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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安全生产

月”  

和“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的通知  

吉牧质发〔2021〕95号  

   

各市（州）畜牧业管理（农业农村）局，长白山管委会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各

县（市、区）畜牧业管理（农业农村）局，东丰县梅花鹿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省关于第

20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扎实推进全省畜牧兽医行业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按照《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1 年“安全生

产月”和“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的通知》（吉安委办〔2021〕135 号）要求,
省局决定，从即日起，开展 2021 年全省畜牧兽医行业“安全生产月”和“白山

松水安全行”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为指针,以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

于安全生产重大决策部署为牵引,以“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为目标,以全

面加强全省畜牧兽医行业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安全生产和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集中攻坚为重点,以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畜牧兽医行业监管责任为

根本落脚点，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安全风险

隐患,扎实推进问题整改,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着力点,突出畜牧兽医行业

重点领域和重大危险源问题整改，通过教育培训、隐患曝光、问题整改、经验

推广、案例警示、有奖举报、知识普及等有声势、有实效的活动,增强全民安全

意识,提升公众安全素质,确保全省畜牧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建党

100 周年营造良好安全环境。  

   二、活动主题  

  第 20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落实安全责任,推 动安全发
展”。  

   三、重点活动安排  

  “安全生产月”活动时间为：6月 1 日至 30 日。  

   （一）开展启动仪式。各地要在当地安委会统一部署安排下，开展好线
上、线下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和主题日活动。要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紧密结合

监管实际，充分运用云平台、新媒体、网络直播、线上互动、视频会议等形



式，组织辖区行业领域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安全生产开放日”活动,扩大

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  

   （二）开展主题教育学习活动。各地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安 排理论学习

中心组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学习《生命重于泰山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电视专题片,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强

化“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切实把安全责任

扛在肩上、落在行动上,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做到“两个维护”。各级领导干

部和企业负责人要通过安全生产“大讲堂”“大家谈”“公开课”“微课堂”

和在线访谈、基层宣讲等形式,持续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入

脑入心、见行见效,转化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自觉行动。  

   （三）开展“专项整治集中攻坚战”专题宣传活动。今年是全省畜牧兽医
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之年。各地要组织各类媒体,高频次报

道集中攻坚重点任务进展情况、工作成效,注重总结宣传好经验、好做法,推广

制度成果。围绕防范化解风险隐患、遏制重特大事故,宣传推广安全责任落实和

安全诚信、安全承诺、专家服务、精准执法、举报奖励等经验做法,鼓励创新安
全管理体制机制,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水平。广泛发动辖区企业职工开展“安全红

袖章”“事故隐患大扫除”“争做安全吹哨人”行动,对涉氨制冷、高压电路、

有毒有害气体中毒等事故易发多发、易造成人员伤亡的重点环节进行全面细致

地自查自纠,强化源头治理,切实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之前、成灾之前。  

   （四）开展“6·16 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6 月 16日是全国安全宣传咨

询日。各地要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

咨询活动,集中宣传安全生产政策法规、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常识。邀请主流媒

体和网络直播平台开展 “主播走一线”等专题专访报道活动。 创造性开展

“公众开放日”“专家云问诊”“应急直播间”“安全快闪” 等线上活动。积

极参与“回顾安全生产月 20年”网上展览和“测测你的安全力”知识竞赛，引

导公众学习应急知识,提升安全技能。  

   （五）开展应急预案演练活动。各地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应急预案、应
急知识、互救自救和避险逃生技能方面的培训和救援演练活动,提高防灾和应急

处置能力。指导好涉牧企业特别是畜禽屠宰、畜禽养殖、饲料兽药生产经营、

生鲜乳收购站等存在重大危险源的企业,广泛开展现场处置方案和重点岗位应急

处置的线上、线下模拟演练活动。  
   （六）开展“吉林省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防范‘十个必须到位’”宣贯

活动。各地要按照《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吉林省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防范“十个必须到位”的通知》（吉安委办〔2021〕154 号）要求，组织辖

区企事业单位，认真开展“吉林省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防范‘十个必须到

位’”专题培训和宣传活动。要统一印制“十个必须到位”内容，张贴或悬挂

于企事业单位醒目位置，充分运用新媒体、大屏幕、宣传简报、微信微博等宣

传载体，广泛宣传，层层发动，人人皆知。各地要在安全生产月期间，集中组

织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防范专项执法检查，特别要对饲料兽药生产企业、畜

禽屠宰加工企业、兽医实验室等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以“过筛

子”的方式，加强检查巡查和明查暗访，督促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有限空间

作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必须保证安全生产投入,加强作业场所防护保护,改善安

全生产条件,建立健全有限空间作业审批、现场管理、教育培训、应急演练、应

急处置等制度和规程。  



   四、“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主要内容  

  按照省安委会部署，“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与“安全生产月”同步启

动，12 月底结束。各地要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和安全生产工作实际,采取多种

形式组织开展好专题行、区域行、网上行等活动。  

   （一）开展“专题行”行动。突出危险化学品、有毒有害气体、兽医实验

室、粉尘涉爆、液氨制冷等重点领域,组织主流媒体深入一线和企业,集中曝光

一批突出问题和严重违法行为，借助媒体力量监督整改，并向省局报送。  

   （二）开展“区域行”行动。各地要结合属地实际和监管重点,有针对性

开展具有行业特点和企业特色的“区域行”宣传活动,尤其要针对畜牧业安全生

产监管实际，紧紧围绕涉氨制冷、粉尘涉爆、人员密集型劳动等重点高危行

业、企业，加大精准宣传力度,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法规知识普及、标准化示范
建设、聘请专家咨询服务、隐患排查等宣传报道和非法违法行为、违规违章作

业等曝光活动。  

   （三）开展“网上行”行动。各地要结合实际，畅通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

渠道，充分利用电信、网络手段，充分发挥 12350 举报投诉热线和 119、96119
消防举报电话、微信微博等平台作用,鼓励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企业员工举报重

大隐患和违法违行为,根据举报线索按规定给予奖励。要在网上广泛征集安全生

产风险隐患、非法违法行为等问题线索,针对问题集中的区域和企业,组织新闻

媒体深入采访报道,有效发挥网络监督作用。  

   （四）开展“督查行”行动。要督促指导屠宰企业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提高安全生产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强化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管，督促

指导落实生物安全管理规定，严防病原微生物失窃、泄露等事件发生。统筹做

好重大动物疫病、外来动物疫病、主要人畜共患病和常见病防控工作。加强兽

药生产、经营、使用环节监管，强化饲料生产企业粉尘涉爆管理，加大涉氨制

冷企业管控力度，适时开展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  

   五、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活动  

  各地要紧密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
察民情、访民意、办实事,切实推动安全宣传“五进”。用好“全国安全宣教和

应急科普平台”，开发制作科普知识读本、 微课堂、微视频、小游戏等寓教于

乐的安全宣传产品,有针对性组织行业、企业开展灾害避险逃生演练。分类推动

应急科普宣传教育和安全体验基地规范化、科学化建设,广泛开展“安全行为红
黑榜”“我是安全培训师”“安全生产特色工作法征集”等安全文化示范企业

创建活动。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站以及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等

媒体,形成全媒体、矩阵式、立体化宣传格局，切实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应急处

置能力。  

   六、有关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地要充分认识开展畜牧兽医行业“安全生

产月”活动和“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的重要性，对活动的开展要进行专题部

署,细化活动方案,切实加强领导，层层压实责任,抓好督促检查，精心谋划，周

密组织，做到有方案、有项目、有行动。  

   （二）强化宣传，营造氛围。要结合本地实际，充分运用报刊、广播、电

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利用宣传栏、文化橱窗、广播站等阵地，采取演讲、

安全知识和技能竞赛、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组织好宣传咨询活动，形成强大

宣传声势，唱响安全发展主旋律。  



   （三）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加大“安全生产月”相

关活动的统筹力度,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生产宣教活动，对安全生产高危行业、

重点岗位、特定群体的宣传教育要做到全覆盖、无遗漏。要将“安全生产月”

和“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与其他业务工作和阶段性重点工作同谋划、同部

署、同检查、同落实，聚焦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等安全

管理全过程,同步推进畜牧兽医行业全领域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各地要

结合行业监管工作实际，切实把安全生产与行业监管工作统筹兼顾，创新安全

生产监管、宣传、落实等工作的方式方法，总结先进经验和典型事例上报省

局，推进全省各地交流学习，共同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  

  各地要确定 1 名联络员(见附件 1)，于 6 月 6日前将《安全生产联络员名

单》报送至省局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并扫码入群（见附件 2）。6月份每
周四 15 时前，各市（州）、梅河口市向省局报送本周活动好的做法和视频、图

片等资料，6月 30 日前报送“安全生产月”总结。  

   

  附件：1.安全生产联络员名单  
       2.吉林省畜牧业安全生产工作群二维码  

   

   

   

  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  

  2021 年 6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