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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全市“两节”期间安全风险提示及防范建议

各县（市、区）安委会，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近日，市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市直相关部门，分析研判了春节、

元宵节期间全市重点行业领域面临的突出风险，现提示各级各部

门各生产经营单位及社会公众，关注相关风险，做好安全防范。

“两节”期间，面对自然灾害、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和

能源持续保供多重压力叠加带来的严峻挑战，加之群众返乡过

年、走亲访友和短途旅游剧增，群众用火用电用气增多，聚会庆祝

活动频繁，部分企业停工复产等多种因素交织，安全风险进一步

增大，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

一、森林火灾风险。春节、元宵节临近，进山游玩、上坟祭祀等

野外用火频繁，人员流动性大，火源管控更加困难，加之 2022 年

入冬以来降水异常偏少，气温偏高，尤其是今年 1 月份以来，气温

异常偏高，天气干燥，发生火灾的风险较大，全市森林火险形势异

常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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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严格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行政首长负责制，

逐级动员部署，强化督导落实，压紧压实森林防火责任；二是各级

森防办、林草、应急、气象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召开联席会议，

科学研判“两节”期间森林火险趋势；三要及时发布封山禁火令，

要在重点林区、风景名胜区等主要路口、村口、山口增加防火碑

牌、悬挂警示标语、发放宣传单、布设防火旗、张贴禁火令，逐户签

订防火责任告知书；四是各级森林消防专业队、半专业队要集中

食宿、全员上岗，加强战备值勤和野外巡查，靠前驻防；五要严格

野外火源管控，全部启用防火站卡，盯住山头、看好路口、严查林

边，坚决杜绝火种入林；六要严厉打击焚烧秸秆、烧荒燎塄、燃放

烟花爆竹等违法违规行为；七要充分利用卫星监测和视频监控，

瞭结合航空巡护、高山 望、地面巡护形成立体预警监测，努力做到

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二、交通运输风险。当前正值春运期间，社会经济活跃程度加

速提升、雨雪冰冻团雾天气多发频发、农村道路管控力度薄弱等

因素叠加，道路交通安全安全风险剧增。

交管部门要制定春节期间道路交通工作方案及应

急预案，强化春节期间路面监测、车辆疏导、分流和管控，严防长

时间、大面积拥堵，严防交通事故。道路运输企业要加强安全管

理，防止长途客车、旅游包车、货运车辆等发生“三超一疲劳”、非

法载客等违法行为。要加强农村道路交通监管，严防农用车、私用

小客车、摩托车非法载客、超载、酒驾以及假牌假证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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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防安全风险。各类商场、超市、库房等货物集中，各种娱

乐和庆典等场所人员密集、用气用电量大，消防安全风险进一步

上升。

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开展节前消

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节日期间值班值守人员，要

加强对库房、机房等重点部位防火检查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各类商业综合体、商场、超市、KTV 等公众聚集场所要制定并演练

应急疏散预案，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要落实岗位消防安

全职责，对员工进行全员培训，确保会报警、会引导疏散、会扑救

初起火灾。居民家庭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不堵塞消防通

道、安全出口，禁止违章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不乱接电源线，不

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或线路；外出前要关火、关

电、关气；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消防通道

充电。

四、旅游景区风险。春节期间各类景区景点、游乐场、网红打

卡点等人流量增多，娱乐项目的设施设备及其附属配套设施快节

奏、高强度运行，安全风险需高度关注。

要加强景区索道、玻璃栈道、游乐设施等全面安全

检查，对未开放景区和区域强化警示管控措施。各景区特别是临

河临水型景区要加强游客管理，做好防滑措施，严密防范游客拥

挤、滑倒、踩踏、溺水等情况发生。游客要遵守景区安全规章制度，

提高自我安全防范意识，防止发生人员跌落、滑倒、溺水等意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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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遇有紧急情况，要服从景区现场引导，避免慌乱拥堵，避免发

生踩踏造成人员伤亡。

五、煤矿安全风险。当前，能源保供压力大，全国“两会”召开

在即，煤矿安全生产较往年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大，保安全护稳定

要求更高。

要强化对重点时段、重点企业及保供煤矿的风险

分析研判。要紧盯矿山停工停产、复工复产、重大事故隐患整改等

重要节点，针对性落实管控措施。要紧盯应急保供、灾害严重煤

矿，严防保供煤矿违规增加头面、增加人员搞“人海战术”，严厉打

击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要紧盯采掘接续紧张煤矿，

严防因灾害治理不达标、不到位引发重特大事故。煤矿企业要紧

盯水、火、瓦斯、冲击地压、坠罐跑车等重大灾害和风险，组织专业

技术人员对矿山各系统、各环节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落实管

控责任和措施，严防漏管失控。

六、危险化学品风险。受节前赶工保产、停产放假、检维修、物

流高峰、雨雪天气等因素影响，化工领域安全风险进一步上升。

春节期间，要严格落实“冬防”措施，做好防冻、防

凝、防滑、防火、防爆、防静电、防泄漏等工作。正常生产企业要科

学统筹调度、合理安排生产，坚决禁止超负荷生产，尽量减少危险

化学品库存，保持生产状态稳定。非紧急情况，原则上一律不准组

织开停车、检维修作业。要确保可燃和有毒气体监测报警、紧急切

断、自动化控制等安全仪表系统完好投运，发现异常立即处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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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风险及时“清零”。停工停产的企业，要制定周密细致的停工方

案，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严禁“三违”行为；要对重点设备和重点部

位进行检查，确保设施设备处于安全状态；要加大对危化品库区、

罐区、管道的巡查、检查力度和频次，确保危险物品不丢失、不泄

漏、不爆炸。重大危险源企业要确保监控设施处于完好运转状态，

且 24 小时专人值守。

七、城镇燃气风险。春节前后，群众聚餐、购物、娱乐等情况较

多，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居民用户家庭用气安全风险进一步增大；

冬季管道冻裂燃气泄漏风险加大，居民家中大多门窗紧闭，一旦

发生燃气泄漏，极易发生积聚爆炸。

各级住建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主体责任，联合市

场监管、商务等部门认真开展城镇燃气安全整治工作。一是督促

燃气企业要认真落实节前燃气设施安全检查，加强节日期间值班

值守工作，进一步做好安全隐患自查自改，加强对各类场站、管道

等燃气设施的日常巡检和防冻保温工作。二是督促燃气企业要严

格落实入户安检制度，做好户内燃气设施安全检查，加强燃气安

全知识的入户宣传，禁止在使用燃气房间同时使用煤炉、柴火灶

等方式做饭或取暖，杜绝“双火源”现象发生。三是要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法》，督促使用燃气的餐饮经营单位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

置，确保公共场所用气安全。四是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要对老旧燃

气管道、违章占压、第三方施工影响等安全隐患进一步开展全面

排查，切实保障燃气管道安全运行。五是要加强出租房、餐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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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等燃气使用安全高风险场所安全检查，严

禁使用不合格燃气具，全面整改燃气热水器无烟道，烟道堵塞或

未伸出户外等安全隐患。六是燃气用户要提高燃气安全意识，发

现燃气泄漏，严禁动用一切电器开关和火源，要迅速打开门窗通

风，立即关闭表前阀，切断气源并第一时间远离漏气处拨打燃气

抢修电话或者报警，等待专业技术人员排除险情。

八、建筑施工风险。春节假期历来是建筑施工安全敏感期，安

全生产不确定因素多，春节前赶工、春节后复工风险大，叠加天气

不利和工人情绪不稳定等因素影响，容易引发建筑安全事故。

一是在建工地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以及专

职安全管理人员要履职尽责，坚守岗位，加大检查巡查力度，突出

对起重机械、深基坑、高支模等危大工程的隐患排查，确保各项防

范措施落实到位，要合理安排春节期间在建工程的施工进度和作

息时间，严禁盲目抢工期，杜绝工人酒后作业。二是放假的工地要

将工地大门封闭，按要求配置灭火器材，做好深基坑、护坡临边防

护，设立明显警示标志，加强值班和安全保卫工作，禁止闲杂人员

特别是儿童进入施工现场。三是放假期间，做好施工现场机械设

备的检测、维修，确保各种安全装置、限位装置有效可靠，起重设

备（塔吊、施工电梯、龙门架、吊篮）要完全断电，塔吊要顺风向停

靠，施工电梯、龙门架、吊篮要落地，配电箱要落锁。三是加强施工

现场消防管理，严格职工宿舍用火用电管理，严禁值班人员夜间

用煤火、柴火、有害物品点燃取暖，严防线路老化引发火灾，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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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和煤气中毒事故发生。

九、复工复产风险：春节假期过后，复工复产将迎来高峰，安

全风险激增，需高度警惕相关风险，并采取相应对策措施。

各行业安全监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复工复产要求和

程序有序组织验收复产，要督促各生产经营单位复工复产前，根

据设备设施维护、人员返岗情况制定复工复产方案。企业主要负

责人要组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复工复产安

全风险研判，全面开展自查自改，并对节后返岗人员进行安全知

识再教育再培训，强化返岗人员安全生产意识，提高安全操作技

能。企业各分管负责人要组织对生产系统、作业现场、高危环节等

开展全面隐患排查，确保重要设备完好、系统运行正常、各类隐患

治理到位。关键岗位、特种作业等各类重点人员要到岗到位，进行

登高、动火、有限空间等特殊作业和检维修时，必须有专人现场安

全监护，严防领导不到岗、重点人员不齐、隐患治理不到位、生产

系统运行不正常、设备设施不完好等情况下，违规盲目复工复产

引发生产安全事故。

十、民俗活动风险：春节、元宵节期间各类集会、灯会等民俗

活动增多，群众聚集性安全风险进一步增大。

各级各相关部门对大规模、现场参与人员多的活

动，要采取车辆绕行等交通控制措施控制人流量，对安全情况复

杂的地段，要增派安保力量进行秩序疏导，坚决防止发生拥堵、踩

踏等事件。要引导群众合理安排时间，尽量错开高峰日、高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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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民俗活动现场，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尽量避免恶

劣天气出行，通过桥梁、涵洞、窄路等狭窄部位时，注意礼让，不要

抢行，防止跌倒和发生拥挤；遇有局部区域“大量人流”聚集时，要

配合警方采取临时限流等措施；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要注意收听

现场广播，听从警方指挥，就近从紧急安全出口迅速有序撤离，不

要逆人流行进；遇大雪大风等恶劣天气，要防止滑倒摔伤，尽量避

开广告牌匾、树木、玻璃幕墙等构筑物。

冶金工贸、非煤矿山、电力、油气长输管道、民爆物品、特种设

备等其他重点行业领域也要结合实际，紧盯重点地区、重点单位、

重点企业，突出重点部位、重要环节，进一步分析研判相关风险，

针对性采取管控措施。同时，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完善应

急预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告和外出报备制度，坚决杜绝

离岗、脱岗和迟报、漏报、瞒报、谎报事故现象；领导干部要靠前指

挥，有力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故灾害、重大险情；各类专业队伍要

保持备勤状态，确保遇有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响应、处置。

晋城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