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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 

印发《全省非煤矿山秋冬专项 

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吉矿安监管〔2021〕5号 

各市（州）应急管理局，梅河口市应急管理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关于近期重大及典型事

故情况的通报》（安委办明电〔2021〕27 号）精神，超前防范秋冬季节非煤矿

山安全风险，扎实推进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坚决遏制非煤矿

山生产安全事故，省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制定了《全省非煤矿山秋冬专项

整治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吉林省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9 月 17日 

        

全省非煤矿山秋冬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近期全国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巩固全省非煤矿山

安全大排查工作成果，防范秋冬季节非煤矿山安全风险，扎实开展非煤矿山安

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回头看”，坚决遏制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制定本行

动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核发现场核查率达 100%；   

  （二）非煤矿山外包工程项目专项执法检查率达 100%；   

  （三）生产运行非煤露天矿山秋冬两季专项执法检查率不低于 60%；   

  （四）生产运行非煤地下矿山秋冬两季专项执法检查率达 100%；   

  （五）生产运行非煤矿山落后工艺设备淘汰率达 100%。   

  二、重点工作任务及措施   

  （一）坚持安全生产源头管控。强化非煤矿山安全条件现场复核工作，安

全生产许可证首次及延期核发，必须由行政许可审批部门组织专家力量对申请

单位安全生产条件进行现场核查。严禁审批“头顶库”、总坝高超过 200 米的

尾矿库和独立选厂尾矿库。严格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新改扩建矿山一个采矿许

可证范围内矿产资源开发必须一次性总体设计。严控建设项目基建期，企业应

当在批准的施工期限内完成建设，确需延期的必须经原安全设施设计审批部门

批准同意，且只能延期一次并不得超过一年，否则重新履行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程序；严格控制建设项目首采中段和首采矿块设计变更，建设项目确实需要首

采中段和首采矿块设计变更的，行政审批部门必需组织现场核查是否存在“以

建代采”等违法违规行为，形成现场核查确认书签字备查。   

  （二）狠抓非煤外包工程监管执法。深刻汲取白山、延边地区 2起非煤外

包工程事故教训，持续保持外包工程监管高压态势，按照监管权限，明确责任

分工，精心组织力量持续开展外包工程专项整治，对存在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
到位、职工违规作业现象严重的外包单位，依法依规严惩重罚，对问题隐患屡

教不改的、发生亡人事故的外包单位清退出吉林省，彻底解决非煤矿山外包工

程安全管理混乱、事故易发频发的顽疾。    

  （三）严防露天矿山边坡垮塌事故。露天矿山企业必须遵循自上而下开采

顺序，采用台阶开采，并确保台阶高度、台阶宽度、台阶坡面角、工作帮坡

角、安全平台等参数符合设计要求，严禁掏采或“一面墙”开采。加强雨雪冰

冻天气过后的检查，定期对运输和行人的非工作边帮进行安全检查。严格落实

极端天气停产撤人制度，凡因风雪、冰冻、雾霾等极端恶劣天气影响安全的，

要坚决停工停产，撤离人员，杜绝冒险作业。 

  （四）聚焦地下矿山安全风险防控。加强地下矿山秋冬季节通风、动火、

提升运输安全管理，严格执行风机开停制度，确保风速、风质、风量满足规程

要求；冬季要在入风井口加装暖风设施，确保进入井下的空气温度符合生产要

求，严禁利用自然通风和局部反风等缓解冻井问题。严格动火作业审批制度，

动火作业现场必须有专职安全人员监管，严禁不具备资格的从业人员入井动火



作业。完善提升、运输和排水设备防冰冻措施，严防坠罐、跑车等事故发

生。   

  （五）严格淘汰落后工艺设备。非煤矿山企业要严格对照《金属非金属矿

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第一批）》（安监总管一〔2013〕101 号）、

《金属非金属矿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第二批）》（安监总管一
〔2015〕13 号）、《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有关淘汰落

后工艺设备规定开展自查，发现矿山井下仍在使用非阻燃风筒、电缆、支护材

料，油浸式电气设备，干式制动的运输人员、爆破器材、油料无轨设备等明令

淘汰工艺设备的，要制定整改计划，进行停产整改。   

  （六）加大矿山整顿关闭力度。围绕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关闭矿山的工作目

标，大力推进证照不全擅自开采、以采代建且拒不整改的金属非金属矿山、相

邻小型露天采石场开采范围安全距离达不到 300 米等非煤矿山整合关闭工作。

积极联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部门对停建停用时间超过 3年且无力继续经营的

尾矿库实施闭库销号，确保尾矿库总量只减不增。   

  三、实施步骤   

  （一）安排部署阶段（9月 15 日至 9 月 25 日）。各地区按照秋冬专项整

治行动方案总体部署，结合“六步工作法”，深入剖析前一阶段开展的非煤矿

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非煤矿山大检查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辖

区非煤矿山秋冬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细化工作任务，明确工作目标和要求。各

地区行动方案于 9 月 20 日前报送省应急厅非煤处，非煤处审核合格后，各地区

要组织检查人员和专家进行专项检查培训，统一检查标准，确定检查任务，并

及时将行动方案传达到每一户非煤矿山企业。    

  （二）自查整改阶段（9月 26 日至 10 月 5日）。组织各非煤矿山企业立

即对照秋冬专项整治行动重点任务安排，对有关生产系统、工艺环节、作业岗

位安全生产情况进行自查整改，对查出的事故隐患，要建立台账，逐项落实整

改措施、整改时限和责任人，确保隐患整改到位。自查自改情况于 10月 10 日

前形成书面报告报送直接监管的应急部门，市、县两级应急部门要对企业自查

报告进行审核，发现弄虚作假、应付了事的责令重新开展自查工作。   

  （三）露天矿山集中整治阶段（10 月 6日至 10 月 31 日）。各属地监管部

门要列出辖区生产运行露天矿山清单，按照不低于 60%的比例，集中监管力量

对辖区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小型露天采石场、型材开采矿山进行一次专项攻
坚，围绕采场台阶边坡、产装运输、破碎加工、排土作业等生产环节进行全面

执法检查，发现存在“一面墙”开采、相邻矿山安全距离不足、采场交叉作业

等严重违法违规问题，一律严惩重罚，吊销安全生产许可。   

  （四）地下矿山及外包工程攻坚阶段（11 月 1日至 12月 31 日）。市、县

两级应急部门要采取“专家会诊”方式，围绕地下矿山企业以及外包施工单位

预防中毒窒息、火灾、透水、坠罐跑车、冒顶片帮等事故隐患防范措施落实情
况，对辖区生产建设的地下矿山企业再进行一轮全覆盖检查。检查过程中，一



要对一线岗位员工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等安全技能掌握情况进

行抽查考核，考核不合格的责令停岗重新培训，坚决遏制“三违”作业；二要

重点核对矿山淘汰落后工艺设备情况，发现未及时更换淘汰设备的，按重大事

故隐患查处；三要核查建设矿井是否存在不按设计建设施工、“以建代采”等

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一律按上限处罚。   

  （五）督导检查阶段（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 月 31日）。各市级应

急管理部门要成立督导检查组，对辖区县级应急部门及非煤矿山企业秋冬专项

整治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抽查，抽查比例不低于 20%。省应急管理厅对各地

区企业自查自改报告报备、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执法检查、安全生产许可核发等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对秋冬专项整治行动中存在监管责任不落实、措施不

到位、工作任务未完成的地区，将进行督办提示、通报问责。    

  四、工作要求   

  （一）警钟长鸣，严格落实安全监管责任。认清非煤矿山当前事故易发多

发的严峻形势，切实消除消极懈怠思想，准确掌握辖区非煤矿山现状，认真剖

析本地区大排查和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问题为导向、超前研

判、主动作为，认真组织好非煤矿山秋冬专项整治行动，切实落实非煤矿山安

全监管责任，强化生产旺季和事故多发时段的安全防控工作措施，扎实有效抓

好国庆假期、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期间的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   

  （二）重拳出击，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各地区要保持“打非治违”高

压态势，严厉打击 10类严重违法行为和排查整改 48 项重大事故隐患，用好用

足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刑法修正案（十一）》等法律规定的处罚措

施，对重大典型隐患，一律比照事故进行停产整改并严肃查处；对关闭、破坏

监控系统等危险情形的，一律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让企业“不敢违、

不能违、不想违”。   

  （三）认真总结，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各地区要加强“监管工作群”

监管检查信息日报送工作，做到信息及时准确，并于每月末填报非煤矿山秋冬

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统计表。按照秋冬专项整治行动各阶段目标任务，及时

提炼经验做法，总结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外包工程监管等方面制度模板，建立
完善“解剖式”执法、联合执法、专家会诊等常态化工作机制，真正解决“屡

查屡罚挡不住事故”的问题。  

  （联系人：闫恒硕，电话/传真：0431-80792658）    

        

  附件：全省非煤矿山秋冬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http://xxgk.jl.gov.cn/zsjg/aqjg/xxgkmlqy/202109/W020210917505893378863.x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