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传 真 电 报
发电单位：苏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签发：葛 卫
编号:苏安办传〔2021〕20 号 2020 年 4 月 2日 总页数：4

关于进一步做好“清明”“五一”节和汛期

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

各市（区）安委会，市安委会成员单位，各有关部门：

“清明”“五一”节即将来临，人流、车流、物流骤增，

企业全面复工复产，同时，雨季汛期将至，引发各类安全事

故的风险加大。为认真贯彻落实 4月 2日全国清明假期安全

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和省、市续会精神以及省委常委、市委许

昆林书记在苏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会上的指示要求，切实

做好假期、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强化安全责任落实。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

位要充分认清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强烈

的责任担当推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实，全力防范各类生产

安全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党委政府领导责任，切实将安全

生产压力传递到基层一线，落实到基层单位；各级党政负责

同志要以上率下，带队开展安全生产督查指导，协调解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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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重点难点问题。要发挥各级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作用，

合力推进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

必须管安全”要求。要认真组织开展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宣讲，督促广大企业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切实压降事故；

要改进和创新节假日企业安全生产检查的方法，通过“点对

点”向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发送短信，基层网格员“铁

脚板”上门发放安全防范重点注意事项提醒告知书，发布公

益宣传提醒等形式，提前做好有关安全提示，督促企业对员

工做到教育引导，让这些提醒方式长期坚持，企业形成习惯。

二、进一步加大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力度。各地、各有关

部门和单位要结合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加

大对重点领域的安全监管力度。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

把保障群众安全出行放在突出重要位置，突出对交通运输企

业、重点车辆船舶以及重点路段和水域的安全监管，严查严

重交通安全违法犯罪行为；要督促“两客一危”运输企业做

好车辆日常检查维护，严禁“带病”运行；要加强对重点水

域、重点船舶的监管执法，督促港航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要

强化旅游领域安全监管。落实好旅游包车安全管理，抓好景

区景点、旅游项目、游乐设施安全管控，排查整治旅游交通

运载工具、大型游乐设施等高风险环节隐患；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督促各级旅游部门组织对辖区各类旅游景点进行深入

细致排查，督促企业整改，消除风险隐患。要做好火灾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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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城镇燃气使用安全、331 专项整治，引导居民“三清三

关”（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

继续深化“祛火源、降荷载、强设施、畅通道”行动，加大

对高层建筑、地下空间、大型城市综合体、易燃易爆场所、

老旧住宅、“群租房”的监督检查，集中整治“三合一”，严

防发生群死群伤火灾事故。要从严管控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

险隐患。加强大型公共活动、地铁站点等场所的安全管理，

严密制定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对节假日期间举办的各类促销

等大型活动，一律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落实好

安全责任和防范措施，严防拥挤踩踏事故发生。其他行业领

域，结合季节特点和行业实际，都要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三、进一步迅速开展森林防灭火专项督查。各相关地区

和部门要围绕健全制度、联防联控、强基固本、量化督导四

个方面部署，全面推进清明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要组成联

合检查组，强化工作督导，对火源管控、预警监测，以及墓

区管控、景区要道、救援设施等进行全面体检，确保各项措

施有效落实。要以“防森林火灾，护苏州青山”主题，组织

开展森林防灭火专题宣传。要切实开展森林防灭火和林区可

燃物清理工作专项督查工作，实地查看各地林区主要道路两

侧和墓区、庙区、景区周边可燃物清理、宣传标识、值班值

守等情况，督促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确保各项应急响应措施

落实到位，全力做好清明前后森林防灭火工作。

四、进一步做好汛前安全防控措施准备。各地、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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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和单位要督促加强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防雷电设施

的检测维护，检查生产装置和设施监控完好情况，维护好生

产区的排水系统和其他安全设施。要强化对公路、铁路存在

被冲毁危险的桥梁、隧道、涵洞、边坡等巡查监控和码头、

渡口的安全检查，严禁各类水上交通运输工具违章冒险航行。

要强化渔业船舶作业安全检查，做好暴雨、雷电等恶劣天气

的防范应对，严禁冒险作业。要督促建筑施工企业加强对施

工作业现场的防灾保护，排查治理作业现场存在滑坡、崩塌、

洪水等灾害隐患，及时关注极端天气对深基坑、高支模、管

沟（槽）和地下、起重、高空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必要时

暂停存在危险的作业。其他各行业领域要结合实际，严密组

织汛期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防范措施。

五、进一步做好应急管理工作。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

位要健全完善应急救援预案，开展好桌面推演及实战预案演

练，落实好救援队伍、装备、物资等应急资源。要建立健全

部门之间预警预测预报和协调联动机制，加强恶劣天气和人

流、车流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要通过广播、电视、报

刊和微信、微博等多种媒体，广泛进行风险防范、避险逃生

知识技能的提示警示，指导企业和社会公众做好安全防范工

作。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带班、工作人员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

事故信息报告制度，一旦灾情发生，能够快速有效应对、及

时科学处置，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