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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全省化工（危化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  

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吉安委办〔2022〕76号 

各市（州）安委会，长白山管委会安委会，梅河口市安委会，省安委会有关成

员单位，有关中省直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安全

生产十五条措施，进一步加强全省化工（危化品）、医药生产企业安全监管工

作，按照《吉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全省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通知》

总体要求，经研究，决定在全省开展化工（危化品）、医药生产企业安全生产

大检查。现将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吉林省安全生

产委员会办公室 

                                  2

022 年 4 月 22日 

全省化工（危化品）生产企业 

安全大检查工作方案 

 

  为扎实推进化工（危化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特制定此方

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深化危化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突出落

实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强化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

“三个责任”落实，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确保化工（危化品）、医
药生产企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安全环

境。 

  二、检查范围 

  全省化工、危险化学品、医药生产企业及负责安全监管和行业管理的各级

政府和部门。 

  三、检查内容 

  （一）政府层面检查内容 

  1.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是否定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

精神、李克强总理等领导同志批示要求。 

  2.各级政府是否将危化品安全风险防范和集中治理工作纳入党政领导干部

职责清单和年度任务清单。 

  3.化工企业重点市、县级政府是否定期召开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危化品安全

生产工作，协调解决危化品安全监管工作难点和责任不清的问题；是否按照国

家要求配备化工相关专业干部从事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且占比达到

75%。 

  4.化工园区所在地市级政府是否定期研究化工园区（危化品重点县）整治

提升和化工项目准入等工作，是否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领导关于化工项目准入

等要求。 

  5.有关行业管理部门是否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

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将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

理内容纳入依法依规编制的安全生产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中。 

  6.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是否严格落实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危险化学品责

任，有针对性开展打击非法违法“小化工”行动，并建立打非治违长效机制。 

  7.各级发展改革部门是否建立建设项目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是否对

全部化工建设项目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论证。是否落实除国家布局和延链、强

链、壮链外，原则不再新增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要求，是否批准建设列入《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限制类、淘汰类的生产装置。各级应急管

理部门是否审批涉及硝化、氯化、氟化、重氮化、过氧化等高危工艺装置采用

釜式反应器的建设项目。 



  8.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是否对照《吉林省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方

案》中安全发展理念不牢问题、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问题、生产储存环节重大

安全风险、交通运输环节重大安全风险、废弃处置环节重大安全风险、化工园

区重大安全风险等问题开展自查自改，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列出整改清单，限期

整改。 

  9.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是否存在选择性以及宽松软、走过场、检查多执法少

等问题；是否按照分级监管规定建立监管企业台账和重点检查问题清单；是否

经常采取“干部+专家”式检查执法，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处罚，对

同类问题重复出现的，是否实施严格处罚。 

  （二）企业层面检查内容 

  1.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是否严格履

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是否熟练掌握《安全生产法》规定的法定职责；是否严格

落实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和建立履行包保责任记录；是否每天开展安全风险研

判和安全承诺并定期报告安全生产履职及企业安全风险管控情况；是否通过内

部培养或外部聘用形式建立安全技术和管理团队，参与企业安全管理工作。 

  2.企业分管负责人、有关部门是否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

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原则，履行职责范围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3.是否按照《安全生产法》《吉林省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等单位制定全员

安全生产责任清单工作指南（试行）》等规定，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和

考核规定，并定期对安全生产责任制执行情况进行考核。 

  4.是否存在违法分包转包化工（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行为；是否严格审

查承包商和外来人员的资质资格、技能水平、安全生产业绩等条件；是否存在

资质不符、能力低下、事故多发的单位进厂作业问题；是否将承包商和外来人

员纳入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实行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考核；是否

存在未经安全知识培训考核合格的外来人员进厂作业问题。 

  5.是否加强劳务派遣和灵活用工人员安全管理，对入职相关资质和学历进

行审查，并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的统一管理；是否安排未经安全知识

培训考核合格的劳务派遣和灵活用工人员上岗作业；是否安排劳务派遣人员从

事高危工艺岗位作业。 

  6.化工（危险化学品）生产是否结合《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以及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

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和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等，制

定大检查安全生产检查表，组织开展自查自改，并建立自查记录和隐患台账。

医药生产企业是否按照《医药生产企业安全检查表》开展自查自改，建立自查

记录和隐患台账。 



  7.是否对照危化品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相关规定，对建设和接入情

况、基础数据、信号传输质量、视频传输质量、设备设施匹配情况、系统在线

等情况进行自查，并对自查发现问题会同相关技术单位进行整改。 

  8.是否组织学习《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

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若干措施的通知》（安委〔2022〕6 号），并对照
开展自查自改，建立自查台账和问题清单。 

  9.是否按照国家、省相关要求，制定本企业的安全大检查方案，成立以主

要负责人为组长的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开展全员性的安全大检查。 

    10.复工复产企业是否制定复工复产方案，并严格落实《吉林省化工

（危化品）生产企业复工复产指南》有关要求。 

  （三）专项整治工作 

  1.危化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有关要求，有效
防范化解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利用一年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安全风险集中治理。 

  2.化工产业转移项目整治。对全省 2016 年以来、吉林经开区 2012 年以来
建设的生产、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化工项目和化学制药项目进行安全设计诊断，

提高项目的本质安全水平。 

  3.高危细分领域安全风险专项治理。开展涉及硝化、氟化、有机硅、多晶

硅、苯乙烯、丁二烯、重氮化工艺企业专项整治，到 2022 年底，硝化、氟化、

有机硅、多晶硅企业“一企一策”整治提升方案全面落实，全面完成苯乙烯、

丁二烯、重氮化等企业专项治理；现有硝化、氟化、重氮化工艺企业全部实现
全流程自动化改造，新建装置全部实施流程自动化控制。 

  4.老旧装置安全风险专项整治。对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安全使

用许可的企业老旧装置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根据风险等级实施分类整治。 

  5.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以化工园区安全风险评估分级为抓手，以“十

有两禁”整治提升为导向，组织全省化工园区整治提升“回头看”，完善并落

实“一园一策”整治提升方案，确保在 2022 年底前全省所有化工园区达到一般

或较低安全风险等级。 

  6.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坚持示范引领、分批推进、整市推进、全面
覆盖的原则，以实现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数字化为核心，2022 年

底前，基本实现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全覆盖。 

  7.重大危险源企业专项检查督导。采取企业自查、市级全覆盖交叉检查、
省级抽查、部级督导的方式，分别在 5、9月份开展两轮专项检查督导工作，重



点检查重大危险源企业主体责任和包保责任落实、重大安全风险管控等情况，

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8.专项安全检查。按照精准高效、解决问题原则，采取“干部+专家”和企

业自查、省市县三级按比例抽查方式，每两个月开展一项检查，全年完成安全

仪表、装卸作业、安全基础管理、特殊作业、设备设施、安全培训等 6 项专项
检查。 

  三、时间安排 

  安全生产大检查时间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至党的二十大结束。关于危化品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时间安排按照相应方案和重点任务清单有序推进落实。 

  （一）动员部署阶段（4 月 30 日前）。各地、各部门对照安全生产十五条

措施、《吉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全省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通知》和

本方案等要求，制定自查清单，明确责任人、完成时限、工作要求等。相关企

业要根据本方案制定安全生产大检查方案和检查清单，并于 4 月 30 日前报当地
安全监管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 

  （二）集中自查阶段（5月 1日至 5月 31日）。各地、各部门要按照自查

清单开展自查，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明确整改措施、责任、时限。各企
业要按照大检查方案和检查清单开展全员、全面的自查和自改，建立安全隐患

清单和整改清单，不能立即整改的隐患，做到整改责任、措施、资金、时限、

预案“五落实”，隐患清单和整改落实情况在企业内部公布。 

  （三）检查督导阶段（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工作

实际和各级安委会督导检查时机，对本单位自查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检查，还要

对下级政府和行业部门开展自查、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检查督导。各部门要组织

对分管企业开展大检查情况进行检查抽查，县级有关部门要对分管企业实施全

覆盖检查，市级有关部门要按照 30%进行抽查检查，确保大检查工作取得实

效。省安委办将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 

  （四）回头看”阶段（10 月 1 日至党的二十大结束）。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结合实际持续加大排查整治和督导检查力度，对化工重点县区、不放心的企

业、高风险环节等进行“回头看”检查督导，严防漏管失控，全力为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各地各部门分别于 5 月 1 日前、6月 1 日前、10 月 1 日前、11 月底前，将

相关企业制定方案情况、自查情况和隐患清单、开展检查督导情况、大检查工

作总结报上一级安全监管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本次安全大检

查工作，主要负责同志要加强领导指导，靠前指挥协调，亲自部署开展工作，



亲自研究解决问题，保障安全大检查工作顺利开展。各地、各部门要根据本方

案进一步细化实化大检查方案，建立自查检查清单和问题清单，落实落细大检

查工作，确保大检查取得实效。 

  （二）强化统筹，有序高效推进。各地、各部门要统筹好安全生产大检查

与服务经济发展、疫情防控大局的关系，要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及时科学调
整工作安排。各地要加强与省直相关部门沟通联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工作

合力，共同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提高大检查的精准性、有效性。 

  （三）加强监督，严肃追责问责。各地、各部门要采取“干部+专家”、明
查暗访、突击检查等方式，加大对分管领域和监管企业开展大检查情况抽查检

查，对存在应付了事、走过场、形式主义等问题的，采取通报、约谈、警示、

提醒等方式严肃追责问责；对导致事故发生的单位或个人，移交有关部门依法

处理。 

  （四）严格执法，强化严惩重罚。各地、各部门要加大对企业开展大检查

工作的执法检查，加大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法定职责、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

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一律依法实施上限处罚；对企业

不认真开展大检查工作，在自查过程中，应发现而未发现问题隐患的，一律依

法实施处罚；对同类隐患重复出现的，一律依法实施上限处罚。通过严格执法

处罚，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倒逼企业主体责任有效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