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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动态】

南京市：创新实施安全审计 探索“厂中厂”

耦合叠加风险治理新路径

为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动“厂中厂”

安全“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南京市在全省率先试行“厂中厂”

安全审计，以系统思维治理耦合叠加安全风险。

一是聚焦重点风险，系统评估安全质态。在前期“厂中厂”

底数摸排、重点事项专项治理基础上，聚焦单幢厂房分层分割

分生产线出租情形，突出危化品使用、喷涂作业、劳动密集等

单位耦合叠加风险，选取 20处重点“厂中厂”开展安全审计试

点。统筹编制审计事项清单，重点突出现场安全管理方面，明

确 15 项审计要素，分解 100 条审计细则并配套 10 项激励措施，

覆盖“厂中厂”内所有生产经营单位以及公共区域，涵盖消防

安全、设备设施、危险作业、用电安全、危化品管理等重点内

容，全面系统评估“厂中厂”整体安全管理水平。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聚力推动隐患整治。坚持“中介服务、

部门监督”“重现场、轻台账”工作思路，抽取各部门及街镇

一体化工作站监管执法骨干全程参与，已形成试点“厂中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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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审计报告 20 份，审计各类问题隐患 1854 项，其中现场类

问题 1254 项，占比 67.6%。指导出租方及承租生产经营单位边

审边改一般问题隐患 1339 项，制定 377 项较大问题隐患限期整

改方案及计划，对 138 项整改难度大、整改时间长的问题，持

续跟踪督促、加强指导服务。区安委办统筹消防救援、市场监

管、生态环境等部门力量，督改消防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危

险废物安全管理等方面问题隐患，持续推动规划资源、城管等

部门落实相关违法建筑“应拆尽拆”。

三是深化结果应用，分类分级长效管理。根据“厂中厂”

人员单位数量、厂房出租形式、涉及的高危工艺或场所等方面，

综合评估厂区整体安全风险，按风险从高到低依次分为 A、B、

C 三类，开展分类分级动态管理。督促指导 A 类厂区设置安全

管理机构、B 类厂区设置专职安全管理员加强统一协调管理，两

类厂区每三年定期开展一次安全审计，评估整改动态风险隐患。

以安全审计报告为指引，市、区两级应急部门牵头对 A 类、B

类厂区分级开展安全生产“综研联检”，精准指导服务；街镇

一体化工作站按 A 类厂区每月 1 次、B 类厂区每季度 1 次的频

次，对“厂中厂”易反复出现的问题隐患进行提醒检查。引导

固有风险较低的 C 类厂区加强自主管理，减少检查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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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报管并重”推动风险治理
向事前预防转型

徐州市自 2021年起在全国率先开展全行业安全风险报告工

作，目录化搭建全行业安全生产风险基础信息数据库，为“报

管并重”推动全行业安全风险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探索了“徐州

路径”。

一是安全风险目录化，风险报告更加精准。风险目录是开

展风险辨识的基础。徐州市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借鉴的情况下，

由市安委办组织高水平专家和 26 家行业主管部门，以清单形式

编制 38 个行业领域非工业企业较大以上安全风险目录，逐一明

确各行业安全风险名称、主要事故类别、风险点，并从组织、

技术、管理、应急等方面逐项制定分级管控措施，“手把手”

指导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风险管控责任落实，构建安全风

险管控措施常态化检查机制，防止措施失效、弱化。同时，协

调联动市场监管、统计、供电等部门进行信息共享，发挥基层

网格力量，加强未在省风险报告系统报告的企业摸排和规范报

告，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完成风险报告工业企业 11030 家，

销号企业 1152 家,报告较大以上风险 31584条，报告较大以上风

险企业占比 85.12%；共上报非工业企业 8343家，上报风险 17563

条，其中较大以上风险 1695 条。

二是日常报告信息化，风险管控更加闭环。自主开发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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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较大以上安全生产风险报告系统，并向各级各有关部门

和非工业企业开放端口，破解安全风险“报什么、报到哪”问

题。深化风险报告系统常态应用，推动落实企业分类分级精准

监管，结合定期巡查抽查工作机制，针对风险报告质量、自主

管理运行、整治重点自查情况等 4 项 13条重点内容，分级对 A、

B、C 级企业及 D 级中风险较高企业进行全覆盖网上巡查抽查。

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网上巡查建议反馈约 1293 条，督促企业

撤回完善 4012 家次，推动企业由“报风险”向“报管并重”转

变，形成分层、分类、分等级的风险闭环管控机制。

三是督查检查常态化，风险治理更加高效。健全完善企业

扫码自查、基层网格扫码督查、属地监管部门精准执法的“三

位一体”风险共治模式，常态督促企业加强风险辨识管控和报

告质量，使企业形成自主辨识管控、自主上报的习惯；网格员

对照风险报告情况，及时赴现场核查安全措施落实情况，由检

查变督查，进一步提高巡查效率；监管部门利用风险报告平台

及时在线跟踪风险辨识和管控情况，迅速找出薄弱环节和突出

问题，提高执法监管精度，实现“报管并重”。

宿迁市：扎实推进电气焊作业全链条安全管理

为深刻汲取近年来全国各地违规动火作业引发的事故教训，

切实整治电气焊违规作业、无证作业、冒险作业等方面的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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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宿迁市进一步完善电气焊等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责任链条

和工作机制，全面提升电气焊等动火作业安全管理水平。

一、厘清监管职责，健全责任体系，全面加强电气焊等动

火作业安全管理。市安委会依照“三管三必须”和“业务相近”

的原则，厘清应急、消防等 13 个部门行业监管责任，明确各地

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动火作业监督管理第一责任人，全面

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完善电气焊等动火作业的安全监管责任体

系。今年 7 月，宿迁市率先出台电气焊作业全链条安全管理实

施意见，从源头管理、责任落实、监管执法和群防群治 4 个方

面提出 13项硬措施，切实防范遏制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事故发生。

二、强化执法检查，开展专项整治，下大力气解决电气焊

违规作业突出问题。结合夏季高温时段电气焊等动火作业安全

风险突出的特点，今年 8 月 6 日至 9 月 30日，宿迁市部署开展

暑期电气焊作业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整治电气焊作业资质管理、

现场管理等关键环节。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全市应急管理部门

开展执法检查 604家次，立案查处违规电气焊等动火作业 22起；

消防部门开展专项检查 256家次，排查整改隐患问题 98项；公

安部门开展专项检查 1210 家次，查处无（假）证作业 11 起；住

建部门开展动火作业安全检查 332 次，查处无（假）证作业 2

起；城管部门开展店招店牌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专项检查 232 家

次，排查整改隐患问题 27 项。

三、聚焦难点堵点，化解存量风险，积极开展社会面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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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人员取证工作。针对社会面上电气焊门市部无证作业人员

面广量大的问题，宿迁市应急管理部门进行摸底清查，逐户建

立动态管理台账，部分县区采取财政资金补助等各类鼓励政策

措施，有序组织电气焊门市部无证人员开展培训，协助其参加

报名、考试，帮助作业人员尽快取证，合法合规作业。通过网

格巡检、安全培训、警示教育、动员督促、取证服务“五到位”，

确保全市电气焊门市部政策宣传引导全覆盖。市县两级应急管

理部门每周对电气焊门市部持证率进行调度和统计，现已动员

500 余名电气焊门市部从业人员参与考证，已完成人员取证 108

名，依法取缔无证作业的电气焊门市部 38家，动员转行 5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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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书记、省长。

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

省安委会副主任，省安委会主要成员单位，各设区市委、市政府，各设区市安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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