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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卫生健康局 

关于印发《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坚决遏制重大事故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医疗卫生单位，局机关各股室： 

为深刻汲取近期国内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惨痛教训，全力

推动全县卫生健康领域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百日会战”

向纵深开展，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根据《省卫生健康委关于

印发〈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遏制重大事故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的通知》文件等有关要求，经局党组研究，现将县卫生健康

局关于《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遏制重大事故专项行动工作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随县卫生健康局 

2024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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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坚决遏制重大事故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近期国内生产安全事故多发连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

成了重大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事故暴露出有些地方和单位对

火灾的严重性和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安全管理职责不

明确、责任没压实，问题隐患排查整治不深入、不彻底、走过

场，消防设施设备配备不到位、逃生通道堵塞、封闭，消防安

全意识、消防安全宣传、火场逃生知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缺乏等

突出问题。为深刻汲取惨痛教训，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

发〈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遏制重大事故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的通知》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安排部署和市卫生健康委、

县安委会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发展和

安全。深刻汲取近期国内发生的多起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教训，

以案为鉴，举一反三，紧盯全县各医疗卫生机构重要场所、关

键部位、特种设施设备和安全出口、生命通道等安全管理情况。

以严控风险、排除隐患、整治问题、防范事故为目标，进一步

巩固深化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成果，确保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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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领域持续安全稳定，为强县工程提供安全稳定和规范

有序的卫生健康环境。 

各单位要结合实际，细化工作方案，制定落实措施，压实

工作责任，深入开展“六大行动”。即：组织开展存量清零行

动，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开展以来，发现的重

大事故隐患实行台账管理，集中清零；组织开展增量遏制行动，

做到源头治理主动防范、动态管理，加强过程评价，坚决杜绝

专项行动期间新增影响区域性系统性的重大事故隐患；组织开

展质量提升行动，强化本质安全建设，将规范化标准化贯穿专

项行动全过程，坚决杜绝违法违规行为；组织开展借鉴警示行

动，组织开展一次安全警示教育活动，做到不把别人的事故当

故事，确保全县卫健系统不发生类似事故；组织开展治本攻坚

行动，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关口前移，着力防范和化解

重大安全风险，着力整治群众身边突出安全隐患；组织开展全

民参与行动，多措并举加大安全知识宣传教育活动,突出自救逃

生、个体防护等安全常识，有效提升广大干部职工安全素养和

专业防范能力，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二、组织领导 

县卫生健康局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许

骏同志担任，副组长由易鹏、吴春阳、魏才林、杨丽玲、程立

健、严克纯、张小勇同志担任，局机关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负责全县卫生健康领域专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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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总协调，建立工作机制，统筹做好督促、协调、服务工作，

确保专项行动落实、落地、见效。 

各单位要参照县卫生健康局行动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和工

作专班，建立工作机制，明确行动责任、完善行动措施，全力

推动专项行动纵深开展，实现机构全覆盖。 

三、时间安排 

即日起至全国“两会”结束，全时段组织实施。组织各单

位结合实际，采取自查自纠、交叉互查、暗访暗查、第三方检

查、监督执法等形式全面把握，统筹推进，有机融合，一体推

进，做到边排查边整改边提高，确保实效。 

四、排查整治重点 

（一）重点场所。全县各医疗机构门急诊、住院部、实验

室、手术室、重症监护室、血液透析室、新生儿病房、消毒供

应室、制剂室、自建临建房、员工集体宿舍、自管住宅等易发

生群死群伤的重点场所。 

（二）重点部位。紧盯会议室、食堂、商店、消防控制室、

配电室、锅炉房、电梯、药房、放射科、危险化学品库、氧气

站、停车棚（场）、消防通道和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 

（三）重点现场。安全施工协议，现场安全施工监管人员，

用火、用气、用油，电焊、气焊、切割，电气线路和设备安装、

敷设，建筑施工材料等重点现场。 

重点检查消防安全制度是否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四个能

力”是否达到要求；是否存在违规用火、用气、用油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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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违规施工，违规电焊、气焊、切割等明火作业；电气线

路和设备安装、敷设是否符合要求；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是

否存在违规停放、充电情况；是否违规采用聚氨酯、聚苯乙烯、

海绵、毛毯、木板等易燃可燃材料装饰装修，是否违规采用易

燃可燃材料搭建；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是否存在

占用、堵塞、封闭情况；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是否被占用，消

防救援窗口是否存在无明显标识或被遮挡等情况；防火分隔设

施是否保持完好有效，防火封堵是否符合规定；消防设施器材

设置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完好有效；外窗是否设置防盗网等影

响疏散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地下车库、人防车库擅自变

更为商铺或仓库；是否将住宅违规改造为群租房、胶囊房对外

租赁；燃气使用是否存在“问题气”“问题瓶”“问题阀”“

问题软管”“问题管网”“问题环境”。 

五、工作要求 

（一）迅速研究部署。各单位要从做到“两个维护”的政

治高度，深刻认识开展专项行动的重要意义，强化组织领导，

勇于担当作为。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单位专项行动第一责

任人，要亲自研究部署，将本次专项行动与已经开展的“百日

会战”行动进行同安排同落实。要召开一次安全生产形势研判

会议和一次动员部署会议，深入一线督促检查，研究指导解决

重大问题。医疗卫生机构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一

责任人责任，组织开展自查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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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部门联动。要会同属地应急、消防、市场监管、

住房建设等部门，会商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检查重点、检查方

式，全方位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要做到全覆盖、无遗

漏、“过筛子”。对照自查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要督促深入

分析查找产生问题隐患的深层次、根本性原因，制定落实治本

措施；重大事故隐患要挂牌督办。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区域性

问题，要报请地方政府协调推动解决，明确分类处置意见。 

（三）广泛动员全民参与。扎实开展安全知识宣教活动，

突出自救逃生、个体防护等应知应会内容，做到“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各地各单位要针对近期发生的事故，组织开展

警示教育，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四）强化督导严肃问责。县卫生健康局将成立专项督导

组，分片区、全程督办，专项行动期间督查不少于5次，切实推

动工作落实。督查组采取“四不两直”“明查暗访”等方式，

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查阅资料台账，组织现场核查，全面掌

握各地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和底数，指导检查各地专项行动开展

情况。各单位要结合实际，组织综合督查和重点行业领域专项

督查，采取函告、通报、约谈、督办、公开曝光等形式，切实

提高督导检查质效。县卫生健康局专项行动小组办公室将及时

调度、通报专项行动进展情况，对工作不落实、推进不力单位，

将适时进行约谈、问责；对确有问题却查不出或查出后跟踪整

改不到位导致事故的，将严格落实责任倒查机制，严肃追究有

关部门、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