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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推进安全生产风

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粮安函〔2020〕69 号   

各市（州）、县（市、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中省直企业： 

  现将《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推进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20 年 6 月 22 日   

  

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推进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
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从根本

上消除事故隐患，有效推动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

防机制建设，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和行业安全生产标准为依据，以落实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载体，坚持“分类推进、注重实效、典型带动、巩固提

升”的原则，建立健全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促进企业安全风险自辨自控、隐患自查自治，提升安全生产整体管控能力，实

现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前、把隐患消灭在事故发生之前，提升企业本质安

全水平，保持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向好。 

  二、工作目标 

  参照《粮食收储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建设实施规范》（DB 22/T 3104—2020），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的工作制度和规范，全方位全过程辨识生产过程、设备设施、作业环

境、人员行为和管理系统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完成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台
账、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安全风险四色分布图、安全风险公告栏和岗位告

知卡为重点的“两台账、一图、一栏、一卡”双重预防机制建设任务。 

  三、企业构建双重预防机制的主要工作 

  （一）成立组织机构。企业成立由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各职能部门

负责人以及安全、仓储、设备、电气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风险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组织机构，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职责分工、目标任务、保障措

施和完成时限。 

  （二）健全管理制度和排查治理标准。在建立涵盖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的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完善风险分级管控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

等制度，内容应包括风险辨识、管控、警示报告、风险报告、隐患排查治理等

规定。制定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完善隐患排查、治理、记录、通报、报告等重

点环节的程序、方法和标准。 

  （三）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台账。全面排查安全风险并进行评估分级。

要突出岗位风险管控，确定风险类别和等级，逐一明确风险管控层级，建立包

括风险点名称、可能导致事故类型、风险管控措施、责任人等内容在内的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台账。 

  （四）绘制安全风险四色分布图。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确定企业各区域风

险等级，绘制红色（重大风险）、橙色（较大风险）、黄色（一般风险）、蓝

色（低风险）四色安全风险空间分布图，在醒目位置公示。对重大危险源和存

在重大安全风险的生产区域、岗位进行重点管控。 

  （五）设置安全风险公告栏。在醒目位置和重点区域设置安全风险公告

栏，将本区域主要危险源、风险等级、风险类别、可能导致的后果、风险管控

层级、责任部门（责任人）等进行公告。对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工作场所和岗

位要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并强化危险源监测和预警。 

  （六）完善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要完善所有岗位的安全风险告知卡。标

明岗位主要风险类别、风险等级、管控层级、报告电话、危害或潜在风险、风

险管控措施、安全警示标志等内容，确保管理层和岗位人员都掌握安全风险的
基本情况及防范、管控措施。 



  （七）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台账。要基于风险管控要求，制定基础管理

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和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明确各管理部门、各岗

位、各设备设施隐患排查范围、频次和要求，建立起全员参与、全岗位覆盖、

全过程衔接的闭环管理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对排查出的隐患要制定并实施严格

的隐患治理方案，做到责任、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五落实”，实现隐患

排查治理的闭环管理。 

  （八）实施动态化管理。针对隐患排查发现的隐患以及管控措施落实不到

位的情况，企业要认真剖析、及时逐项纠正，并在生产运行中逐步调整完善，

实现双重预防机制的持续改进。 

  （九）加强应急处置管理。企业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及时修订应急预

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经常性开展从业人员岗位应急知识教育和自救互

救、避险逃生技能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四、实施步骤 

  （一）试点建设阶段（2020 年 12 月底前）。各市县和有关中省直企业应

选择 1-2户基础好的企业，结合实际开展试点建设并完成评估验收。未开展试

点的企业应建立完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有关制度，编制风险分级管

控清单，并及时更新。 

  （二）重点推进阶段（2021 年 12 月底前）。各地各单位推广借鉴试点企

业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全省有关中省直企业和地方国有粮食企业健全完善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有关制度，完成“两台账、一图、一栏、一卡”

为重点的双重预防机制建设任务。推进安全风险隐患信息化管理，实现动态分

析、全过程记录管理和评价。 

  （三）全面推进阶段（2022 年 10 月底前）。全省各类涉粮企业健全完善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有条件的企业，持续深入不断完

善、巩固提升，实现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构建双重预防机制是落实国家和省政府关于推进安

全生产领域改革的重大举措，是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的重要措施，不仅是法

律、法规要求企业必须落实的主体责任，同时也是各级行业行政管理部门履行

监管责任的要求。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作为落实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三年行动的重要内容，落实责任、明确目标、突出重点、加

强督导、合力推进。 

  （二）加快试点推进。各地要积极探索总结、借鉴有效做法，形成一整套

可借鉴、可套用的标准或规范，强化示范带动。要鼓励引导企业聘请专家，充

分发挥专家在排查隐患风险、预防事故灾害等方面的作用。双重预防机制建设
要与标准化建设有效结合、同步推进。 



  （三）注重宣传培训。双重预防机制工作以企业自主建设为主，各地各单

位要加强宣传引导，推广先进典型，指导企业加强教育培训，让每名员工学习

风险管理的基本知识，掌握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的基本方法和管控措施，提升

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能力，切实解决企业“想建设、不会建设”的问

题。 

  （四）加强检查指导。各地要把企业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情况纳入行业安全

生产日常监管（管理）和部门考核的重要内容，适时组织专家深入企业开展服

务指导，及时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省局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及运行情况纳

入安全生产日常检查和行政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对推进不力的，按照有关规

定进行通报批评、约谈，督促整改落实。 

  （五）按时报送进展情况。从 2020 年 7 月开始，每季度最后一月的 20 日

前，以各市（州）为单位，将双重预防机制进展情况报省局安监处。梅河口

市、公主岭市、有关中省直企业直接报省局安监处。 

  

  附件：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进展情况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