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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上处〔2023〕6号

关于印发《2023年上钢新村街道关于进一步压实

安全监督责任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的

工作方案》的通知

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各居民区、辖区各相关单位：

经研究决定，现将《2023 年上钢新村街道关于进一步压实

安全监督责任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的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严格遵照执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上钢新村街道办事处

2023年 4月 17日



— 2 —

2023年上钢新村街道关于进一步压实安全监督

责任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的工作方案

2023年 4月 6日在“浦东新区压实安全监管责任防范遏制生

产安全事故专题会议上”，区安委会通报了近期典型事故及厂房仓

库专项整治情况。截止目前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死亡事故 34起、

死亡 36人，事故起数同比下降 2.9%、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10%。

毕桂平副区长就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进一

步理清工作思路，部署建筑施工领域、燃气领域下阶段重点工作。

杨朝副区长就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

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和本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深刻吸

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强化各部门各单位安全生产责任措施落

实，提出“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协同联动”三个

工作要求。因此，街道党政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坚决落实“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个必须”要求，

认真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坚持底线思维，强化红线意识，科学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充分认识当前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重要性，上钢新村街

道办事处自即日起至 2023年 6月 30日，在辖区范围内组织开展

上钢新村街道进一步压实安全监督责任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排

查工作，现制定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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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目标

当前随着经济发展形势好转，企业加大投资、新入驻企业、

商户逐渐增多，截止目前我街道新增小型建筑工程施工项目38起、

展会布展舞台搭建 36场次，“智慧安监”系统新增世博大型企业 8

家。伴随这些项目、企业的落地，有限空间作业、动火作业、登

高作业、动土作业、临时用电等危险作业呈几何倍数增长，稍有

不慎极易引发生产安全事故。街道各职能部门务必要压实各自行

业监管职责，摸清底数对辖区内各自行业领域、生产经营企事业

单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加强监管严格督促企

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排查整治重点

（一）引以为戒，全力抓好消防安全工作。

强化企业内部消防安全管理。抓紧对各级消防安全组织和消

防管理人员在岗在位情况进行排查梳理，确保消防安全管理到位。

强化消防安全隐患整改落实。对前期高层建筑消防设施设备

自查自纠工作发现的隐患整改进行“回头看”（包括消火栓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防排烟系统等）。

加快推进电气火灾隐患专项行动的实施，率先对使用 20年及

以上的老旧住宅小区公共区域完成检查。下一步，计划对辖区内

60岁以上独居老人、孤老家庭开展全覆盖入户电气线路检查。

重点加强夜间防火巡查。开展消防通道检查整治，对安全出

口、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等开展一次系统检查，严禁在楼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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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通道内停放或为电动车充电，确保火灾发生时人员疏散和消

防车顺利通行。[牵头部门：城建中心、城运中心（应急管理中心）。

配合部门：消防救援支队世博大队、上钢新村派出所、各居民区。]

（二）举一反三，全面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

1．市政工程。

结合市政工程专项检查行动，重点检查市政工程的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管线产权单位是否明确地下管线保护责任分工。督促

建设单位牵头施工单位、管线产权单位结合不同管线及周边环境

情况编制地下管线保护方案，并建立工作对接配合机制。监理单

位要认真审查地下管线保护方案和开挖施工等专项施工方案，确

保各项措施合理、有效。涉及地下管线施工的工序，施工单位要

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专项安全培训教育和技术交底，落实地下管

线安全保护措施，做好现场动态巡查。 [牵头部门：社区管理办、

城运中心（应急管理中心）。配合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队、相关管

线产权单位、相关监理单位。]

2．建筑施工安全。

加强对限额以下小型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严查动火

作业、临时用电、高处作业等危险作业审批流程，特种人员是否

持证上岗、隐患排查制度是否完善、危险作业是否符合审批流程。

检查重大工程、大型施工现场生产安全、消防安全、日常管理制

度等方面。[牵头部门：城运中心（应急管理中心）、社区管理办。

配合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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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限空间。

重点排查辖区建筑、电力、餐饮、食品加工、项目建设、城

市燃气、污水处理、特种设备和市政设施等易发生有限空间中毒

窒息事故的行业领域，要求相关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对有限空间

进行全面辨识，逐一登记造册，建立管理台账。

重点检查相关企业是否严格执行风险辨识评估、作业审批、作业

安全技术措施、作业人员安全防护措施、作业现场应急保障处置

“五项制度”。[牵头部门：城运中心（应急管理中心）、社区管理

办。配合部门：消防救援支队世博大队、综合行政执法队、上钢

市场监管所。]

4．危险化学品安全。

重点排查辖区危化品企业危化品的使用和储存是否符合相关

要求，对 2023年被列入危险化学品柴油的使用及储单位进行排查

整治。[牵头部门：城运中心（应急管理中心）。]

5．城镇燃气使用。

盯紧燃气经营、输送配送、使用、管线施工、燃气具销售等

关键环节，重点排查整治涉及公共安全的餐饮场所、商业综合体

等公共场所安全隐患；建立完善城镇燃气使用环节和重大危险源

数据台账，排查整治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情况；完善辖区住户、

燃气用户等基础信息管理，燃气企业建立健全用户信息管理系统

以及钢瓶溯源系统，排查及整改燃气用户用气隐患。重点关注孤

寡老人，残障人群等特殊困难群众，及时做好帮扶工作。[牵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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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社区管理办、城建中心。配合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队、消防

救援支队世博大队、城运中心（应急管理中心）、各居民区。]

6．防台防汛领域。

全面部署街道防台防汛工作，组织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应急

演练及应急物资储备，开展一次街道易积水区域、重点区域的排

查整治工作。[牵头部门：社区管理办、城建中心。配合部门：综

合行政执法队、消防救援支队世博大队、城运中心（应急管理中

心）、各居民区。]

7．燃气安全领域。

要持续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

集中整治餐饮店等燃气使用场所燃气用具、连接软管、减压阀和

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安全隐患；严禁燃气企业无证经营，瓶装液化

气非法储存、运输、充装和倒装等行为；严厉打击擅自拆除、改

装、迁移、暗埋燃气设施和用具。[牵头部门：社区管理办、城建

中心。配合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队、消防救援支队世博大队、城

运中心（应急管理中心）、各居民区。]

8．特种设备使用。

深入排查辖区内起重机械、压力容器、大型游乐设施、电梯、

液化气体钢瓶等特种设备安全隐患，重点检查未定期监督检验和

维护保养、应急预案不完善、隐患排查不深入、操作人员无证上

岗等问题。 [牵头部门：上钢市场监管所。]

9．做好展会、重大活动重要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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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各类展会、重大活动布展期间的安全专项检查力度，“五

一”小长假等重要节前领导带队检查工作，联合多部门聚焦重点

区域、重点场所火灾易发场所，开展联合督导，专项检查、差时

夜查，筑牢安全屏障。[牵头部门：城运中心（应急管理中心）。配

合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队、消防救援支队世博大队、世博公安处、

上钢新村派出所、城建中心、社区管理办。]

10．民防工程使用。

民防工程未经批准擅自使用住人，未按规定备案和改变备案

用途、擅自改变规划用途或批准用途等一系列违法违规使用地下

空间行为。[牵头部门：武装部、城建中心。配合部门：社区管理

办、综合行政执法队。]

11．危险废物处理。

重点排查转移、倾倒、处置危险废物是否合法合规。[牵头部

门：综合行政执法队。]

12．群租、交通运输整治。

重点排查辖区群租、道路安全隐患，加强对区域内群租现象

以及雨雪、冰冻、团雾等灾害天气交通安全管控，严防事故发生。

[牵头部门：社区平安办。配合部门：社区管理办、世博公安处、

上钢派出所、综合行政执法队、城运中心（应急管理中心）。]

（三）其他领域。

1．民政福利机构、卫生医疗单位。

养老机构、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场所用电安全、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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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等方面。[牵头部门：社区服务办。]

2．国有集体资产。

街道集体资产场所涉及的消防安全、用电安全、日常管理制

度等方面。[牵头部门：党政办、集资办。]

3．宗教场所、文化教育单位。

教堂等宗教场所、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等文化教育机构、

涉及的消防器材、消防通道、防雷、电器线路等方面。[牵头部门：

社区宣统办。]

（四）深化消防安全宣传和教育培训。[牵头部门：社区宣统

办、城运中心（应急管理中心）.配合部门：世博园区公安处、上

钢新村派出所。消防救援支队世博大队、各居民区。]

1．加强宣传“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和“三个必须”安全发展科学理念，通过组织开展街道党工委中

心组（扩大）学习活动，深刻理解安全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精

神实质和本质要求，紧密结合街道安全工作实际，深入研究探讨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安全发展的思路、途径、方法和

措施，不断巩固推动各项措施的落实。

2．强化安全生产法治宣传教育。切实做好以《安全生产法》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为主体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普及和宣传

活动。坚持法律宣传与安全生产检查行动、安全生产治理行动相

结合，在检查行动和治理行动中坚持宣传先行、教育推动，强化

执法，严格监督，达到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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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入开展 ＂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教育活动。充分依托

网络、微博、微信公众号高频次推送发布各类安全提示。推动安

全宣传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组织开展企事业单位、

居民小区、物业等安全生产知识培训，提高网格人员安全责任和

安全业务常识。在辖区悬挂安全生产宣传条幅，各社区工作站张

贴安全生产宣传招贴。现场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咨询

活动。组织在辖区内开展消防安全培训，督促居委、物业企业组

织开展一次逃生自救演练。

三、排查整治安排

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吸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以严之

又严、细之又细的态度，本次排查整治为期 3个月，不划阶段、

不分环节，自 2023年 4月开始至 2023年 6月底结束。请各牵头

部门的分管领导亲自挂帅，每月对各自领域内排查出的问题隐患，

逐个上账，拉出清单以及后续整改情况。书面上报街道安全生产

委员会办公室，全面汇总掌握上钢区域各类城市风险隐患排查整

改销号情况。

（一）企业单位全面自查。

各生产经营单位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深入、细致

彻底的专项排查整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认真

排查重点场所、要害部位、关键环节，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列

出清单、建立台账，制订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责任、资金、

时限和预案，并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全面评估。专项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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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期间，各单位持续进行自查自纠，对排查出来的所有隐患问

题要立行立改、即知即改，形成闭环销号管理，每月至少通报一

次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情况，确保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落实。

（二）各部门深入排查。

街道安委会、消委会各成员单位按各自安全监管职责、行业

领域管理职责推进隐患整治工作，指导督促辖区各类生产经营单

位全面开展安全专项排查。专项排查整治期间，每月至少开展一

次全面排查，对检查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大执法

力度，该罚款的坚决罚款，该停产的坚决停产，该关闭取缔的要

坚决提请政府依法关闭取缔。确保属地安全监管责任全面落实。

四、整治工作要求

（一）摸清安全生产底数。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明确自己管

辖区域的单位及数量，减少监管盲区，确定检查计划及时间，一

次性到企业把问题查全，督促所监管单位安全认识再提高、安全

责任再落实、安全质效再提升。

（二）思想要重视。各部门、各单位要认清当前安全形式，“管

行业必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管经营必须管安全”，主要

负责同志要亲自过问、亲自部署、现场检查，层层压实工作责任，

定标准、树规则、建机制，真正把隐患找准找全，消除在萌芽状

态。

（三）企业主体责任要压紧压实。坚持“隐患即事故”，严肃

查处各类问题隐患，不搞“网开一面”，倒逼企业强化安全投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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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培训，不折不扣把安全生产各项措施、隐患整改落实到位，

坚决杜绝“带病运行”，严防各类事故发生。

上钢新村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3年 4月 23日印发

（共印 65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