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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义县探索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

赣州市崇义县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安全生

产领域改革的决策部署，积极探索推进安全生产体制改革，制订

出台《崇义县关于深入推进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等文件，着力破解安全监管人员配置不足、职责不明晰、运行机

制不顺畅、监管效率低等难题，推动提升安全生产工作能力和水

平。一是聚焦队伍建设，破解安全生产队伍不稳定、不专业问题。

实行“政府工作人员下沉一批、行业专业人员招聘一批、社区网

格员充实一批”模式，自上而下建立 300 余支“专兼结合”的安

全生产队伍。由县委办、县政府办、县林业局、县水利局分管领

导兼任县安委办副主任，增加县安委办编制 2个。加大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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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干部使用、评先评优、通报表扬力度，提升工作荣誉感、归

属感；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在职教育、跟班实训、业务评比，培

养骨干力量。截至目前，全县十四个行业（领域）安委会共开展

业务培训 50 余次，县安委办牵头组织各乡（镇）、各网格单位业

务培训 500 余人次。二是聚焦调度机制，破解安全监管分散、合

力不足问题。坚持“县级督导+行业监管+属地管理+日常巡查”四

级联动，县安委会、县安委办分别每季度、每月至少研究调度 1

次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各行业（领域）安委会建立定期调度机制，

适时召开会议协调处理本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另一方面，各乡

（镇）、网格单位对辖区内自身难以解决的安全隐患问题，及时

上报相应行业（领域）安委会，由行业（领域）安委会协调解决，

仍难以解决的上报县安委办，由县安委办统筹协调解决。三是聚

焦明晰职责，破解乡（镇）、网格单位职责不明晰、监管有漏洞

问题。将县城规划区内划分 60 个网格，明确网格单位负责辖区内

的安全宣传、安全隐患日常排查、一般问题隐患整改，对发现的

专业性较强的问题隐患及时上报行业（领域）安委会研判整改。

同时，进一步明确乡镇、城市社区安全生产职责，强化安全宣传

教育，加快安全社区建设，加强综合执法队伍建设，组织开展辖

区内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四是聚焦宣传培训，破解安全防范意

识不强、能力偏弱问题。县安委办制定年度安全生产宣传计划，

印发《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方案》，结合安全生产月、防灾减灾

日等，明确每月宣传主题、内容和责任单位，并通过抖音、微信、

广播、“知行夜话”“以案说法”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

安全知识，提高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今年以来，走访

指导企业 620 家次，开展重大隐患专项行动宣讲、政策解读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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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次。同时，开展多元化培训，引导企业建立安全人才引进、培

养机制，健全持证上岗、先培训后上岗制度，通过举办培训班、

外出考察学习、开展应急演练等方式，组织开展电气焊无证人员

等各类培训，已培训超 2000 人。五是聚焦排查整改，破解安全隐

患底数不清、整改不到位问题。汇编《安全生产应知应会知识手

册》，指导乡（镇）、网格单位开展日常排查整改。责任单位对照

风险辨识标准和处置流程，进行集体研判处置、逐级上报。行业

（领域）安委会收集梳理本领域风险，并研判分析，绘制安全生

产“红橙黄蓝”风险等级分布图。目前，已覆盖矿山、危化、工

贸、商贸、能源、工业制造等领域。同时，实行分级分类排查整

改，由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重点场所、重大安全隐患排查，各乡

（镇）、网格单位负责辖区内安全隐患日常排查。对发现的安全隐

患，由各乡（镇）、网格单位等属地管理单位负责督促生产经营单

位整改。属地管理单位难以整改的，及时报送至行业（领域）安

委会研究确定整改责任单位、整改时限，督促落实整改。行业（领

域）安委会难以整改的，报县安委会研究协调解决。截至目前，

各行业领域共排查场所（项目、单位）875 处，发现问题隐患 2087

处，已整改 2015 处，实施行政处罚 102 次，下达执法文书 407

份。六是聚焦实战演练，破解应急预案形式化、纸面化问题。各

责任单位对本领域、本区域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风险辨识评估、

典型案例研究，制定（修订）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5 个。制定

全县年度重要场所、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应急演练计划，明确演练

的时间、地点、主题、责任单位，定期在医院、学校、企业、大

型商超、重点路段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全民应急

反应能力。今年以来，各行业（领域）共开展应急演练104 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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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人数超5200 人。七是聚焦基础保障，破解安全生产投入不足、

考核激励不充分问题。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构建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开展安全

生产领导责任落实评价，将安全生产内容纳入科级干部年度述职

报告。加大资金保障力度，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和相关责任单位加

大对安全生产宣传、培训、演练等方面经费投入，提高经费使用

效率，2024 年以来，县财政共拨付安全生产工作经费 197 万元。

完善安全生产考核制度，安全生产考核分值由 2023 年度的 1.7

分提高到 2024 年度的 2 分，增幅 17.64%。同时，加强人防技防

保障力度，对重点领域组织安全生产专家、保险公司深入企业开

展安全风险管控服务，指导企业排查隐患，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2024 年以来，全县共投入 105 万元聘请专家 58 人

次，帮助企业排查整改问题 40 项。积极推广先进技术装备应用，

以设备升级保安提效，降低高危场所和岗位现场作业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