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安办发〔2023〕54 号 

 

长治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长治市安全生产基础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 

关于对全市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 2023行动 

发现的隐患实施高质量整改和源头治理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长治高新区、经开区管委会，市直各有关部门，

各有关企业： 

为认真贯彻《长治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长治市重大事

故隐患专项排查整 2023 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长安发〔2023〕

5 号）精神，积极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各项措施

的落实，切实提升重大事故隐患整改质量，根据 5 月 17 日市安

文件 
长治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长治市安全生产基础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 



委会 2023 年第三次全体会议暨全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动员部署会议精神，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工作目标 

高质量整改一批重大事故隐患，源头上根治一批重大安全问

题，根本上化解一批重大安全风险。 

二、 工作任务 

长治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中企业自查的、

群众举报的和上级部门排查的重大事故隐患，全部纳入高质量整

改和源头治理范围。 

三、 工作流程 

隐患高质量整改是隐患源头治理的重要手段，是从根本上和

源头上消除隐患、解决问题的重要举措。开展重大事故隐患高质

量整改要坚持“夯实基础、标本兼治、健全机制”的原则，牢固

树立“源头上分析、系统上排查、根本上整改”的理念，规范整

改流程，优化过程管控，全面推进重大事故隐患规范化、制度化、

流程化治理。重大事故隐患，一般要遵循以下流程进行整治： 

第一步：隐患描述（述情）。要对企业自查或执法检查发现

的事故隐患从发现的时间、地点、存在的状态、可能造成的危害、

影响范围、是否重复出现等方面全面准确描述记录，按照《安全

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进行分类（判断是一般事故隐

患还是重大事故隐患），便于隐患全过程溯源和全方位追责。 

第二步：原因分析（析因）。从人、机、环、管各个维度，

将可能产生隐患的源头因素、可能造成的危害全部分析一遍，找



出一个或多个原因进行改进，从源头进行分析。不仅要从人的不

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和管理缺陷等方

面查找原因，还要从技术设计、规程措施、规章制度、安全投入、

安全培训、劳动组织、设备设施、现场管理、操作行为等方面进

行系统分析。结合 13 号文件要求，一般要从以下 8 个方面进行

溯源析因，简称“七溯源一分析”： 

（1）责任溯源：该隐患涉及岗位（工种）作业的责任主体

是否明确，岗位责任制是否清晰，责任落实考核办法是否可行并

得到实施。 

（2）标准溯源：所涉及作业有没有标准（岗位标准、作业

标准），标准是否清晰、具体、便于实施。 

（3）能力溯源：操作员工素质和能力是否满足安全作业需

要，岗位标准、作业标准和岗位风险管控措施是否纳入岗位培训

教材，该岗位所有员工是否进行常规的岗前岗中培训，是否考试

合格，该岗位员工是否熟悉操作要领，考试成绩是否与安全绩效

挂钩。 

（4）管理溯源：班组（车间）管理机构是否健全，每班是

否有管理人员现场监督，是否配备质量验收人员，是否对与此隐

患相关联的安全风险进行辨识和管控，为什么会发生管控失效现

象。 

（5）制度溯源：该作业相关管理制度规定有无缺失，设计

是否符合规定，制度是否适用管用，是否建立作业流程。 

（6）资源溯源：现有资源是否满足安全需要。 



（7）考评溯源：班组（车间）是否建立验收评估制度，本隐

患涉及的作业活动是否经过验收评估，是否合格。 

（8）本安分析：基于企业现有条件，结合本行业新技术、

新工艺等，分析评估有没有进行本安技改可能。 

第三步：追责问责（追责）。要推动建立隐患可追溯工作机

制，深化源头治理，溯及原因、分析原因，根据责任大小，对主

要责任人和关联责任人（直接责任者、管理责任者、领导责任者）

进行责任追究，可以采取口头警告、提醒谈话、警示约谈、离岗

培训、暂扣安全工资、罚款、通报、责令检查、诫勉、停职检查、

调整职务、免职、降职、给予纪律处分、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或司

法机关等手段对每个隐患进行追责问责，同时要严格执行《长治

市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纪检监察衔接协作工作机制（试行）》（长

纪办发〔2023〕19 号）和《长治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实施细则》（长检会〔2022〕7 号），把问

责程序启动在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之前，变“事后追责”为强化“事

前问责”，强化问题意识，强化过程问责，以问责优化管理、强

化责任，坚决避免追责高举轻放。每起事故都是由风险变为隐患，

最终由隐患变为事故，通过事前预防、隐患高质量整改，把事故

防住控住，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第四步：即时整改（即改）。发现隐患，能现场整改的第一

时间采取现场整改措施，即时消除隐患；对于一般事故隐患，由

生产经营单位（车间、分厂、区队等）负责人或者有关人员立即

组织整改；对于重大事故隐患，由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组织



制定并实施事故隐患治理方案（方案应当包括：治理的目标和任

务、采取的方法和措施、经费和物资的落实、负责治理的机构和

人员、治理的时限和要求、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要明确责任

人和整改措施,在企业醒目位置公开，并按分级属地原则向负有安

全监管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报告应当包括：隐患的现状及其产

生原因、隐患的危害程度和整改难易程度分析、隐患的治理方案）。

本身技术力量薄弱的企业，要委托第三方协助编制技术措施进行

整改，严格管控重大风险，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第五步：源头治理（治源）。全面落实“源头上分析、系统

上排查、根本上整改”的理念，隐患源头治理要坚持标本兼治原

则，从隐患形成的原因，可能造成的危害等多个方面研究治理措

施，扎实有效进行整改，确保实现源头治理。继续加强隐患排查

治理，按照“两个切实”（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切

实提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要求，解决

隐患问题整改治理意愿不强、整改质量不高、能力水平不高问题，

尤其是安全管理人员要不断强化“六种意识”（风险意识、责任

意识、问题意识、标准意识、规范意识、系统意识），要具备合

理机制及体制建设能力、应对变化的能力、风险预判管控能力、

发现问题能力、高质量整改能力、汲取事故教训能力、应急避险

能力、群众工作能力、重大灾害治理能力及现场管理、统筹协调

及创新能力、落实和执行能力 



（1）对照“原因分析”查找的所有问题，按照“五定”要

求逐一明确整改责任人、措施、资金、时限、预案，结合企业安

全技术条件，合理制定整改方案。 

（2）对照整改方案，逐条落实整改措施，全部整改完毕后

进行验收评估，依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和修订制度或标准等，

保证其合规性和适用性。 

（3）督促持续实施调整（修订）后的制度或标准，直至适

应并形成习惯性动作（常态化），避免问题重复发生。 

（4）根据本安技改分析评估结果，如果可行着手制定技改

计划，进行技术改造。 

（5）全企业开展类比排查，彻底消除同类隐患，然后总结

分析本次管控体系失效事例，梳理其它体系运行情况，查找可能

导致事故隐患的难点、堵点、漏点，根据轻重缓急，采取“一月

一专题”、“一年一难题”进行探索研究，优化安全管理体系，

探索建立完善适宜企业的管理机制和模式，夯实安全基础，提升

安全管理水平。 

（6）企业重大事故隐患高质量整改后，充分汲取隐患整改

经验，全面梳理整改成果，形成重大事故隐患高质量整改报告。 

四、工作要求 

（一）实施清单管理。具体要建立“两个清单”：一是建立

企业重大事故隐患清单。企业按照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

动的部署，认真开展隐患排查，建立重大事故隐患台账，并按月

上报属地政府安委办和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各县区政府和高新区、



经开区管委会，市直有关部门负责收集汇总辖区内、本行业领域

企业自报、群众举报、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进行逐

项编号，形成每月重大事故隐患清单，实施清单管理。二是建立

重大事故隐患督办清单。市直各有关部门根据“三管三必须”原

则，针对本行业领域的重大事故隐患，建立督办清单，完善督办

制度，实行隐患闭环管理。 

（二）建立重大事故隐患数据库。根据国家、省、市统一安

排，市县安委办和有关行业领域主管部门要建立重大事故隐患数

据库，完善数据库功能，将全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中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无一遗漏地录入数据库，实施数字

化管理，运用信息化、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推动隐患高质量整改和

源头治理。 

（三）建立隐患源头治理长效机制。各企业要坚决改变就隐

患说隐患、就事论事、将隐患简单整改、表面整改，甚至支差应

付、虚假整改的陋习，将排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必须按照“源

头上分析、系统上排查、根本上整改”的要求进行治理，既要查

找导致隐患最直接的原因，更要运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查找分

析导致隐患发生的根本原因（或系统原因），进而研究安全生产

过程中设计不到位、制度不执行，措施不落实，标准不完善、管

控流程不衔接等行为，针对性完善相关制度、标准和流程，形成

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推动企业安全管理体系优化升级，从

根本上提升企业发现隐患、整改隐患、消除隐患、预防隐患的能

力和水平。每条重大事故隐患完成整改后，企业要编制高质量整



改报告，报同级应急管理部门备案。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督指导，

建立重大事故隐患督办机制，督促企业建立健全隐患源头治理长

效机制，形成政企互动、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 

（四）积极落实“先礼后兵”工作原则。根据全国重大事故

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部署，各级各有关部门在监管执法

过程中，要坚持“先礼后兵”。凡企业自查自报的重大事故隐患，

且正在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的，不予处罚，以充分调动企业提

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对企业存在重大

事故隐患，隐瞒不报、带病运行，一经发现，严格按照规定进行

处罚。 

（五）加强组织领导。全市重大事故隐患高质量整改和源头

治理工作，坚持在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领导

组的统一领导下，由市安委办、市基础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协同

推进，市安委办负责综合统筹、督查考核；市专班办公室负责业

务指导、协调服务。各县区、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

协调，上下对应，步调一致，协调推进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

治各项措施的落实，确保隐患高质量整改和源头治理取得实效。 

 

 

 

长治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长治市安全生产基础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7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 

长治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6月 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