题，

通过现场推进会、“开小灶”、推广有关地方和标杆

企业的经验等措施，加大专项整治攻坚力度，落实

和完善治理措施，推动建立健全公共安全隐患排查

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使整治工作收到明显成效

高位部署 统筹推进

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对三

年行动作出了全面安排部署。国务院安委办、应急

管理部牵头成立了工作专班，通过定期调度、明查

暗访、专题督导和“面对面”会商等多种方式，推

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迅速行动起来，成立

了由本单位负责同志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并结合实

际制定细化三年行动方案，统筹推进安全生产各项

工作。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进一步织牢织密。深入推动

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事故多发的 21 个地

区和企业负责人被约谈警示，10 家央企被扣分，1

家央企因为瞒报事故被降级。

一批安全生产法规制度得到建立完善。刑法修正案

（十一）将事故前安全生产重大违法行为纳入刑事

责任范围，安全生产法（修正草案）已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制修订安全生产国家和行业标准 55

项。建立了特别重大事故追责问责和审查调查的部

门协作工作机制，出台了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

整治目录、民航生产安全事故领导责任追究暂行规

定等。

聚焦重点 狠抓治理

三年行动推进过程中，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

位瞄准地区、行业领域重点，做实做细问题隐患和

制度措施“两个清单”，坚持边排查边整改，落实

责任、精准发力，狠抓重大安全风险隐患防控治理。

一批突出重大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整治。国务院

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深刻吸取黎巴嫩贝鲁特港重大

爆炸事件教训，组织对涉及硝酸铵的企业开展了 3

轮排查，进行“一企一策”治理。国家矿山安监局

加强瓦斯、冲击地压等高风险煤矿治理，对贵州等

7 个重点产煤省份跟踪督导。工业和信息化部推动

各地完成 1089 家人口密集区危化品生产企业搬迁

改造，加强 5 类重点货车违法改装专项治理。公安

部部署集中开展秋冬季交通安全整治百日会战，深

入推进事故预防“减量控大”行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用作经营的农村自建房

691.6 万户。交通运输部推动砂石运输船、客货班

轮、网约车等专项安全整治。自然资源部集中查处

了一批越界开采、乱采滥挖等违法开采案件。市场

监管总局全面推进大型游乐设施及客运索道、液化

石油气瓶等专项安全治理。

一批重点工程治理措施有序推进。关闭退出煤

矿 442 处、淘汰落后产能 4300 余万吨/年，建成 401

个智能化采掘工作面。建设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17.8 万公里，完成危桥改造 6229 座。煤矿、危化

品重大危险源以及三等以上尾矿库实现监测联网

全覆盖。新建 13 个安全生产专业救援基地。重新

认定 352 个化工园区。90%的城市公交车辆安装了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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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区防护隔离设施。13 万个小区、57.9 万栋公

共建筑打通消防“生命通道”。针对“两客一危”

车辆，江苏、湖南、湖北、内蒙古、陕西、山西等

地安排专项资金对“两客一危”车辆全部安装智能

视频监控报警装置，其余地区安装率达到 70%。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各地共排查安全隐患

1462.8万处，整改率90.7%，其中整改重大隐患1.02

万处；责令停产整顿企业 7.3 万家，关闭取缔 1.37

万家，对 1.09 万家企业实施联合惩戒。

通过专项整治深入开展，有力促进了全国安全

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事故总量继续下降，2020 年全

国各类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下降，重

特大事故进一步减少，过去最多一年发生重特大事

故 140 起，去年降到 16 起，并且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首次没有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年份。大部分行业

领域和地区安全状况好转，化工行业近年来首次未

发生重大以上事故，纳入重点统计的 12 个行业领

域中，有 9 个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32

个省级统计单位中，23 个未发生重大以上事故。

形势严峻 仍需加力

今年以来，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近

期涉险事故和较大事故时有发生，安全生产仍处于

爬坡过坎期，必须大力防范化解冲击安全底线的突

出问题。

按照《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安排，在集中攻坚阶段，将动态更新“两个清单”，

针对重点难点问题，通过现场推进会“、开小灶”、

推广有关地方和标杆企业的经验等措施，加大专项

整治攻坚力度，落实和完善治理措施，推动建立健

全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使整治

工作收到明显成效。这需要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按照

既定要求如期推进。

针对在动员部署和排查整治阶段发现的问题，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强调，在集中攻坚阶段

要在五个方面“着力”推进三年行动工作：着力强

化安全发展理念，推动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到各

项工作全过程。着力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到位。着力

防控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对危化品重大危险源

实行安全包保责任制，开展矿山火工品使用储存安

全专项整治，大型综合体消防安全等专项治理。着

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实施“工业互联网+安

全生产”行动，重点危化品生产企业自动化系统装

备率达到 100%；推动年产 30 万吨及以下煤矿分类

处置；加强警示教育，严格安全培训制度，大力提

升从业人员安全素质。

抓好安全基本盘 教科书式应对

“在落石砸到教室前，师生仅用 50秒便脱险”

“6.1级地震中，小学师生上演教科书式撤离”，近

期，几则“教科书式应对”的案例在网上广泛传播，

赢得一片赞誉。此前，还有媒体报道一名 9岁孩子

在火灾中正确呼救、成功逃生的事情。细看这几则

案例，不难发现，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学校

在平时组织了大量的安全教育培训和演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公民安全教育体

系，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

校、进家庭，加强公益宣传，普及安全知识，培育

安全文化，开展常态化应急疏散演练。“教科书式

应对”正是开展日常安全教育、常态化应急疏散演

练厚积薄发的成果，凸显了安全教育培训的重要

性、必要性。

对于火灾、安全事故、滑坡、地震等灾害事故，

人们大多知道其后果很严重，但还是会有不少人抱

有侥幸心理，错误认为这类事情离自己很远。人们

面对危险时的沉着冷静并非与生俱来，如果没有平

时的知识储备和技能历练，别提“教科书式应对”

了。

我们希望各地各单位通过这些真实事例，提升

对安全培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搞好安全生产的基

础管理，遵循安全技术规则、安全生产标准、安全

生产操作规程，做好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落实。

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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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双峰“6·17”物流门店火灾事故案例分析

2020年 6月 17日上午 9时 52分，湖南省双峰

县永丰街道嘉信华庭小区临街门面一物流配送门

店发生火灾，造成 7人死亡。

一、事故经过

2020年 6 月 17 日清晨，先后有 6台载有家电

的货运卡车到达双峰县一心电器服务中心租赁的

双峰县永丰街道嘉信华庭小区 2栋临街门面处。

7时 40分许，双峰县一心电器服务中心聘请的

装卸工人、配送员、调配员开始从卡车上卸货，并

码放在服务中心西侧的空地上。

9时 30分许，卸货完毕，配送员对照货物配送

单进行清单点货。

9 时 52 分 51秒，空地南侧发往洪山殿镇和蛇

形山镇的货物堆垛（距 8号门面与 7号门面之间隔

墙的西侧柱垂直往西 14.65米处）开始冒烟。

9 时 53 分 38秒，现场工作人员发现货物堆垛

起火并呼喊，当即有工作人员迅速疏散货物，有人

跑去一楼卫生间用水桶和脸盆接水灭火，此时服务

中心二楼的工作人员处于围观状态。火势迅速变

大，由于当时刮大风，大火和浓烟迅速封堵了门面，

并蔓延至门面所在的 7层砖混结构商住楼，导致在

门面内的 7人（门面一层 3人、门面二层 4人）不

能及时逃生。造成 7人死亡。

二、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1、通过查看监控视频、现场勘验、技术鉴定

和询问调查认定，起火原因为未熄灭的烟头引燃包

装纸箱引发火灾。

（二）间接原因

1、企业日常消防管理不到位。物流配送站未

建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未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

巡查检查，未配置灭火器、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

志等消防安全器材，已设置的室内消火栓箱被二次

装修封闭无法使用，擅自封闭逃生窗且未设置足够

的安全出口。单位员工未开展必要的消防安全教育

培训，不具备处置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未能

有效控制初期火灾，并错失了疏散逃生最佳时机。

2、装卸现场安全管理混乱。6 月 17 日上午，

物流配送站因商业促销装卸堆放大量货物（家用电

器）在门店前坪。装卸现场未划定车辆停靠区域，

车辆停靠进出随意；货物乱摆乱堆、码放密集，大

量堆积在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上，严重影响疏散逃

生。同时装卸现场没有任何禁火措施，现场装卸工

人、配送员、调配员以及外部人员在堆垛区域随意

穿梭，部分人员在堆垛区域抽烟，且随意丢弃烟头。

3、末端管控缺位。起火场所所在的嘉信华庭

小区长期没有物业公司入驻，仅靠业主委员会维持

小区的基本管理，业主委员会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不

清、情况不明，没有成立专门的消防组织，消防安

全管理出现真空。以上隐患问题也集中反映了我省

部分地区消防安全行业监管、末端监管没有真正落

地见效，消防宣传培训普及不够、成效不显，小微

企业、九小场所安全监管主体不明、责任不清，公

安派出所消防监督管理乏力等共性问题。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双峰县一心电器服务中心未落实消防

安全主体责任，消防安全管理不到位，在经营过程

中发生火灾事故。事故调查组分析认定，娄底市双

峰县一心电器服务中心“6·17”较大火灾事故是

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

（一）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建立健全消防安全

监管体系

各级政府和部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

化“红线”和“底线”意识，严格落实《消防法》

《湖南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的要求，结合

本地实际加强对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全

面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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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要求，行业部门间

要梳理明确消防安全监管职责，厘清工作边界，避

免出现监管盲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部门间协同执

法机制，强化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抓好

消防安全工作。

（二）深入开展专项治理，集中整治消防安全风

险隐患

要深刻汲取此次火灾事故的教训，高度重视此

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召开消防安全专题会议，进

行消防安全形势研判，切实找准本地区、本行业、

本单位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做到辖区、行

业风险“情况清、底数明”。县乡政府要开展居民

小区物业管理专项治理，组织协调居民小区依法成

立业主委员会和聘请物业管理单位，督促业主委员

案例分析

https://www.sogou.com/link?url=DOb0bgH2eKjRiy6S-EyBciCDFRTZxEJgkuAYN33EDa9j7eUfnC0yNRvT47fi1v8bL2HwbgnFUvAbhLiSYxJ8ilwk4WmySrv8xQxuiXbw_CRVKgjCU9tC25jsB9qR-tN3YmmC-8g47wHeQfZqCjQtQ6Of6GVBI7l29Cyp2P_5YBU84Z3J1tKS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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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物业管理单位切实加强包括消防安全在内的

公共事务管理。各行业系统要分别牵头开展消防安

全专项检查整治行动，集中整治一批火灾风险隐

患，打击一批突出非法违法行为，严厉惩处一批非

法违法责任人。要畅通群众举报投诉渠道，充分发

挥群众监督力量，在社会面形成全面清查消防安全

隐患的氛围。

（三）加强“新业态”火灾风险防范，落实各级

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阵地意识，

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物流配送末端等“新业

态”社会单位的监督管理。要规范引导各种“新业

态”的发展，明确牵头管理部门，消除行业管理“盲

区”。各牵头管理部门要督促行业内单位依法建立

消防安全组织，健全消防安全制度，明确消防安全

责任，落实消防安全措施，提升消防安全意识，配

置消防器材。消防救援机构、公安派出所和乡镇（街

道）、社区要加强对小单位、小场所的消防监督检

查（抽查检查）和宣传教育培训，督促各单位切实

提升抵御火灾风险能力。

（四）强化消防宣传力度，提升公众火灾防范自

救能力

此次火灾暴露出单位员工消防安全基本常识

严重缺乏，没有处置初期火灾的能力，各级政府和

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微信、

微博、抖音等平台进行消防宣传，加强对常识性、

提示性消防知识和火灾自救逃生技能的普及，提高

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各行业系统要采取约谈和集中

警示教育等手段，对所属行业单位进行消防安全提

示警示，督促完善消防安全制度和措施。乡镇（街

道）、派出所、行政村（社区）应在各种宣传场地

增设消防宣传内容，普及农村防火、灭火和自救逃

生知识；要引导居民在安装防盗窗时留出逃生窗

口；根据不同季节、不同群体的特点和其他不同情

况，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孟加拉国遭大火,4.5 万人无家可归

孟加拉国东南部考克斯巴扎的罗兴亚难民营

22 日发生大火。联合国难民署 23 日表示，大火造

成至少 15 人死亡，560 人受伤，400 人失踪，4.5

万人无家可归。大火肆虐数小时，目前已被扑灭，

救援人员还在搜寻幸存者。路透社 23 日引述“救

助儿童会”孟加拉国分支负责人梅南的话说，这是

考克斯巴扎这个拥挤难民营遭遇的最大一次火灾，

也是这里的难民遭遇的又一个打击。

起火原因：

据目击者称，大火开始于 22 日下午 3 时，可

能是煤气罐爆炸引起，着火范围起初很小，但是可

能因为多个做饭用的煤气罐爆炸，火势迅速扩大。

大火从其中一个营地燃烧，蔓延到其他几个营地。

现场视频显示，滚滚浓烟从燃烧的棚屋升起。卡塔

尔半岛电视台驻孟加拉国记者乔杜里称，因为很多

被大火波及的棚户都在丘陵上，消防车上不去，救

援工作很难展开，而且营地没有用于救火的供水系

统。

广东东莞市中堂镇双洲纸业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站下池作业中毒事故

2019 年 2 月 15 日，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双洲

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洲纸业公司)环保部主

任安排 2 名车间主任组织 7 名工人对污水调节池

(事故应急池)进行清理作业。当日 23 时许，3名作

业人员在池内吸入硫化氢后中毒晕倒，池外人员见

状立刻呼喊救人，先后有 6 人下池施救，其中 5 人

中毒晕倒在池中、1 人感觉不适自行爬出。事故最

终造成 7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1200

万元。

主要教训

1、企业未履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手续，作业

前未检测、未通风，作业人员未佩戴个体防护用品，

违规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2、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盲目施救造成伤亡

扩大。

3、是企业应急演练缺失，作业人员未经培训，

缺乏有限空间安全作业和应急处置能力。

警钟长鸣

有限空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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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 地下污水管网作业中毒事故

湖北武汉江夏路桥工程总公司负责江夏区郑

店街凤杨大道地下污水管网清淤作业，并将清淤作

业委托给武汉德乾路桥有限公司。2019 年 9 月 23

日 11 时 30 分左右，武汉德乾路桥有限公司在凤杨

大道一排污检查井进行清淤作业，1 名现场人员入

井作业时晕倒，现场另外 3 人发现后未采取任何防

护措施下井救人，发生中毒和窒息事故，最终造成

3 人死亡，1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391.06 万元。

主要教训

1、武汉江夏路桥工程总公司作为发包单位，

未与分包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放任分包单

位违规作业。

2、武汉德乾路桥有限公司作为劳务分包单位，

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不具备从事相关作业的安全

生产条件，临时招聘人员未经安全教育培训就组织

其开展有限空间作业。

3、现场作业时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且

在事故发生后，盲目施救导致伤亡扩大。

1000 千伏特高压变电站突发爆燃事发山东济南，致 1 死 2 伤

2019 年 11 月 22 日，山东省济南市仁凤镇一变

电站(特高压泉城站)发生火灾，据济南市济阳区应

急管理局称，这起事故先是变压器发生爆燃，后引

起火灾。

当地消防部门出动 9个消防队、15 台消防车、

105 名消防队员扑救。济南市应急管理局表示，事

故已造成 1 死 2伤，伤亡者均是电力公司的检修人

员。据了解，发生火灾的变电站系国家电网公司山

东省电力公司济南 1000 千伏特高压变电站。

截至目前，事故发生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事故链接

2019 年 11 月 23 日 16 时左右，江西省上饶市

广信区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广信区旭日广场

公厕后发现一名女子躺在地上，具体情况不明。

随后，该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发现现场

变压器室门口躺着一名女性，另一名男性被吸附在

室内变压器上。经现场勘查及尸体检验，两人系误

入变压器室被电击死亡。

攀爬台梯时高坠身亡，仅 2 米！

2021 年 4 月 4 日，天津某电厂#1 机组检修安

排在 9:30 进行#1炉炉内升降平台验收，9:30 分时，

各验收部门人员到#1 号锅炉 12.6m 平台集合，准备

进行验收工作。9:50 左右燕某擅自进入人孔门，人

孔门内有炉底满铺固定平台，在升降平台与固定平

台之间，搭设了一个人员上下的升降平台斜梯步道

（高度大概 2.6m），大概 10：00 左右，外委公司升

降平台上人员听到“哎呦”一声，下来查看，燕某

躺在升降平台爬梯下面，通知人孔门外面人员，燕

某摔伤，拨打 120，救护车 10:18 分到厂后救护人

员到 12.6m 平台进行抢救并将伤者送往就近医院，

11:30 接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通知，人

员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警示

变压器配电室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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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动火作业！5 人被行政拘留！

2021 年 1 月 15 日，武汉镇坪拆迁安置有限公

司对中南大酒店进行装修改造。负责人李某生，其

招聘同乡人员现场氧割电焊作业，负责室内切割和

拆除旧用管道等杂物。

发生火灾现场有四名工人正在进行电焊施工作

业，其中 1 名项目负责人李某生，电焊切割工人朱

某高，王某高，刘某满，张某兵等四人。

经审查，四名切割和清理的工人均无电焊工资

质和证照，负责人李某生明知四人无证照仍然招聘

其开展电焊作业，约定工期一个月左右，每人每日

400 元工资，已开工十余日。

根据《消防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过失引起火

灾的规定，给予上述五人行政拘留十日处罚。

违规电焊动火引发火灾，造成 2 人死亡

2021年 3月 2日 16时 53分许，广东省东莞市

大岭山镇莞长路一工业园冷库，在装修过程中，因

违规电焊引发火灾。

2021年 3月 2日 19时 05分许，现场救援基本

结束，事故造成 2人重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电焊工违规切割，董事长、安全员、电焊工等 10 人被刑拘

2019年 7月 14日下午 1时许，47岁的电焊工

郭某某，在切割江汉饭店二楼冷却塔的铁架时，违

规操作引发火灾，致该建筑屋顶被烧。

经过消防紧急处置，当日下午 17 时左右明火

已经被扑灭，过火面积约 500平方米，事故未造成

人员伤亡，但饭店房顶的房顶已被烧垮。当时初步

查明，起火原因系电焊工在二楼室外阳台用电焊切

割铁架火星引起。

一商场突发火灾，4 人死亡！

据安徽省应急管理厅通报，4月 6 日 8 时 52 分

许，安徽池州市贵池区铜锣湾广场顶层平台发生火

灾，过火面积约 400 平方米，10 时许明火被扑灭，

现场搜寻到 6 名被困人员，经送医院救治后，2 人

出院、4 人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原因调查和善后处

置工作正在进行中。

集团安全办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