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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 2021 年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
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方案

为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有效防范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根据《信阳市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

防体系建设行动方案》《信阳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

案》，结合近两年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

落实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持源

头管控、关口前移、重心下沉，突出风险分级管控，强化隐患排

查治理，构建全周期、全领域、全要素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

理体系，推进安全管理水平和能力现代化，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好转提供有力保障。

（二）工作目标。以安全生产“一杜绝、三下降”为目标，

坚持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并进、示范引领与全面覆盖并进、整体

推进与重点突破并进，巩固重点行业成果，加快园区推进节奏，

推广小微企业简易模式，应用省级免费注册使用信息系统，细化

实化质量控制标准，扩大示范试点范围，推动双重预防体系高标

准建设、高质量运行。

二、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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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进行业地区双重预防体系全面覆盖。落实企业主体

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按照市政府推进方案目标

任务、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合理规划，统筹安排，分类推进。

市政府确定的重点行业实现规模（或行业内部确定的一定等级）

以上企业全覆盖，林业、油气管道、安全培训等行业领域继续扩

大延伸。2021 年年底前，各县区各有关部门在各行业、各类园

区全面建成双重预防体系，为双重预防体系由全面覆盖向高质量

高水平迈进提供保障。

（二）推进体系质量标准精细化具体化。树立科学精细理念，

破解建用脱节难题，围绕“五有”标准，坚持从企业中来，到企

业中去，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广泛吸收示范企业经验做法，

细化实化体系建设内容和质量标准，加强风险隐患过程管控，把

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措施转化为操作流程、步骤和动作，

作为案头手册，熟悉流程、熟悉要求，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抓之

有效。

（三）推进示范试点企业精准化专业化。加强对危险化学品

试点企业和尾矿库在线监测精准培育指导，通过试点企业和尾矿

库在线监测动态监管信息化建设，带动全市危险化学品和非煤矿

山企业双重预防体系整体提升。优选示范，精心培育，为同县区

同行业提供参考，4 月底前分行业分县区完成省市县三级示范企

业培育，开展示范企业轮训，为示范企业培训 2 至 3 名专家技术

人员，组织开展观摩交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和辐射覆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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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双重预防体系先行先试、率先垂范的责任。

（四）推进小微企业简易化实用化。依托“一企一档一码”，

强化小微企业基础数据支撑，建立小微企业名录和工作平台，开

展小微企业风险线上申报，拓展升级小微企业信息系统，建立小

微企业分类培育库。突出高危型、人员密集型小微企业延伸覆盖，

严防小企业出现大事故、小风险变成大隐患。总结培育小微企业

试点，注重实用性、操作性，以车间岗位为单元，紧紧抓住风险

隐患关键环节，按照“简便、易行、实用、管用、愿用”原则，

建设“看得见、摸得着、说得清、做得到、管得住”的小微企业

双重预防体系。

（五）推进园区双重预防体系系统化一体化。发挥园区相对

独立区域优势，打造园区体系特色，按照“一园一策”“一企一

策”要求，加快推进园区、部门和企业分级建设、三级一体的双

重预防体系。深刻吸取江苏响水“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教

训，加强园区整体安全风险评估，严防园区风险串联叠加，突出

系统性安全风险的整治管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六）推进信息系统智能化高效化。实行数字化风险辨识隐

患排查，以信息化支撑双重预防体系，用两年时间建成应急管理

综合业务平台数据汇总、数据展示、数据分析中心，以行业部门

（园区）为数据监控、数据传输管道，以企业自建信息系统、重

大危险源在线监测、尾矿库在线监测为数据感知数据采集终端，

建设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和实时监控感知的一体化网络信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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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一是省应急厅开发的双重预防体系信息系统，市县相关部门

和企业分级注册使用，提高信息平台建设运行质量，把风险管控

隐患治理责任落实到最小单元、一线岗位。二是推进企业信息系

统建设应用，重点行业领域规模以上企业已经建立双重预防信息

系统的，完善提升线上线下同步功能；未建有信息化平台的企业，

2021 年 6 月底前，完成双重预防信息系统建设；小微企业免费

使用省级平台。三是推进企业与部门（园区）数据互通，在省应

急厅双重预防数据对接试点基础上，明确双重预防信息数据标准

规范，推进企业与监管部门、园区综合平台对接，实现实时监测

监控、线上线下巡查执法有机结合，为“无打扰”执法提供支撑。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县区各部门要把双重预防体系作为

推动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抓手，强化组织领导，细化任务分工，

持续深化推进。各县区党委政府(管委会)和安委会要充分发挥统

筹规划、综合协调作用，建立催办督办、观摩交流、联席会议工

作机制，推动风险管控隐患治理制度化、常态化。各企业单位，

尤其是试点示范企业单位，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严格按照“五

有”标准，积极开展试点示范，把风险管控隐患治理责任落实到

生产经营各环节、各层级和最小单元。

（二）强化宣传培训。加强企业宣传培训，企业单位主要负

责人要真信真抓真重视，层层动员、层层培训，各层级负责人、

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要广泛知晓风险、隐患、事故递进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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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岗位风险、管控措施手指口述、应知应会。加强舆论引导，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宣传双重预防体系法律法规、重要意义、工

作内容和工作要求，宣传双重预防体系工作成效和突出亮点，宣

传示范企业创新成果和经验做法，充分调动各方面支持推动双重

预防体系的积极性，提高全社会对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重要性的认

识，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三）强化行业指导。市级有关部门按照市政府双重预防体

系建设任务分工，重点开展分类指导，分层级、分阶段组织观摩，

通过培训观摩，让企业知道“做什么、怎么做、谁来做”，让县

区部门知道“指导什么、如何组织、怎么指导”。重点加强本系

统示范企业和小微企业扶持培育，统筹区域、行业和企业规模，

总结形成一套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层层传帮带，

放大示范效果，增强带动作用。重点建好市级信息平台，督促小

微企业重大风险管控、重大隐患治理进平台、用平台。

（四）强化整体融合。与专项整治有机融合，把双重预防体

系建设作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重要内容，突出企业主体

责任专题和 9 个行业领域双重预防体系责任落实，将双重预防体

系贯穿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切实管控一批重大风险、消除一批重

大隐患。与“一企一档一码”有机融合，开展小微企业风险隐患

线上申报工作，精准测算小微企业数据动态，监测小微企业风险

隐患落实情况。与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测、尾矿库在线监测有机融

合，推动危险化学品、矿山企业信息化升级，提升双重预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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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智能化水平。

（五）强化执法监督。充分发挥异地督导执法优势，提高执

法实效，增加县区间交流，增强企业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自觉性，

围绕《安全生产法》《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河南省安全生产

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办法》贯彻落实，常态化开展以风险隐患为

主要内容的异地督导执法，加大检查频次和处罚力度，依法惩处

一批未按规定建立双重预防体系或建而不用的企业，倒逼企业落

实主体责任。强化社会监督，健全“12350”举报渠道，落实举

报奖励，鼓励群众监督举报和媒体曝光风险隐患，推进群防群治。

加大巡查考核，把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纳入年度安全生产巡查考核

内容，加大风险隐患和生产安全事故考核比重，加大督导、考核

力度，加大通报约谈密度，对推进相对滞后的部门和县区重点督

导督办，促进工作责任落实。加强安全生产信用建设，严格落实

企业和员工安全承诺公告制度，有效发挥安全生产信用体系作

用，实施重大隐患联合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