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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青浦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文件

上海市青浦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青安委办〔2023〕9号

区安委办 区消防委办关于立即开展安全生产
和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各区属企业：

2023年 4月 17日，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浙江伟嘉利工贸有

限公司一厂房起火，造成 11人死亡；2023 年 4 月 18 日，北京

长峰医院住院部发生一起火灾事故，造成 29人死亡；为进一步

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强化当前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工作，坚

决防范类似事故发生，根据区委区政府领导指示要求，从即日起

至 5月 31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大排查大

整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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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查整治范围

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学校、文博单位、建筑施工、人员密

集场所等重点场所，电动自行车、厂库房、农村自建房等薄弱环

节，密室逃脱、剧本杀等新兴行业。

二、排查整治安排

（一）排查整治阶段（即日起至 4月 26日）。各街镇、各单

位对照整治内容针对本辖区、本行业领域、本单位所有生产经营

企事业单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深入细致的排查，建立整治任务

进度清单（附件 1），坚持边查边改、立查立改，加快推进实施，

整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二）集中攻坚阶段（4 月 27日至 5 月 20 日）。动态更新

整治任务进度清单，针对重点难点隐患，落实《青浦区安全生产

事故隐患交办督办制度（试行）》，上报区安委办，由安委办挂牌

督办，根据“三管三必须”原则，明确牵头单位实施综合整治，

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对于排查中发现可能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的单位或区域，要报送至区消防委办，由区消防委办按照《重大

火灾隐患判定方法》（GB35181-2017）进行判定，并视情挂牌督

办。

（三）巩固提升阶段（5 月 21 日至 5 月 30 日）。针对整治

隐患开展回头看，防止整反复反复整，进一步完善安全监管机制，

落实长效管理。

三、排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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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出重点场所

1.医疗机构。区卫健部门、各街镇要针对全区各医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小型医疗机构以及提供医养结合服务的机构建立

完善底数台账，开展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消防设施、疏散通

道、避难场所、应急预案、易燃易爆物品的储存和使用以及日常

消防安全管理情况，切实摸清场所消防安全现状。特别是对于医

院病房楼、医养结合机构，要作为此次专项检查的重点，进行逐

一梳理、逐一登记，逐一分析、逐一检查。另外，要组织并指导

全区各医疗机构开展一次全面的安全生产和火灾风险研判、安全

隐患自查自纠和安全专题教育培训，同时，要督促相关单位加强

日常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管理，动态检查整改安全设施、疏散通

道等问题。另外，要严格审批和控制动火作业，严禁违章动火。

2.养老机构。区民政部门要结合前期养老机构消防安全专项

检查的情况，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专门开展一次“回头看”复查，

防止火灾隐患久托不改、反复回潮。同时，要组织各养老机构开

展一次专题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培训，建立完善应急预案，开展

应急疏散逃生演练，推动工作人员掌握紧急情况下组织、引导疏

散逃生的能力。另外，要紧盯日常的消防安全管理，加强火灾隐

患的动态巡查整改。区消防部门要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加强对

养老机构的检查和抽查，并会同区民政部门建立完善联动工作机

制，适时组织联合检查、督导等行动。

3.学校。区教育部门要督促学校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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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完善安全管理的责任体系，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动态排查整改

安全生产和火灾隐患，加强消防设施的维护保养，及时修复损坏

的消防设施。加强在校教职员工和临时外来人员的加强安全生产

和消防宣传，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对于寄宿制学校，要强化寄宿

学生的消防安全教育，坚决杜绝在宿舍使用明火或大功率用电

器，要落实专人定期对食堂、宿舍区域进行安全检查，加强用火

用电用气的安全管理；对于储存和使用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实验

室，要明确管理、使用的安全规定和危险化学品操作的风险指南，

定期检查实验室及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的电气线路和设施设备，

严禁带故障使用和私拉乱接线路。

4.文博单位。区文物部门要组织开展文物建筑、博物馆安全

检查，重点整治用火用电用油、施工改造、违章搭建、储存使用

易燃易爆危险品、值班值守等方面风险隐患。指导有关单位开展

消防设施维护和电气线路检测，结合文物修缮同步增设改造火灾

自动报警、自动灭火、电气火灾监控等设施，建强专兼职消防力

量，提升单位消防管理能级。

5.建设施工。区建设部门、各街镇要全面摸清建筑工地底数，

包括改扩建、污水管道、装修装潢等工程项目，深入排查安全教

育不实、施工机械安全管理不到位、违章冒险作业较多等问题，

坚决查处违法分包转包和挂靠资质行为，严格执行有限空间、动

火等作业审批、强化劳务派遣和灵活用工人员管理、严格落实现

场作业安全技术措施，落实作业人员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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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型商业综合体。区商务、文旅、市场、消防等部门要针

对大型商业综合体体量大、功能多、业态多的特点，建立完善联

合监管工作机制，紧盯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违规动火作

业、防火分隔不到位、锁闭安全出口、消防设施停用等致灾隐患、

亡人风险和蔓延因素，共同督促大型商业综合体落实主体责任，

加强日常消防安全管理。

7.其他人员密集场所。各行业主管部门、各街镇要组织开展

宾旅馆、商市场、餐饮饭店、公共娱乐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重点整治违规用火用电用气、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

装饰装修、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占用堵塞、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

有效等隐患问题，督促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管理，提高火灾

防控能力。相关部门要联合加大对使用管道燃气、瓶装液化气、

醇基燃料的人员密集场所检查。

（二）紧盯薄弱环节

8.抓好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区商务、邮政、市场监管、消

防等部门要指导快递、外卖企业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

管理，规范从业人员使用合规电动自行车，严防违规停放充电行

为；区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要加大对电动自行车及相关配件违

规销售和拼改装行为执法打击力度，集中查处经营性拼改装、违

规车辆上路行驶等行为；各街镇要持续推动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

设施建设，发动基层网格力量、平安志愿者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火

灾案例的警示宣传，加强住宅小区、电动车充电场所的巡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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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群众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使用，劝阻、制止电动自行车“进

楼入户”、“人电同屋”等现象发生。

9.持续深化厂房仓库安全整治。各街镇要继续深入开展厂库

房隐患专项整治工作，按照每月上报的计划任务，保质保量完成

现场检查工作，并动态建立完善底数和隐患“两份清单”。同时

持续紧盯“厂中厂”（即同一厂区内存在两家及以上生产经营单

位）、违规改变建筑使用性质、占用防火间距、破坏防火分区、

消防设施瘫痪等重点问题以及超量堆放易燃可燃物品，在仓库内

违规设置生产、包装等违规作业行为。持续开展排查整治，对于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场所，要坚决采取刚性措施，必要时提请区

级挂牌督办，会同相关部门开展综合整治。

10.推动农村自建出租房专项整治。各街镇要重点围绕“三

合一”、电动自行车、疏散通道、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

消防设施器材严重缺配、门窗加装防盗窗、铁栅栏等“六大类”

隐患问题，动态开展排查整治工作。持续聚焦出租房间超过 10

间、居住使用 10人以上的场所，动态建立完善底数和隐患“两

份清单”，督促落实“房东责任制”，加强日常的消防安全管理。

对于出租房屋内达到 15人以上的自建房要严格按照《上海市居

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要求，要专门明确安全管理人员，落实安

全管理责任。另外，要发动村居社区工作者、平安志愿者和网格

排查力量，加强对自建房出租人和承租人的消防安全宣传引导，

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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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各街镇要结合当前正

在开展的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围绕高层建筑内消防

设施、消防水源、可燃性外保温材料、防火封堵、疏散通道、消

防车道等问题进行动态排查整治，对排查发现的火灾隐患问题进

行逐类逐项等级造册、督促整改。对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

患，要综合运用挂牌督办、警示约谈、集中曝光等方式，推动责

任单位落实整改要求。同时，要督促高层建筑的使用或管理单位

强化日常的消防安全管理，按标设置微型消防站，完善应急预案，

加强培训和演练，提升紧急情况下的响应和处置能力。区建管、

公安、房管、应急、消防等部门要加强联勤联动，为各街镇在工

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提供技术指导和法律支撑。

（三）重视新兴行业

12.加强密室逃脱、剧本杀类场所等新业态风险隐患排查。

要深入学习宣贯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指南和检查指引，指导

开展火灾风险自知自查自改，落实消防安全自主管理。区公安、

建管、文旅、消防等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联合监管工作模式，严

格落实行业备案、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验收等有关制度，加大

专项检查力度，严查用火用电、易燃可燃装修装饰、防火分隔、

安全疏散、应急通讯等方面突出问题，明确行业部门主管责任，

强化源头管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强室内冰雪场所检查，对

违规使用聚氨酯保温材料、违规敷设电气线路的，坚决予以拆除、

更换，严防“带险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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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风

险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抓好大排查大整治组织实施。要定期会

商研判，组织约谈提醒，解决重大安全问题。要健全工作机制，

明确责任分工，精准“定任务、定时间、定要求”，做到有序实

施、梯次推进、务求实效。

（二）加强整治力度。要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和薄弱环节，组

织专业力量深入现场严督细查，真正排查整治各类事故隐患，严

格监管执法，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要提高大排查精准性、有

效性。要聚焦突出问题，加强多部门联合会商、信息共享、联合

执法，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用好挂牌、通报、约谈、警示、

提醒等方式强化责任措施落实，确保问题隐患整改到位。

（三）严格监管执法。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突出精准执法，

对高风险领域和单位场所要实现全覆盖。抓住单位主要负责人这

一“关键少数”，核查落实消防安全法定职责情况。对发现的违

法行为和安全隐患，依法采取查封、罚款、拘留、关停等手段；

对涉嫌犯罪的，推动行刑衔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加强综合督查。在 5月 1日前开展一次全区性、各领

域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综合督查（附件 2），进一步落实整治工

作。对在督查中发现排查整治责任不落实、组织不得力、执法不

严格的，采用通报提醒、约谈曝光、联合惩戒、移交问责四种方

式，严肃追究企业和有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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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善应急准备。认真完善针对性应急预案，加强应急

演练，科学处置突发事件，提升应急救援处置能力。确保事故险

情及时、准确上报，应急响应有序有力，应对处置科学有效，全

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切实防止因施救不当导致事故伤

亡扩大问题发生。各级应急联动、城运、网格管理等部门要依托

“一网统管”，加强信息互通和工作协同，及时准确报送突发事

件信息。

（六）加强信息报送。本次大排查大整治落实工作日报制度。

请各街镇、各部门从 21日起每日 16时前填写《青浦安全生产和

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统计表》（附件 3）报送区安委办。节假

日有数据也上报。整治结束后一周内将工作总结报送至区安委

办。

青浦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青浦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4月 20日

（联系人：区安委办： 尹立凡，电话：69735013；
区消防委办：贾飞达，电话：22176495）

青浦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4月 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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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整治行动任务清单

序号 单位（企业） 隐患（问题）内容 整改措施、整改要求 整改时限 整改完成情况 整改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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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综合督查安排表
序

号
带队领导 成员 检查街镇 重点点位

1
区应急局分管领导

区国资委分管领导

※应急局

消防救援支队

国资委

白鹤镇

青浦工业园

区

厂库房

有限空间

其他

2
区卫健委分管领导

区消防救援支队分管领导

※卫健委

消防救援支队

应急局

民政局

练塘镇

盈浦街道

医院

养老机构

其他

3
区文旅局分管领导

区应急局分管领导

※文旅局

应急局

消防救援支队

市场监管局

赵巷镇

朱家角镇

文博单位

密室逃脱、剧本杀

等

其他

4
区消防救援支队分管领导

区房管局分管领导

※消防救援支队

应急局

房管局

重固镇

香花桥街道

高层建筑

电动自行车

其他

5
区建管委分管领导

区水务局分管领导

※建管委

应急局

消防救援支队

水务局

徐泾镇

金泽镇

建筑工地

农村自建房

其他

6
区市场监管局分管领导

区教育局分管领导

※市场监管局

应急局

消防救援支队

教育局

夏阳街道

华新镇

大型综合体等人

员密集场所

学校

其他

注：1.带※的为每组联络人，各委办局于 4月 21日前将参加督查人员名单报送至区安

委办；

2.各街镇按照重点点位各 2个，其他领域各 1个，共 14个点位作为备查点位于 4

月 21日前报区安委办；

3.各组督查时间由各组自行安排，不听汇报，直插现场，每个街镇、园区至少检

查 6个点位，督查结果由联络人汇总后报区安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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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青浦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统计表

行业领域

组织开展排查整治情况 隐患排查情况 实施处罚情况

组织

检查

组

参加检查
人员

检查企事
业单位和
场所

排查出事
故隐患

责令改正、
限期整改、
停止违法
行为

公开
曝光

责令停
产、停业、
停止建设

暂扣或吊
销有关许
可证、职
业资格

关闭非法
违法企业

处罚罚款其中：暗
查、暗访
组

其中：交
叉检查组

其中：重
大事故隐
患

（个） （个） （个）
（人

次）
（家） （处） （处） （起） （家） （家） （个） （家） （万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 计

1.医疗机构

2.养老机构

3.学校

4.文博单位

5.建筑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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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填报人: 联系电话:

6.大型商业综合体

7.其他人员密集场所

8.电动自行车领域

9.厂库房

10.农村自建房

11.高层建筑

12.密室逃脱等

13.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