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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安委办〔2019〕36号 

 

 

区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浦东新区消防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按照市安委会办公室《关于深刻吸取近期典型火灾事故教训

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为吸取近期火

灾事故教训，全力做好冬季火灾防控工作，区安委会办公室制定

了《浦东新区消防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13 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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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 11月 13日印发 



— 3 — 
 

浦东新区消防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下半年以来，本市先后发生数起典型火灾事故，教训深刻。

10 月 1 日 16时 12 分，徐汇区天钥桥路 859 号北海大厦 701、702

室的“云贝日托幼儿机构”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据调查，

701、702室业主破坏原有建筑结构，擅自拆除 2户住宅之间的分

隔墙及户内大部分隔墙出租，导致火灾迅速蔓延扩大，而经营方

擅自将原为住宅使用的 701、702室作为幼儿日托机构对外经营，

且未向任何部门申办经营许可，其员工安全意识淡薄，明知放假

期间无人值守，仍未切断室内总电源。火灾发生后，应勇市长、

陈寅常务副市长、龚道安副市长等领导作出批示、指示，要求举

一反三做好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工作，维护城市运行安全和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11 月 9 日 17 时 01 分许，宝山区蕴川路 3735 号

上海鑫德物流有限公司发生火灾，造成 3 人死亡、1 人受伤。11

月 10 日 1 时 05分许，嘉定区武双路 728 号上海胜途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仓库发生火灾，燃烧物为木架、围布等，未造成人员伤亡。

11 月 10 日 8时 58 分许，金山工业区揽工路 568号上海宝力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出租的 1号厂房发生火灾，导致厂房内大量泡沫制

品起火燃烧，烟雾非常大，未造成人员伤亡。为吸取上述火灾事

故教训，结合近期本市气候持续干燥，火灾风险较高的实际情况，

同时为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

安全专项整治“回头看”工作的通知》及市安委办《关于深刻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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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近期典型火灾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工作的

通知》要求，区安委办决定，即日起至 12 月底，集中开展消防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如下： 

一、组织领导 

区层面成立以新区分管副区长为组长，区消防委副主任（区

应急管理局、公安浦东分局、浦东消防支队）、区商务委、建交

委、城管执法局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各街道、镇分管领导为组员

的领导小组，负责专项工作的总体部署、协调推进、督促指导。

领导小组在浦东消防支队设工作专班，负责专项工作中情况收集

研判 、进度跟踪推进。办公室分设协调小组，即“大型商业综

合体协调小组”，组员由区消防委商务委条线联络员、区商务委

消防条线联络员承担；“商住两用房协调小组”，组员由区消防委

建交委条线联络员、区建交委消防条线联络员承担；“综合执法

协调领导小组”，组员由区消防委城管执法局条线联络员、区城

管执法局消防条线联络员承担，厂房、仓库等其余领域专项整治

工作由区消防委办公室统筹协调。 

区相关部门及各街道、镇也应视排查整治体量大小、风险高

低、时间紧缓情况成立专班，确保集中排查整治行动成效。 

二、整治对象 

结合今年以来浦东新区社会面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情况以及

火灾形势特点，确定此次专项工作排查整治对象为大型商业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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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商住两用房、厂房、仓库、规模性租赁、“三合一”等场所

以及电动自行车使用中出现的突出火灾隐患。 

三、排查重点 

（一）大型商业综合体。重点排查单位①安全管理责任：是

否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并在场所醒目位置公

开，是否逐级、逐岗明确消防安全责任，委托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开展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的，是否以书面合同方式明确消防安

全责任；②建筑消防设施：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防烟排烟系统、

自动灭火系统、防火门、防火卷帘等建筑消防设施是否完整好用、

是否受遮挡妨碍或损坏、是否定期维护保养及每年全面检测；③

餐饮后厨消防安全：是否规范使用明火、可燃气体，是否明确专

人在闭餐后负责“关火断气”，是否定期检测维护燃气灶具、管

路、阀门、配件，燃气探测报警、紧急切断等设施是否完好有效，

是否定期清理排烟管道、及时清理后厨杂物；④电气消防安全：

电气线路是否私拉乱接，是否直接敷设在易燃可燃装饰装修材料

上，是否采取有效防火隔离措施，是否违规超负荷使用电气设备，

电气取暖设备是否设置过载保护装置，营业结束是否及时切断非

必要电源，是否明确专人负责巡查检查，电气线路敷设、电气设

备安装和维修是否由具备执业资格的电工按国家标准要求进行，

是否定期检测维修，及时排除故障；⑤易燃可燃物品管理：是否

违规储存、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是否违规设置库房或超量

存放易燃可燃商品货物；⑥安全疏散设施管理：疏散通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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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消防车通道等是否畅通，是否违规堆放杂物，是否违规设

置柜台、货架，营业期间安全出口门是否锁闭，常闭式防火门是

否处于闭合状态，有顶棚的步行街、中庭是否违规设置店铺摊位、

游乐设施及堆放可燃物，公共娱乐场所疏散门、疏散通道是否设

置影响安全疏散的装饰物；⑦内部装修改造：是否施工现场设置

消防安全警示标志、配备灭火器材，施工部位与其他部位之间是

否采取可靠防火分隔措施，动火作业是否落实现场监护措施；⑧

应急处置能力：微型消防站是否达到“三知四会一联通”和“3

分钟到场”的要求，是否与消防控制室、配电机房落实应急联动

机制，是否与辖区消防救援机构形成联勤作战体系；消防控制室

是否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每班至少 2 人”要求，当班人员是

否持证上岗，是否掌握消防控制室设备功能、操作规程及火灾应

急处置程序等内容，单位是否明确应急疏散引导员，员工是否经

过消防安全培训，是否定期组织全员灭火和疏散逃生演练。 

（二）商住两用房。是否存在“居改非”；是否破坏原有结

构或防火分隔致防火分区面积扩大；居委、物业服务企业是否建

立有效监控机制，及时发现“居改非”情形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建筑消防设施是否保持完好有效、楼梯间是否及时清理、弱电间

等区域是否违规堆物。 

（三）厂房、仓库。是否存在不顾建筑使用性质随意出租，

只租不管、层层转租，对承租方违法违规行为放任自流；是否存

在搭建临时建构筑物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情形；是否存在承租方

擅自施工改建、改变建筑使用性质，变更仓库储存物质类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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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冷库、增设夹层情况、违规住人；是否存在临时施工管理不规

范和动火作业缺乏动火审批、现场监护问题。 

（四）规模型租赁场所。是否依法依规办理开业前消防安全

检查；消防设施设备是否配置齐全并保持完整好用；是否存在临

时搭建建筑物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情形；是否以书面合同形式规

范住宿人员消防安全行动及职责；是否违规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

供气；场所电气线路敷设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场所是否存在

临时施工和临时动火情形；场所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

道等是否畅通，防火门、防火卷帘等是否处于完好状态；门窗洞

口是否设置铁栅栏；是否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是

否“实名制”落实防火巡查检查制度和夜间值守、巡查，值守人

员是否胜任初起火灾发现、处置及人员疏散职责。 

（五）“三合一”场所。“三合一”场所存在同一空间内居住

与其他功能合用的火灾隐患，发现即当整治清理。 

（六）电动自行车。小区非机动车库、合用车库等是否住人；

沿街门面、住宅小区、农村自建房、出租房等场所是否存在电动

自行车违规停放在疏散通道上及人员主要出入口附近；是否存在

“飞线”充电情形；是否存在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取下带入室内充

电；走访调查是否存在经改装使用的电动自行车。 

四、行动步骤及主要措施 

（一）动员部署（即日起至 11 月 15 日）。一是发动基层网

格。区商务委（大型商业综合体）、建交委（商住两用房）、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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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局（违章搭建、“居改非”等综合执法）按照各自业务职能，

对照上述场所及排查重点分别补充完善针对性提示措施下发各

街道、镇及相关基层职能部门。各街道、镇汇总通知要求及区有

关部门提示精神，结合本辖区情况研判，制定排查整治细化方案，

明确各职能部门、居村委等任务分工，并做好通知发动工作。二

是发动社会单位。区商务委、浦东消防支队完善更新新区大型商

业综合体清单，并“一对一”通知排查整治重点内容及完成时限。

各街道、镇，消防大队，各公安派出所，居村委等采取官方宣传

平台、户外电子屏、各类宣传板块、微信工作群及上门入户等渠

道对此次专项行动涉及的场所进行广泛告知发动。 

（二）单位自查自纠（11 月 15日-20日）。在动员发动基础

上，推动社会单位认真对照排查整治重点开展自查自纠，列出隐

患问题、整改责任“两个清单”，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后

同步报送纸质和电子文档，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及规模型租赁场

所的，报属地消防大队，商住两用房、居民小区、农村自建房报

属地街道、镇，厂房、仓库、沿街商铺报属地公安派出所。 

（三）全面抽查督导（11月 20日至 12月 20日）。各街道、

镇，消防大队，各公安派出所分别对照单位提交的“清单”，按

每日不少于三家单位/小区的数量分类别进行抽查检查，优先检

查未上报或未按时上报“清单”的单位/小区。区层面各部门以

每周不少于一次，每次不少于一个半天的要求同步开展下沉督导

检查，其中，区商务委牵头组织对大型商业综合体场所，区应急

管理局牵头组织对厂房、仓库，区建交委牵头组织对商住两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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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公安分局牵头组织对沿街商铺、住宅小区、农村，浦东消防

支队牵头组织对规模型租赁开展督导检查。浦东消防支队同步对

上述各督导组提供技术支撑。督导中，各组重点检查单位是否知

晓此次专项工作及排查重点，是否存在应通知未通知情形，属地

及各部门抽查是否符合要求，每次抽查是否覆盖排查重点等。督

导情况将在专项行动结束后视情进行通报。 

（四）全面总结归档，攻坚清除难点问题（12月 20日—12

月 31 日）一是持续完善清单名册。各街道、镇，消防大队，公

安派出所坚持边抽查边梳理原则，在组织发动及抽查检查过程中

完善各类型场所清单，逐栋查清应纳未纳的厂房、仓库（单栋建

筑面积大于 1500 平方米）以及商住两用、规模租赁场所清单，

确保监管无盲区。二是梳理不放心场所清单。及时将单位自查及

抽查中发现的短时期内难以完成整改重大隐患单位、隐患集中区

域、“三合一”场所列入“不放心场所”清单。三是及时上报攻

坚解决。对于涉及多个违法领域，本级难以彻底整改的隐患统一

上报至区安委办，启动联席会议，运用联合检查、综合执法等手

段努力解决。 

五、工作要求 

（一）成立工作专班，加强联合执法。此次专项行动涉及大

型商业综合体、商住两用楼房、厂房、仓库、规模型租赁、住宅

小区、沿街商铺、农村自建房等多种类型，体量较大，各街镇要

成立专项行动工作专班，要牵头公安、安监、消防、住建、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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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门，建立排查整治“回头看”联动联勤工作机制，落实隐患

抄送、事故通报、分片排查、 综合查处、联合督办等各项任务。 

（二）全面核查清单，依法从严管控。对照今年“防风险保

平安迎大庆护进博”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专项行动以来已排查出

的底数清单和隐患清册，通过分片包干等形式对其单位信息和消

防安全现状开展核查检查，确保核查全覆盖、监管无盲区。 

（三）强化信息报送。各街镇要建立每日逐级工作报告制度， 

将每日排查区域、基础信息、发现和上报问题、核查情况及部门

联合处置等情况上报区工作专班（相关数据表格已发至各消防大

队）。区级和街镇工作专班对每日上报的排查工作进行复核抽查，

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内容。 

 

 

 

上海市浦东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