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四川生产安全事业进展 

                                                             

①“三个务必”：务必把安全生产工作要求落实到操作层面、务必把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落实到一线管理者

层面、务必把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落实到最基层工作层面。 

2013 年，面对生产经营领域各行各业的安

全省情，特别是煤矿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

总量居高不下、安全基础薄弱、自然灾害频发、

高危企业和各类建设项目迅速增加等因素给

生产安全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共四川省委、四

川省人民政府极端重视，重拳出击，深化法制

体制机制建设，夯实基层基础，强化监管，严

格执法，全省生产安全形势稳定好转，全年生

产经营性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直

接经济损失等 4 项指标，同比分别下降14.0%、

11.2%、20.6%和 16.2%。 

一、攻坚克难抓重点，生产事故明显下降 

2013年，四川以降事故、保安全为中心，抓

住突出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推进重点工作，在

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同时，生产事

故起数、死亡人数下降幅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强化各级各部门生产安全责任意识。2013

年，中共四川省委两次召开常委会，省政府3

次召开常务会、6次召开全省电视电话会议、

并多次召开专题会，研究生产安全重大事项；

省委书记王东明和省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安排

部署工作、多次作出批示指示，提出“三个务必”

① 等系列要求；副省长刘捷靠前指挥，及时协

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省委省政府其他领

导带头检查、主动工作；省政府首次与各市

（州）政府签订《安全生产工作目标和任务责

任书》，省政府办公厅印发30项年度重点工作

任务。省政府安委会印发《四川省煤矿开展“保

护矿工生命，矿长守规尽责”主题实践活动方

案》，并将“七条规定”的落实情况列入对市（州）

政府考核的内容之中；成都市政府举一反三，

制定《成都市企业厂长（经理）保护职工生命

安全健康九条规定》。省政府安委办通过派出

督查组、下发通知、召开基层安全监管部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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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座谈会、在《安全生产简报》和省安全监

管局网站开辟“市厅领导抓安全”专栏、在《四

川日报》等主流媒体强化宣传等形式，认真督

促各级各部门抓好各项重点工作。四川各市

（州）、县（市、区）均召开党委常委会和政府

常务会，研究生产安全工作，省级有关部门和

各地主要负责人亲自带队检查、调研，各级各

单位积极参与生产安全工作，初步形成“一岗双

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全面开展生产安全大检查。2月6日，省政

府主要领导身体力行，带头参加全省统一、集中

的生产安全大检查。6—10月底，四川省各级、

各部门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

的总体要求，深入开展大检查。省委书记王东明

和省政府主要领导及有关领导，先后作出批示指

示。副省长刘捷任领导小组组长，全程指导。对

此，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负责人作出批示：“认识高、

要求严、措施实，照此开展大检查定会见实效”。

各地、各部门共组织检查督查组27957个，参加

人员208643人次，监督检查各类企（事）业单

位和场所145000家（次），责令企业改正、限期

整改、停止违法行为168341起，责令停产、停

业、停止建设2319家，暂扣或吊销有关证照 851

个，关闭非法违法企业 227 家，共处罚款3570

余万元。国务院安委会综合督查组对四川的安全

生产大检查，以“领导重视，行动积极，不断创

新，成效明显”十六个字予以充分肯定。 

深入推进“打非治违”常态化。2013年，四

川在以往专项行动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每季

度确定1—2 个“打非治违”重点行业（领域），

省级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先后在煤矿、道

路交通、烟花爆竹和建筑施工等行业（领域）

开展“打非治违”联合执法行动，着力解决制约

安全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起草《关于进一步加

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开展

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攻坚年行动的通知》，

积极协调制定高速公路事故救助基金有关办

法，全面支持道路交通安全“打非治违”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四川打击各类非法违

法、治理纠正违规违章行为 21850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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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整治煤矿安全。2013年，面对煤矿

“散、小、乱、差”的现状和事故频发的严峻形

势，四川关闭煤矿 424处；组织 20个监察执

法小组，对15个产煤市（州）51个产煤县（市、

区）开展异地交叉监察执法，对查出的问题进

行跟踪督查整改；及时印发《关于切实加强煤

矿复产复工隐患整改安全工作的通知》；从重

庆市聘请 16 名煤矿安全专家，对 8 个市（州）、

19 个县（市、区）的 50 处复产复工煤矿开展

为期 1 个月的抽查，发现并督促整改隐患 825

项。开展“煤矿矿长保护矿工生命安全七条规

定”和煤矿生产安全“七大攻坚举措”落实情况

以及防范顶板事故的专项执法活动。制定并实

施煤矿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跟踪监管、暗访倒查

监管等“八条刚性措施”。2013 年，四川煤矿事

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54.6%和

53.0%。 

切实加强其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及

标准化建设。2013年，四川认真开展尾矿库、危

险化学品等行业（领域）专项治理；及时开展油

气管道安全大检查、隐患大整治。对此，省委书

记王东明批示：“已开展的工作和下一步工作安

排都很好，要进一步加大督促检查力度，推动各

项部署落实到位，尤其要注意形成长效机制，常

抓不懈”；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这项检查抓得

及时”。扎实推进金属非金属矿山整顿关闭，共

关闭（退出）916座，完成计划的120.8%；协调

相关部门切实加强医疗机构、消防等行业领域安

全监管工作。强化企业安全达标建设，所有煤

矿生产矿井标准化均达三级以上，4164个金属

非金属矿山（尾矿库）、636家危化品生产企业、

77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完成达标建设。 

狠抓安全法制建设，将各项安全要求落实

到操作层面。2013年，四川通过完善制度、暗

察暗访、逗硬约谈、警示通报、严管重罚等措

施，倒逼工作落实。修订《四川省安全生产目

标管理考核办法》《四川省较大安全事故调查

处理挂牌督办办法》和《四川省安全生产举报

奖励办法》，制定《四川省安全事故警示通报

制度》《四川省安全生产约谈制度》《四川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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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监督管理办法》；启动《四

川省职业病防治条例》调研起草工作；对 14

件涉安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在春节、

“五一”、国庆等重点节日和全国“两会”等重大活

动以及“4·20”芦山强震、汛期等特殊时段，开

展暗访暗查，对发现的问题以“罚点球”方式督

办。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就得这样抓”。对安全

问题突出的一市三县（区）政府领导和 4个国

有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并在《四川日报》等

媒体曝光。对 3 起重大事故涉及的106名责任

人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其中44名事故责任人移

送司法机关，对峨边县大堡煤矿违法生产行为涉

及的有关责任人员分别给予行政撤职、撤销党内

职务等处分；对发生重大事故的两个市进行警示

通报。基层监管单位和企业对安全生产更加重

视，制定相应措施和制度，一线操作人员安全意

识和防范技能不断增强。 

二、统筹兼顾夯基础，生产安全水平不断

提升 

2013年，四川面对基础差、底子薄的现状，

立足打基础、谋长远，不断从根本上提高生产

安全水平。 

坚持源头防控，积极推动公共服务能力建

设。2013年，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要求开展

横向比较研究，形成《四川省安全生产事故统

计对比与趋势分析》，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近 3

年来较大以上生产事故的原因及影响因素，全

面排查和梳理生产安全公共服务能力的现状、

问题、差距和需求，初步拟定《关于切实加强

安全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工作意见》。并以提升

安全监管能力、开展货车超限超载整治、加强

道路波形防护栏建设等为突破口，有序推进。 

坚持群防群治，深入推进安全社区建设。

2013年，四川有 132 个社区启动国家级安全社

区建设、392个社区启动省级安全社区建设，

建成 10个国家级和 137个省级安全社区，分

别占全年目标任务的 125%和 274%。省级用

1500万元专项资金，调动市（州）、县（市、

区）、乡（镇）三级投入宣传等配套资金8000

余万元，累计投入项目建设资金 129 亿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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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促进项目 2435 个，排查整改各类隐患 24307

项，覆盖 21 个市（州）、126个县（市、区）。据

对 147 个已建成的安全社区的不完全统计，与

2012 年相比，交通事故起数下降 30.98%，火灾

事故起数下降 39.9%，工作场所事故起数下降

43.75%，校园事故起数下降 33.29%，社区居民

安全满意度平均提高13个百分点。省政府主要

领导批示“效果明显，应不断推进并深化”。 

坚持舆论引导，切实强化宣传教育。2013

年，四川各地结合“文明交通行动计划”，继续

深化交通安全宣传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

进学校、进家庭“五进”活动，宣传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安全出行常识，增强公民安全法

制意识。以 6月 3—9日为警示教育周，各地

组织辖区客、货运企业及学校负责人及驾驶

员，观看《关爱生命，拒绝违章》警示教育片

和《伤逝》《职责》《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盘

点（2013 版）》等专题片；以反思大讨论等形

式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对典型事故进行剖析，

汲取事故教训，讲解安全出行知识，强化交通

安全意识。四川企业积极参加安全生产月活

动。中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组织员工参加“安全

工作落实到操作层”天府行（南充专场）首场报

告会，参与南充市“百万市民”安全生产知识竞

赛决赛；五冶集团开展“我要安全、我会安全、

我能安全”百人承诺宣誓、签名活动，组织一线

作业人员参加安全知识竞赛和安全演讲比赛。

省安全监管部门在《华西都市报》开设专栏50

期；节假日在主流媒体刊发安全提示公益广

告，向手机用户发送安全提示公益短信2000

余万条；其摄制的《夺命氨气》《窒命煤气》

和《关爱生命，拒绝违章》公益宣传片分获全

国第四届安全生产电视作品展映活动一等奖

和二等奖。以“安全生产月”为载体，开展“寻找

最尽职安全操作手、最负责安全管理者、最履

职安全监管者”活动；组织万人安全签名、创建

“平安校园”等活动，普及安全知识、传播安全

文化。 

坚持素质提升，扎实开展安全培训。2013

年，四川共培训各类人员 126.13 万人次。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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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岗位”人员 42.52万人次，其他从业人员

74.01 万人次（含农民工 59.4 万人次），企业班

组长 7.75 万人次。与此同时，建立安全监管监

察干部“1＋N”调训模式（函授学历教育培养为

“1”，业务技能培训为“N”）。省安全监管部门首

次分别与省委组织部共同举办全省市（州）、

县（市、区）政府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专题培

训班，与省公务员局联合举办全省行政机关公

务员管理者培训班；首次组织 107 名煤矿安全

监管监察人员到中国矿大参加业务能力提升

专题培训；首次对全省市（州）、县（市、区）

安全监管局局长及有关分管局长进行集中培

训，援助培训“4·20”地震重灾区特种作业人员

900 人，举办全省乡（镇）领导安全生产专题

培训班8期，1893人参训。 

坚持未雨绸缪，不断加强职业健康监管。

2013年，全省有 2 万余家企业申报职业危害，

启动水泥生产企业职业危害专项治理工作；成

功研发 “平安 卡”技 术， 建 立个人 职业健 康档

案、创建从业人员数据信息，对职业病的形成

过程实现全过程监控和可溯源，为职业病预

防、诊断、治疗及责任划分提供了可靠技术

支持。  

三、上下联动强保障，安全监管能力切实

加强 

2013年，四川按照全省一盘棋的思路，在

加强安全监管监察能力建设的同时，努力带动

基层加强安全技术、救援能力、干部队伍等保

障建设。 

强化服务，不断加强基层技术保障能力建

设。2013年，四川针对基层安全技术落后、人

才缺乏的问题，主动开展“专家驻点进基层、专

业托管进基层、技术推广进基层、智力帮扶进

基层”活动。省安科院在米易县建立工作站，为

新津县政府提供重大隐患排查等托管服务，积

极引进国外三维激光扫描装备并成功开发多

款应用软件，对桥梁、隧道、大坝等隐患排查

治理提供强力技术支撑；四川安全技术中心建

立9个市（州）级分中心，在泸州市各县（区）

以及盐边、双流、什邡等县设立工作站，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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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等 30多个重点产煤县提供煤矿技术指导，

在乐山市试点开展安监部门与企业人才互派

挂职“双百工程”；四川科技职工大学等高校积

极开展针对高危行业企业的校企联合办学培

养模式，变“招工”为“招生”，有效解决了企业技

术人才缺乏的问题。省委书记王东明批示“安全

监管局主动服务基层，夯实安全生产技术基础

的做法很好，应予鼓励、支持”。 

注重实效，着力提升应急救援处置能力。

2013年，四川有 18个市（州）建立应急管理

机构，各市（州）安全监管部门、中央在川和

省属重点企业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和修订，加

快推进国家矿山救援芙蓉队等重点骨干队伍

建设；省安全监管局与公安厅、卫生厅、交通

运输厅、省气象局等部门形成应急联动机制，

建立信息报告、处置决策、力量协调、现场指

挥协调制度，完善省、市、县三级应急联动和

跨区域、跨行业协调合作机制。2013 年，四川

培训矿山救护队基层指挥员 55 名、新队员 207

名，兼职队长、仪器管理员、队员 779 人；编

制下发《兼职矿山救护队考核办法》，完成全

省三、四级资质矿山救护队质量标准化考核；

完成《四川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项目

可研报告》，投入1400万元加强应急救援设施

设备建设；开展全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综合演

练和煤矿抢险排水实战演练。 

四川将一如既往，积极探索确保生产安全

的长效机制，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

懈努力。 



 

四川安全生产年鉴（201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