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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规

范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和

应急响应程序，提升安全风险隐患防范化解能力，科学有效

应对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最大限

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切实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河南省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

响应办法（试行）》《三门峡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三

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示范区实际情况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行政区域内

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和较大以上生产

安全事故的先期处置工作。

1.4 工作原则

（1）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大程度地

减少和降低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

（2）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在党工委、管委会统一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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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各镇（街道）、有关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认真履行工

作职责、协调联动，共同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应对工作。

（3）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党工委、管委会全面负责

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对工作，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统一调度

使用应急资源。镇（街道）负责做好先期处置，组织动员社

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救援合力。

（4）快速反应，高效处置。建立以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为主力、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为骨干、社会应急救援力量为

辅助的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健全快速反应、联动协调的工作

机制，高效有序处置生产安全事故。

（5）依法依规，科技支撑。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推

进生产安全事故应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加强科

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充分发挥专家队伍和专业人员作用，提

高生产安全事故应对的科技支撑能力。

1.5 预案体系

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体

系包括：

（1）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该预案是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处置与救援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2）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生产安全事故专项应

急预案。管委会为应对某一类型（道路交通、消防、建筑施

工、危险化学品、工贸、特种设备等）突发生产安全事故制

定的应急预案，是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承接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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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一类型突发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更具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

（3）相关成员单位生产安全事故部门应急预案。管委

会相关部门要根据自身职责制定本部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或应对方案，确保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能够快速高效的

开展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

（4）镇（街道）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镇（街道）

要结合辖区内企业特点及易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类型制定

本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先期处置工

作。

（5）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各生产经

营单位要在进行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制定生

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及现场处置方案。

1.6 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生产安全风险分析

（1）企业概况

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共管辖2个镇1个街道办事

处，78个行政村、18万人，辖区面积341平方公里。区内“一

二三”产企业共160多家，其中央企、国企9家、规上工业企

业45家，危化企业12家、燃气企业1家。主要涉及有色加工、

危化易燃、道路交通、建筑施工、人员密集等多个行业领域。

（2）风险分析

生产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烟花爆竹单位，可能发

生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爆炸、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等生产

安全事故。



4

有限空间、粉尘涉爆、金属冶炼、涉氨制冷、涉危等重

点工贸企业容易造成中毒窒息、爆炸等安全事故。

燃气领域可能发生天然气泄漏，造成火灾、爆炸、窒息

事故，极易造成群死群伤。

建筑施工领域主要存在高处坠落、坍塌、物体打击、机

械伤害、触电等事故风险。

交通运输领域可能发生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翻坠、碰撞、

追尾等事故，造成危险货物泄漏、燃烧、爆炸及人员中毒和

群死群伤等事故。

消防领域主要存在火灾、中毒窒息等风险因素，易导致

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特种设备和其他行业领域也存在由于人的不安全行为、

设备的不安全状态、管理上的漏洞等因素诱发的生产安全事

故。

2 组织指挥体系

2.1 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

2.1.1 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设置

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区指挥部”）由区

安全生产委员会承担，由指挥长、常务副指挥长、副指挥长

及成员组成，主要承担生产安全事故应对的决策、指导、协

调等工作。

指 挥 长：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常务副指挥长：党工委副书记

副 指 挥 长：分管应急、住建、城管、民政、卫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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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会副主任、纪工委书记、区办公室主任、市公安局示范

区分局局长、科技（工信）局局长、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局长

成 员：区办公室、区纪工委、监工委、区应急

救援保障中心、区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发展改革

局、区科技（工信）局、区教育文化局、区国土建设环保局、

区农业农村局、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区社会事业局、区消

防救援大队、区招商融资促进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区财政局、区公路服务中心、

区人民武装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示范区分局、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示范区分局、市生态环境局第三分局、市司法局示

范区分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工会联合会、区妇联、电

力服务中心、各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区通信运营服务

商（移动、联通、电信公司）分管负责同志。

2.1.2 区指挥部职责

（1）决定示范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的启动和终止；

（2）统一组织、协调、指挥生产安全事故的应对工作，

指导协调全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队伍及物资的调度工

作；

（3）向党工委、管委会及上级指挥机构报告事故进展

情况，贯彻落实党工委、管委会及上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

挥机构的指示、决定与工作部署；

（4）统一事故信息发布工作，适时发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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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督促指导各镇（街道）和各有关部门开展生产安

全事故防范应对工作。

2.2 区指挥部下设机构

2.2.1 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区指挥部下设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

“区指挥部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应急救援保障中心，

由区应急救援保障中心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区指挥部办公

室设置24小时值班电话，值班电话为（2751227白、3021515

夜）。其主要职责如下：

（1）承担区指挥部日常工作，受理生产安全事故信息，

组织会商研判，并将会商结果上报区指挥部，同时向区指挥

部提出应急响应启动建议，并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2）指导协调管委会相关部门、镇（街道）及生产经

营单位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督促、指导开展应急

演练；

（3）指导协调管委会相关部门、镇（街道）及生产经

营单位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及应急经费保障工作；

（4）负责建立区指挥部成员单位通讯录并告知相关成

员；

（5）牵头组织相关领域专家组，对事故救援提供技术

支撑；

（6）关注和引导舆情，配合宣传部门及时向媒体提供

准确、全面、真实的事故信息，及时向公众发布信息；

（7）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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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现场指挥部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根据处置工作需要和事态发展设

立现场指挥部，现场指挥部指挥长由党工委、管委会指定负

责同志担任，副指挥长由行业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事发

地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担任。

现场指挥部负责组织、指挥、协调事故现场应急抢险救

援工作；组织做好队伍、装备、物资等保障工作；制定现场

应急抢险救援方案；及时报告事故现场应急抢险救援工作情

况；现场指挥部成立后，由区指挥部设置的各职能工作组在

现场指挥部的领导指挥下具体承担应急处置与救援各项工

作；现场指挥部指挥长可根据现场实际需要，增加、减少或

合并相关工作组。

2.2.3 应急处置工作组

区指挥部根据需要成立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组、工程

抢险组、医疗救治组、治安保卫组、信息舆情组、善后处置

组、技术资料组、后勤保障组、环境处理组、专家组等11个

工作组，具体承担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与救援过程中的各

项职能。

2.3 基层组织指挥机构

各镇（街道）应成立本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机构，

在党工委、管委会和区指挥部的领导指挥下，做好生产安全

事故先期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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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防、监测与预警

3.1 预防

（1）管委会及其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

镇（街道）等，要针对生产安全事故的特点和危害进行风险

辨识评估，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2）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强化安全风险辨识评估，落实

安全风险防控措施，加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结合本单位组织管理体系、生产规

模和事故风险特点，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按

照有关规定上报备案，并向本单位从业人员公布。并对生产

经营场所及周边环境开展隐患排查，及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

隐患，防止事故发生。

（3）管委会及其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

镇（街道）、生产经营单位应按照要求建立专职或兼职应急

救援队伍，支持培育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发展。

（4）区应急救援保障中心24小时应急值守，实行专人

专班、领导带班，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后，迅速查明事故

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原因、影响范围、人员伤亡情况等，

并根据相关要求向管委会和市应急管理局报告。

3.2 监测

（1）管委会及其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要

组织对辖区内重大危险源进行辨识、监测，对重大危险源、

重大隐患进行分级监控，及时汇总分析事故隐患和预警信息，

必要时组织会商评估，对重大隐患立即采取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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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报告和建档等制度，严格落实企业的隐患排查治理主体责任，

定期组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

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于排查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按

照事故隐患的等级进行登记，建立事故隐患信息档案，按照

职责分工实施监控治理，并向区应急救援保障中心和其他有

关行业监管部门报告。

（3）生产经营单位对燃爆场所要安装报警仪器，实时

监测作业现场的危险性；对可能产生中毒、窒息的作业场所

（例如有限空间场所）要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或操作规程，在

作业前、作业中按照规定监测有毒气体浓度、氧气含量。当

从业人员发现监测数据异常或监测数据超出正常允许范围

等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停止作业或者在采

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作业场所。

3.3 预警

3.3.1 预警级别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

成的危害程度，事故预警级别从高到低划分为一级、二级、

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

（1）蓝色预警：风险点一旦发生事故，可能导致一般

生产安全事故，事故造成社会影响小，事态发展趋势完全可

控；

（2）黄色预警：风险点一旦发生事故，可能导致一般

生产安全事故，且事故本身比较敏感，处置不当有可能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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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后果，或事态发展有扩大趋势，或发生在重点地区、重

大会议活动举办期间等特殊地点、敏感时期；

（3）橙色预警：风险点一旦发生事故，可能导致较大

生产安全事故；

（4）红色预警：风险点一旦发生事故，可能导致重大

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3.3.2 预警信息发布

预警信息发布工作遵循“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分类管

理、分级负责，统一发布、资源共享”的原则。区应急救援

保障中心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接到事故

报告后应对事故信息进行确认，并及时将初步预警信息报区

指挥部办公室。区指挥部办公室应及时核实情况并向区指挥

部报告，经区指挥部核准后对外发布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包括预警原因、预警区域、险情类别、预警级

别、预警期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预防预警措施、工作

要求、发布时间、发布机关等。进入预警期后，要采取有效

措施，做好防范和应对工作。

3.3.3 预警信息发布方式

区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可通过广播、短信、信息网络、

微博、微信、警报器、宣传车、电子显示屏或组织人员逐户

通知等方式向社会发布、调整和解除预警信息，并对老、幼、

病、残、孕等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采取

有针对性的通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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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预警行动

发布黄色、蓝色预警，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区指挥部应

当根据即将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

采取下列措施：

（1）组织有关部门、专业机构、监测网点和负有特定

职责的人员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加强对事故发展态势

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

（2）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和相关领域

专家，随时对事故信息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发生事故的可能

性大小、影响范围、强度以及事故级别；

（3）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事故预测信息和分析评

估结果，并对相关信息的报道工作进行管理；

（4）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可能受到事故危害

的警告，宣传避免、减轻危害的常识。

发布红色、橙色预警，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区指挥部除

采取上述措施外，还应当针对即将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特

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措施：

（1）组织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

命状态，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

（2）调集应急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并确保其

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

（3）加强对重点单位、重点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

全保卫工作，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4）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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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5）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易受事故危害的场所，控制或

者限制容易导致危害扩大的公共场所的活动；

（6）转移、疏散或者撤离易受事故危害的人员并予以

妥善安置，转移重要财产；

（7）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必要的防范性、保护

性措施。

3.3.5 预警信息变更与解除

（1）事故预警信息发布后，区指挥部应组织相关部门

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情况，当事态发展出现变化时，及时按照

有关规定调整预警级别或更新预警信息内容；

（2）事实证明不可能发生事故或者危险已经排除时，

区指挥部应及时宣布解除预警，终止预警期，并解除已采取

的有关措施。

4 分级标准和响应原则

4.1 生产安全事故分级标准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的需要，按照突发事故的可

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将事故分为特别重大事故、重大

事故、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四个级别，生产安全事故分级标

准见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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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生产安全事故分级标准

生产安全事故等级 分级标准（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1.造成3人以下死亡；

2.1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

3.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较大生产安全事故

1.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

2.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

3.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1.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

2.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

3.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1.造成30人以上死亡；

2.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

3.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

4.2 响应原则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遵循“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原

则，初判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由管委会负责应对，必要

时请求上级政府给予支持；当超出区级应对能力时，管委会

要及时向上级政府提出支援请求；初判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

全事故，由上级政府负责应对，管委会做好先期处置的同时，

在上级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做好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

管委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与

救援工作，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有关行政区域共同

的上级政府负责应对，或由各有关行政区域上级政府共同负

责应对。

5 响应行动

5.1 信息报告

5.1.1 信息报告的时限及相关要求

（1）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人员要立即向本单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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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要于1小时内向区应急救

援保障中心和本行业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

告；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人员可以直接向区应急救援保障

中心和本行业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区应

急救援保障中心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到

报告后要及时向党工委、管委会报告事故情况，并同时向上

级主管部门报告。区指挥部办公室组织会商研判后及时将研

判结果上报至区指挥部并给出启动应急响应的建议。

（2）区应急救援保障中心在进行信息上报时应按照《河

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切实加强事故灾难类、自然灾害类突发

事件信息报告工作的通知》（豫应急办〔2019〕6号）相关

规定及时上报相关事故信息，行业主管部门在进行信息上报

时应按照本行业相关规定及时上报事故信息。

（3）事故现场的处置人员、应急值班负责人要保持通

讯畅通，及时接听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电话（0398-2873045）

和党工委值班室电话（2751555）、管委会值班室电话（275

1177/222/555），按照要求准确如实报告事故信息及其他相

关情况。

（4）各级各单位在信息上报过程中，应迅速采取一切

措施尽快掌握情况，绝不允许出现信息报送滞后于网络消息

的现象。

5.1.2 信息报告的内容和方式

事故信息报告主要包括：时间、地点、事故类型、现场

情况及周围交通情况、事故简要经过、伤亡人数、初步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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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损失、事故原因、事故性质的初步判断、已采取的处

理措施及进展情况、报告单位、报告时间、报告人及报告人

联系方式。如若对生产安全事故全面情况不清楚的，应先报

已掌握的主要情况，随后补报详细信息，单位负责人不得以

需要了解详细情况为借口延缓报送时间。

信息报告的方式可先采取电话、传真、电子信箱、值班

会商系统等方式，随后进行书面报告。通过传真和电子信箱

报告事故信息后必须电话确认。同时区应急救援保障中心及

相关部门在接收和上报事故信息时必须认真进行登记存档，

以备调查核实。

5.2 先期处置

先期处置的主要任务包括：封闭现场、疏导交通、疏散

群众、救治伤员、控制事态发展、上报信息等。

当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事发单位应立即按照本单位应

急预案启动应急响应，并组织应急救援力量开展营救工作，

搜寻、疏散、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同时安排专家研判事故

性质，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采取相应措施防止事

故危害扩大，并及时上报事故信息。

5.3 应急准备

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突出做好通讯准备、运

输能力准备、疏散与安置场所准备、应急救援队伍准备；区

指挥部做好现场指挥部启动准备工作。

5.4 分级响应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初判级别、应急处置能力等因素，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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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三门峡市应急响应分级标准，结合示范区应急处置能力和

预期后果等因素，将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响应由低到高分为

Ⅳ级、Ⅲ级、II级、Ⅰ级。区指挥部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根

据事故的性质、特点、危害程度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5.4.1 Ⅳ级应急响应

（1）启动条件

①初判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社会影响较小、

事态发展趋势完全可控；

②区指挥部认为需要启动Ⅳ级应急响应的其他情况。

（2）启动权限

当发生上述条件之一时，由区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区应

急救援保障中心主任）启动区级Ⅳ级应急响应。

（3）响应措施

针对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区指挥部根据需要采取以下

措施：

①区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区应急救援保障中心主任）带

领区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负责人赶赴现场；视情况成立现场

指挥部，指导现场应急救援，控制事态发展；

②组织协调相关部门、事发地镇（街道）及事发单位开

展应急处置与救援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③向党工委、管委会、市应急管理局、市指挥部和市政

府上报事故信息和现场救援工作进展情况；

④接收并分析生产安全事故及其实时动态信息，进行风

险分析，并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及时对响应级别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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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故危害扩大和次生、衍生灾害

发生，避免或减少事故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⑥根据处置工作需要和事态发展设立现场指挥部；

⑦当事故态势不可控时，区指挥部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并组织开展事故的救援工作；

⑧依法发布有关事故情况和应急救援工作的信息。

针对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区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根据

需要赶赴现场，采取以下措施：

①区应急救援保障中心、事发单位主管部门、区消防救

援大队负责制定抢险救援方案，控制危险源，开展抢险救援

等工作；

②区社会事业局组织相关医疗专家抢救遇险人员，救治

受伤人员；

③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负责事故现场警戒、秩序维护、

交通管制、人员疏散等工作；

④市生态环境局第三分局负责事故现场环境监测、提供

警戒隔离范围建议、事故造成环境影响评估、指导督促现场

危险废弃物处理等工作。

5.4.2 Ⅲ级应急响应

（1）启动条件

①初判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但事故本身比较敏感，

处置不当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事态发展有扩大趋势；发生

在重点地区、重大会议活动举办期间等特殊地点、敏感时期；

②区指挥部认为需要启动Ⅲ级应急响应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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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启动权限

当发生上述条件之一时，由区指挥部副指挥长启动区级

Ⅲ级应急响应。

（3）响应措施

针对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区指挥部根据需要采取以下

措施：

①区指挥部副指挥长带领区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负责

人赶赴现场，成立现场指挥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现

场应急救援，控制事态发展；

②向党工委、管委会、市应急管理局、市指挥部和市政

府上报事故信息和现场救援工作进展情况；

③接收并分析生产安全事故及其实时动态信息，进行风

险分析，并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及时对响应级别进行调整。

当事故态势不可控时，区指挥部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针对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各应急处置工作组根据需要

采取以下措施：

①抢险救援组、工程抢险组和专家组负责制定抢险救援

方案、组织现场侦察、控制危险源、开展抢险救援、人员搜

救等工作；

②医疗救治组组织救治受伤人员；

③治安保卫组维持事故现场秩序，疏散、撤离并妥善安

置受到威胁的人员，并划定警戒区，实行必要的交通管制及

其他保障措施；依法控制事发单位责任人员；

④善后处置组组织做好遇险人员和遇险遇难人员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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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抚工作；

⑤环境处理组负责事故环境监测监控；负责大气、水体、

土壤等环境实时监测，确定危险区域范围，对事故造成的环

境影响进行评估；指导和督促做好现场危险废物处理工作；

⑥后勤保障组负责应急救援中电力、油料、交通运输车

辆、装备物资等的支持保障工作；

⑦信息舆情组负责发布有关事故情况和应急救援工作

的信息，负责舆情监测、预警等相关工作；

⑧技术资料组负责协调相关行业内应急救援所需的专

家、技术人员等，调用相关资料等；

⑨综合协调组协助负责事故信息报告、救援队伍调集、

应急处置综合协调以及承办区指挥部有关会议、活动等工作。

5.4.3 Ⅱ级应急响应

（1）启动条件

①初判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

②事故造成的后果超出管委会处置能力；

③区指挥部认为需要启动Ⅱ级应急响应的其他情况。

（2）启动权限

当发生上述情况之一时，由区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启动

区级Ⅱ级应急响应。

（3）响应措施

针对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区指挥部根据需要采取以下

措施：

①区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带领副指挥长和区指挥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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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成员单位负责人赶赴现场，指挥、协调生产安全事故的先

期处置工作；

②成立现场指挥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现场应急

救援，控制事态发展；

③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故危害扩大和次生、衍生灾害

发生，避免或减少事故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④根据需要协调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应急救援，

协调专业医疗队伍（专家）抢救遇险人员，救治受伤人员；

根据需要向三门峡市及周边县（市、区）发布增援请求；

⑤向党工委、管委会、市应急管理局、市指挥部和市政

府上报事故信息和现场救援工作进展情况，待上级指挥部组

建或工作组到来后，听从上级前方指挥部调配，配合上级工

作组或相关部门全力以赴开展事故的救援工作；

⑥接收并分析生产安全事故及其实时动态信息，进行风

险分析，并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及时对响应级别进行调整。

针对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各应急处置工作组主要采取

以下措施：

①综合协调组协助负责事故信息报告、救援队伍调集、

应急处置综合协调以及承办区指挥部有关会议、活动等工作；

②抢险救援组、工程抢险组和专家组负责制定抢险救援

方案、组织现场侦察、控制危险源、开展抢险救援；营救遇

险人员、受伤人员；

③医疗救治组负责调集医疗队伍、设立临时医疗点，协

调外部医疗机构，为事故受伤和救援人员提供医疗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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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救治受伤人员；

④治安保卫组维持事故现场秩序，疏散、撤离并妥善安

置受到威胁的人员，并划定警戒区，实行必要的交通管制及

其他保障措施；依法控制事发单位责任人员；

⑤善后处置组组织做好遇险人员和遇险遇难人员亲属

的安抚工作；

⑥环境处理组负责事故环境监测监控；负责大气、水体、

土壤等环境实时监测，确定危险区域范围，对事故造成的环

境影响进行评估；指导和督促做好现场危险废物处理工作；

⑦技术资料组负责协调相关行业内应急救援所需的专

家、技术人员等，调用相关资料等；

⑧后勤保障组负责应急救援工作中电力、能源、交通、

装备物资等的支持保障工作；

⑨信息舆情组负责发布有关事故情况和应急救援工作

的信息；负责舆情监测、预警等相关工作。

5.4.4 Ⅰ级应急响应

（1）启动条件

①初判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②事故造成的后果严重超出示范区处置能力；

③区指挥部认为需要启动Ⅰ级应急响应的其他情况。

（2）启动权限

当发生上述条件之一时，由区指挥部指挥长启动区级Ⅰ

级应急响应。

（3）响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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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区指挥部根据需要采取以下

措施：

①区指挥部指挥长带领常务副指挥长、副指挥长和区指

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赶赴现场，指挥、协调生产安全事故的

先期处置工作；

②成立现场指挥部，派出工作组和相关专家赶赴现场指

导现场应急救援，控制事态发展；

③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故危害扩大和次生、衍生灾害

发生，避免或减少事故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④协调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应急救援；协调专业

医疗队伍抢救遇险人员，救治受伤人员；向三门峡市及周边

县（市、区）发布增援请求；

⑤向党工委、管委会、市应急管理局、市指挥部和市政

府上报事故信息和前期救援进展情况，必要时可越级上报。

听从上级政府或上级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和指挥；配合上级工

作组或相关部门全力以赴开展事故救援工作；

⑥接收并分析生产安全事故及其实时动态信息，进行风

险分析，并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及时对响应级别进行调整。

针对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各应急处置工作组主要采取

以下措施：

①综合协调组协助负责事故信息报告、救援队伍调集、

应急处置综合协调以及承办区指挥部有关会议、活动等工作；

②抢险救援组、工程抢险组和专家组负责制定抢险救援

方案、组织现场侦察、控制危险源、开展抢险救援；营救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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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人员、受伤人员；

③医疗救治组负责调集医疗队伍、设立临时医疗点，协

调外部医疗机构，为事故受伤和救援人员提供医疗保障服务，

并及时将伤者转移至医院救治，做好事故现场防疫消杀，提

供信息卫生咨询和帮助等；

④治安保卫组维持事故现场秩序，疏散、撤离并妥善安

置受到威胁的人员，并划定警戒区，实行必要的交通管制及

其他保障措施；依法控制事发单位责任人员，维护社会稳定；

⑤善后处置组组织做好遇险人员和遇险遇难人员亲属

的安抚工作；

⑥环境处理组负责事故环境监测监控；负责大气、水体、

土壤等环境实时监测，确定危险区域范围，对事故造成的环

境影响进行评估；指导和督促做好现场危险废物处理工作；

⑦技术资料组负责协调相关行业内应急救援所需的专

家、技术人员等，调用相关资料等；

⑧后勤保障组负责应急救援工作中电力、能源、交通、

装备物资等的支持保障工作；

⑨信息舆情组负责发布有关事故情况和应急救援工作

的信息；负责舆情监测、预警等相关工作。

5.5 抢险救援与扩大响应

抢险救援组结合事故发展形势迅速组织区级救援力量

进行应急处置，控制事故态势，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故。

各救援力量实行组长（指挥员）负责制，各救援力量到

达现场后接受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带队组长（指挥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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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安全前提下实施救援工作，及时向现场指挥部报告情况

和问题，提出合理意见建议。

生产安全事故救援过程中，应当制定应急避险预案，明

确撤离路线和警示信号，一旦遭遇险情，及时采取应急避险

措施，迅速、高效、安全实施紧急避险。当现场救援人员生

命安全受到或可能受到严重威胁时，必须实行安全熔断机制，

现场指挥部和各救援队伍指挥员应坚决果断停止行动，采取

紧急避险措施，防止造成人员伤亡。

当生产安全事故难以控制或蔓延，严重威胁更多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事故损失可能进一步扩大，依靠本区力量难以

有效处置或者事故级别升级，区指挥部及时向市指挥部请求

支援或者扩大应急响应。

5.6 紧急医学救援

医疗救援组及时组织协调开展事故伤员的医疗救治、心

理干预等工作。同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时派遣医疗卫生

专家和应急队伍前往事故现场，按照先救命后治伤、先治重

伤后治轻伤的原则组织开展紧急医疗卫生救助和现场医疗

处置工作；并依据事态发展变化情况，向三门峡市申请有关

医疗卫生机构专家、特种药品和特种救治装备进行支援并指

导现场医疗救治工作。

5.7 治安管理及公众安全防护

治安保卫组及时组织公安力量对现场进行治安警戒。必

要情况下对事发现场周围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维持现场秩序，

组织疏散、转移和安置受威胁人员。同时配合区社会事业局



25

开展医疗、防疫和疾病控制工作，确保受灾群众安全。

5.8 救援人员安全防护

技术资料组及时组织相关专家对现场情况进行科学评

估。后勤保障组应根据评估结果为现场救援人员配备相应防

护装备，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

5.9 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

综合协调组负责组织调动本行政区域内社会力量参与

应急救援工作。根据生产安全事故的实际情况需要，会同信

息舆情组通过广播、电视、网站等发布动员信息，动员企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组织和其他力量，协助做好事

故防御、自救互救、紧急救援、秩序维护、后勤保障、医疗

救助、卫生防疫、恢复重建、心理疏导等工作。

5.10 信息发布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管委会应做到迅速反应，及时组

织信息舆情组根据职责做好信息发布工作。按照“快讲事实、

重讲态度、慎讲原因、多讲措施”的原则，统一、准确、及

时发布有关事故态势和处置工作信息，积极引导舆论，及时

回应社会关切。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授权不得擅自发布事故

应急救援工作的有关信息。

5.11 应急响应变更与终止

区指挥部要根据事态发展趋势及现场应急处置开展情

况，适时调整应急响应等级。

当出现下列条件时，经现场指挥部确认，报请区指挥部

同意后，由区指挥部宣布终止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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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遇险人员已经获救，或失踪人员经全力搜救后确

认无生还希望；

（2）事故现场得到控制，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已

经消除，无继发可能；

（3）污染物得到妥善处理，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和导致

次生、衍生事故的风险消除。

应急响应终止后，区指挥部要及时安排后续工作，相关

部门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应同时解除。

6 后期处置

6.1 善后处置

管委会要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和事发单位积极稳妥、深入

细致地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包括人员安置、征用物资补偿，

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资金和物资调拨、保险理赔等。

现场指挥部要总结救援经验教训，提出救援工作改进建

议，完成救援总结报告，报区指挥部并同时抄送区指挥部各

成员单位。

管委会、镇（街道）、各相关部门及事发单位要汲取事

故教训，加强安全生产风险辨识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防范

类似事故发生。

6.2 调查评估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完成后，管委会要根据事故

调查权限及时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特别重大、重大、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由管委会配合上

级政府或上级政府授权的有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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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由管委会负责组织事故调查组开展

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要调查事故的发生原因和经过，

对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并将调查与评估情况向管委会和市

应急管理局报告。

6.3 恢复重建

生产安全事故处置工作结束后，管委会应结合调查评估

情况，组织制订恢复与重建计划，及时恢复社会秩序，修复

被破坏的城市运行、生产经营等基础设施。

7 保障措施

7.1 队伍装备保障

管委会要充分发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主力军的

作用。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行业（领域）主

管部门建设管理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是应急救援的骨干力

量。生产经营单位要针对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依法组

建和完善应急救援组织。

应急救援队伍和生产经营单位要根据实际需要，配备必

要的应急救援物资、装备等。

7.2 专家技术保障

管委会根据需要聘请有关专家，建立相关专业专家库，

充分发挥专家作用，为事故处置决策提供咨询、指导。区应

急救援保障中心负责完善专家管理和联系制度，确保应急需

求时能迅速组成技术专家组，为事故应急提供相应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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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物资资金保障

管委会、各有关部门及生产经营单位要按规定建立应急

救援物资储备制度，储备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并及时更新

和补充。

生产经营单位应配备必要的灭火、排水、通风以及危险

物品稀释、掩埋、收集等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并进

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

为确保应急救援的需要，区财政局和各镇（街道）均要

在财政预算中预留一定数额的应急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主

要用于配备、更新救援设备，应急队伍、专家补贴、保险，

征用物资的补偿等。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做好事故应急必要的资金准备，足额

提取安全生产费用，积极缴纳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作为事故

善后处理费用和损失赔偿费。

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相关费用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事故

责任单位无力承担的，由管委会协调解决。

7.4 通信信息保障

管委会及其相关部门、电信运营商、生产经营单位要完

善应急通信网络、重大危险源和应急救援力量信息数据库，

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规范信息获取、分析、发布、报送格式

和程序。区指挥部办公室设置应急联系电话，安排专人接听，

保证24小时信息畅通，同时各种联络方式必须建立备用方案。

生产安全事故抢险救援中的应急通信保障，由区科技（工信）

局统筹协调电信、移动、联通公司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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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医疗救护保障

区社会事业局负责受伤人员的医疗救护工作，要联系设

立医疗救治定点机构，按照现场救治、就近救治、转送救治

的原则；落实应急药品、器材的品种、数量、型号等，做好

急救药品、器材及医疗资源的储备，建立医疗专家联络机制，

做好应急医疗卫生保障工作。必要时报请上级卫生行政部门

组织医疗救治力量支援。

7.6 交通运输保障

交通运输保障以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为主进行协调指

挥。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交通资源，协调各种交通工具提供交

通支持，开设应急救援特别通道。同时应急救援车辆要有专

用标识，以保证及时调运参与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人员、

装备和物资，形成快速、高效、顺畅、协调的应急运输系统。

8 预案管理

8.1 预案编制修订

本预案由区指挥部办公室编制，需及时组织预案评估，

并适时修改完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1）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

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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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生产安全事故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

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

（7）应急预案制定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8.2 宣传、培训和演练

管委会及其相关部门、镇（街道）和生产经营单位要加

强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常识

宣传，加强对本地、本部门应急机构、救援队伍、从业人员

的培训，并按照规定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和自救互救能力。

（1）区应急救援保障中心及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应当建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制度，至少每两年组织

一次应急预案演练，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实战演练、桌面推演

等方式，组织开展人员广泛参与、处置联动性强、形式多样、

节约高效的应急演练，提高对生产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

（2）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计

划，根据本单位的事故风险特点，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

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

场处置方案演练。

（3）区应急救援保障中心和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应当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应急演练情况进行抽查；发

现演练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

（4）应急演练结束后，应急演练组织单位应当对应急

预案演练效果进行评估，撰写应急演练评估报告，分析存在

的问题，并对应急预案提出修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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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9 表彰与责任追究

对在生产安全事故管理和救援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

和个人，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各相关单位依照有关规定

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不履行法定职责，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生产安全

事故重要情况或者应急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

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和个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追究责任。

对因参与事故抢险救援负伤、致残或者死亡的人员，管

委会或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10 附则

本预案所称的“以上”包含本数，“以下”不包含本数。

附件：1.示范区建成企业信息表

2.示范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组织架构

3.示范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职责

4.示范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各工作组职责

5.示范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通讯录

6.示范区主要应急救援队伍联系方式

7.示范区医疗卫生资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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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示范区应急物资储备统计表

9.示范区生产安全事故预警信息发布格式

10.示范区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单

11.示范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应急救援力量调

度指令

12.示范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关于紧急调运物

资的通知

13.示范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请求应急救援力

量增援函

14.示范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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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示范区建成企业信息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1 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 彭国敏 398275
2 宝武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智西巍 8993522
3 三门峡戴卡轮毂制造有限公司 李勇 13526633666
4 三门峡电熔刚玉有限责任公司 锁永强 19839808583
5 中国黄金集团三门峡中原金银制品有限公司 陈志杰 13703811909
6 三门峡金渠金银精炼有限公司 茹会祎 13938120001
7 河南金渠银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王红军 17703987711
8 三门峡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李超林 0398-3616901
9 中国石油三门峡油库 万里 15981875927
10 中国石化销售 刘庆峰 13939886795

1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三门峡石油

分公司紫阳路加油加气站
刘庆峰 13939886795

12 三门峡市晟鸿砼业有限公司 白同周 3859101
13 三门峡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何鹏 18609282399
14 三门峡兴光包装材料销售有限公司 王娟 13939899770
15 三门峡峡飞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邵寄峡 13939818879
16 三门峡毕昇制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红军 13939880093
17 三门峡西北联鑫管业有限公司 尉海 18329101886
18 灵宝市阳店小河加油站 王国防 13859866455
19 三门峡五原加油站 杨振山 13700749943
20 河南润资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鹿宗伟 0398-2226619
21 三门峡中原精密有限公司 王鸿伟 13803980256
22 中国石油灵宝第一加油 万里 15981875927
23 三门峡云测科技有限公司 孙义男 13523562036
24 河南正鸿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刘正 13939821181
25 三门峡凯特耐火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王萍 13938105765
26 三门峡弘一物资有限公司宏运加油站 林春林 18638863663
27 三门峡晋豫新材料有限公司 张换梅 15135943999
28 三门峡盈达气体有限公司 王庆平 13892559504
29 三门峡开曼铝业 李玉华 18807763205
30 三门峡宏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纪新平 13835981758
31 三门峡中科锐光科技有限公司 于云丰 13373984477
32 河南鑫成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杨丹 18903985111
33 三门峡盛铜业有限公司 张保祥 15539871818
34 河南锦路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刘晓博 13949779707
35 三门峡永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莫忠厚 13837919136
36 三门峡西部保峰建筑材料装饰有限公司 王相涛 1503983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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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37 河南垄润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炎科 18639866678
38 三门峡阳光铸材有限公司 李保良 0398-3185096
39 三门峡市山水砼业有限公司 孙红立 13639867016
40 三门峡凯通节能砂浆有限公司 李凯 0398-2186891
41 灵宝市兴盛加油站 李文忠 18639897799
42 灵宝市大王加油站 陈海峰 13693997918

43 三门峡绿能高科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摩云加油加气站
梁智全 13949771270

44 河南汇多滋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柴伟伟 18637188173
45 三门峡铁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余江江 18639808398
46 三门峡百家利达果蔬汁有限公司 王志海 15131745768
47 三门峡玉祥矿产品有限公司 周强 15503989010
48 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海洋加油加气站 吕灵芝 13419825846

4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三门峡石油

分公司灵宝第十二加油站
刘庆峰 13939886795

50 三门峡市金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张红周 13700742208

5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三门峡灵宝

第二十加油站
刘庆峰 13939886795

52 河南昆仑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大王加油加气站 王云芳 15239836225
53 河南金双昇实业有限公司 郑超 13103982818
54 三门峡联合水务有限公司 罗斌 13515730222
55 三门峡爱妻洗涤有限公司 李华江 13839811556
56 三门峡三泰高温新材料有限公司 张小建 18003985014
57 华浩洁净煤 宁小峰13938108361
58 君润和木业 胡总13703818763
59 禹阳钢构 张彦东13839883869
60 乐华康源 周占祥13103987867
61 宇中智能 程立鑫13137976686
62 润宝 陈波18639836760
63 润业（润实建材） 尚红泽13939809808
64 新疆广汇天然气 马江来13939800333
65 物昌租赁 张建森13949779665
66 中裕燃气 陆经理18639855588
67 瑞麟耐火 砼俊刚13503988039
68 中泰量仪 皇莆真才13603408181
69 易达水泥制品 丁洋13949798816
70 路遥汽车 聂丙松13253992156
71 镂艺玻璃 王总18639872288
72 炜旺建材 张江辉13525880356
73 四季丰 赵彦举13603407525
74 三门峡盛源材料有限公司 阴朝阳13603409081
75 三门峡金威量仪有限公司 史延生1352589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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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76 三门峡天缘生物 程新民13603401180
77 三门峡昌盛运输有限公司 马永利18939149909
78 开创机械 方年学18603989588
79 锦华化工 高春红13193963767
80 康瑞药业 牛建军13938103917
81 山水方正 武立方15639878266
82 华阳路加油站 陈站长13253969369
83 中石化灵宝20站 何虎刚13939816690
84 神源镓业 任红文13938102606
85 佰卓果胶 赵博理13103980888
86 中石油兰郑长三门峡输油站 马福强13838000875
87 鑫奇物业 赵立齐15690803037
88 河南金渠银通金属材料 齐15826790296
89 景奇玻璃

90 豫星彩钢

91 帝鑫能源（科思） 王晓双18739813360
92 摩云再生资源 刘明礼13998106522
93 三门峡淄阳再生资源销售 陈社勋

94 小北村面豆厂 樊血勇13525214033
95 偏沟村面豆厂 赵晓辉13137985870
96 淄阳农业合作社 陈景忠13939839948
97 三特新型材料（在建） 锁永刚

98 中裕燃气三门峡首站 郭晓军18603988989
99 盛源面粉厂 焦少伟13938101158
100 德兴木雕厂 李少斌13523985286
101 好阳饮品有限公司 史新宾13253955395
102 高瑞生物蛋白 高鹏13639828253
103 思瑞达生态种植园 张盈盈18639808096
104 中石油西气东输三门峡门站 王鑫13213237870
105 吉能燃气 张应召15039878388
106 灵宝海源建材有限公司 王泉15139833655
107 灵宝晨袁建材 许晨袁13781049593
108 赛瑞信食品 张文益13193954955
109 盛河建材 常永斌13653983777
110 金剑农业

111 宏达冷库 王忠强13903980845
112 博大矿业公司 张纪宗13903989936
113 鸿丰果蔬 刘丽红13949798371
114 小河冷库 范连忠13623986869
115 水利冷库 刘乐照13938112591
116 下坡头冷库 彭石头15516241718
117 阳店冷库 赵景文13939889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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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118 建源冷库 白臻牛15839886208
119 小河面粉厂 吕铁虎13193973639
120 朱乙河发电站 彭寅生13991356999
121 崤底崤龙电站 霸永贞13525869688
122 瑞信通风设备 建则迁13039851825
123 岳盛果品存储中心 梁岳棠1393810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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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示范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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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示范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职责

区办公室：负责生产安全事故中涉外方面的处理工作。

指导协调安全生产领域舆情应对，审核把关重特大生产安全

事故新闻发布。

区纪工委、监工委：依法对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情况实施监

察；依法参与有关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查处事故涉及失

职渎职、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违法乱纪行为；监督检查管

委会、部门和相关人员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履行

职责情况；督促落实有关生产安全事故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

决定和意见。

区应急救援保障中心：承担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日常

工作；组织指导协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承担区应对重

大灾害指挥机构工作，综合研判生产安全事故发展态势并提

出应对建议，协助党工委、管委会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统筹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统一协调

指挥各类应急专业队伍，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推进指挥

平台对接，衔接退役军人、民兵部队参与应急救援工作；组

织指导消防工作，指导消防监督、火灾预防、火灾扑救等工

作；依法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

追究落实情况，协助国家、省、市调查处理较大以上事故；

指导协调安全生产领域舆情应对，审核把关重特大生产安全

事故新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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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加强安全生产监管部门

干部队伍建设；把安全生产纳入党校和党员领导干部教育培

训的总体规划和年度培训计划；组织、指导新闻单位宣传安

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报道先进典型和重大安全生产

活动，开展公益宣传；组织、指导广播电视机构及新闻媒体

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配合有关部门共同开展安全生产重

大宣传活动，对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负责记者在事故现场的采访、管理、服务工作；指导协调安

全生产领域舆情应对，审核把关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新闻发

布。

区发展改革局：负责全区范围内石油天然气管道（城镇

燃气管道和化工等企业厂区内管道除外）保护工作，协调处

理全区管道保护的重大问题，指导、监督有关单位履行长输

管道保护义务，依法组织或参加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有关事

故调查处理；指导全区的能源安全保障工作，统筹协调全区

煤电油气运行保障工作，并组织应对有关重大突发性事件；

负责电力行业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对粮食收购、储存、流通、

加工环节和所属物资储备承储单位安全生产的监管；负责全

区战略和应急储备物资的收储、轮换、调运过程中的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

区科技局：负责指导督促我区工业企业和信息化行业加

强安全生产管理；承担钢铁、有色金属、黄金、建材、新材

料、通用机械、汽车、轻工、家电、工艺美术、食品、医药、

食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信息产业等行业管理工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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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全区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含储存）的安全监管，按

照职责分工组织查处非法生产、销售（含储存）民用爆炸物

品的行为；参与工业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

区教育文化局：负责全区教育系统的安全监督管理；加

强对学校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和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安

全管理和检查；事故发生时做好在校学生的安全管理和疏散

工作；指导学校开展学生防溺水、消防安全、铁路沿线安全

防范等教育活动，普及安全知识；负责文化和旅游安全监督

管理工作，在职责范围内依法对文化市场和旅游行业安全生

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负责全区文化市场和旅游行业安全管

理的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加强对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配合有关部门共同开展安全生产重

大宣传活动。

区国土建设环保局：负责全区城镇燃气的安全管理工作；

负责事故现场水、热、气的供给工作；负责建筑施工类生产

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配合协调各种工程抢险和抢修救

援力量参与事故应急救援，做好因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建（

构）筑物、燃气等工程受损的抢险救援工作；根据职责分工，

督促相关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负责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统计分析；按照职责分工督

促事发单位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依法参加有关事故的调

查处理。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全区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畜禽屠宰、养殖行业、兽药和饲料行业安全生产工作；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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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农机事故的调查处理，按照职责分工对事发单位落实防

范和整改措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负责业务管辖范围内水利、

河务系统安全生产工作；负责林业安全生产监管；依法参与

有关事故的调查处理，按照职责分工对事发单位落实防范和

整改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根据事故发展态势提出事故

现场处置措施，防止污染物流入河道。

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负责全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指导监督各级公安机关预防和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维护道路

交通安全和秩序；负责组织、指导现场危险区域的警戒以及

交通管制工作，负责事故现场附近人员的疏散和撤离；负责

核实事故伤亡人员的身份；参与事故调查和证据收集，负责

事故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责任人的控制及逃逸人员的追捕。

区社会事业局：负责民政系统安全监督管理；负责民政

系统安全管理统计分析，依法组织或参加民政服务机构安全

事故调查处理；负责全区卫生健康系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组织、指导、协调生产安全事故的医学救护和医疗救治；组

织协调生产安全事故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组织、指挥火灾扑救工作和应急

救援工作，参与处置易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的事故；参与

事故抢险和人员搜救等工作。

区招商融资促进局：指导商贸行业从行业规划、产业政

策、法规标准、行政许可方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配合有关

部门做好商贸服务业（含餐饮业、住宿业，不含民宿、星级

以上宾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商贸流通行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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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统计分析，配合有关部门对相关事故的调查处理。

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全区园林绿化行业安全管

理工作。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共同解

决辖区内突出的治安、稳定问题；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

处工作，协助党工委、管委会有关部门妥善处置可能引发治

安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矛盾纠纷；组织开展基层平安建设活

动和治安防范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保障落实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本级负

担经费，督促各镇（街道）财政落实本级财政负担的应急防

治资金和救援资金，对应急处置经费进行监督管理。

区公路服务中心：负责指导、协调应急处置所需的交通

运输保障工作，优先保证救灾人员和物资的运输以及受灾群

众的安全疏散；承担公路较大突发事件处置的组织协调工作，

承担有关公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依法组织或

参加有关事故的调查处理。

区人民武装部：组织、协调和指挥区所属单位以及民兵

力量参加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示范区分局：依法依规负责全区特种

设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负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

（不包括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固定式大型储罐）的质量实施监

督；组织或参与有关事故调查处理事故。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示范区分局：依法参加事故的调查

工作，按照职责分工，对事发单位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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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监督检查；负责所属单位的安全监管。

市生态环境局第三分局：负责核与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

依法对危险废物的收集、储存、处置等环节进行安全管理，

按照责任分工调查相关危险化学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

件；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的应急环境监测；指导协调各

镇（街道）开展生产安全事故次生环境污染和其他突发环境

事件的应急、预警处置工作。

市司法局示范区分局：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管委会

受理的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行政复议案件；负责为受事故影

响的单位及人员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负责司法行政系统安

全生产统计分析，依法参加有关事故调查处理。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退役军人参加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处置与救援工作。

区工会联合会：协助相关部门做好事故伤亡人员的接洽

以及抚恤救济发放工作；负责维护事故单位职工的合法利益；

依法参加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并提出处理意见。

区妇联：督促有关部门维护女职工在安全生产、劳动

保护方面的合法权益，消除和减少影响女职工安全的隐

患。

区电力服务中心：负责保障现场应急救援、事故现场及

周边地区的供电工作；指导、协助事发单位抢修损坏的电力

线路和电力设备，及时恢复正常供电。

区通信运营服务商（移动、联通、电信公司）：负责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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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通信设施建设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协调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其余相关单位根据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的协调指挥，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相关职能。



45

附件4

示范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各工作组职责

（1）综合协调组

牵头单位：区办公室

参加单位：区应急救援保障中心、区发展改革局、区科

技（工信）局、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区财政局、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示范区分局、市生态环境局第三分局、区国土建

设环保局、区社会保障局、区公路服务中心、区农业农村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示范区分局等部门及事发地镇（街道）。

主要职责：负责本行业内的事故信息报告、救援队伍调

集、应急处置综合协调以及承办区指挥部有关会议、活动等

工作，制定措施防止发生次生、衍生灾害、事故。

（2）抢险救援组

牵头单位：区应急救援保障中心、区消防救援大队

参加单位：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人民武装部等相关部

门及事发地镇（街道）。

主要职责：迅速组织开展抢险工作、控制危险源、标明

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划定警戒区；负责制定抢险救援

方案、组织营救受灾和被困人员，疏散、撤离并妥善安置受

威胁人员，必要时组织动员社会应急力量有序参与应急处置、

受灾人员救助工作。

（3）工程抢险组

牵头单位：区国土建设环保局

参加单位：区发展改革局、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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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服务中心、区教育文化局、区科技（工信）局、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示范区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局、区电力服务中心、区移动公司、区联通公司、区电信

公司等相关部门、事发单位及事发地镇（街道）。

主要职责：立即抢修被损坏的交通、通信、供水、排水、

供电、供气、供热、供油等公共设施，短时难以恢复的，要

实施过渡方案，保障社会生产生活基本需要；对特定区域内

的建筑物、交通工具、设备、设施、电力、水的供应进行控

制。

（4）医疗救治组

牵头单位：区社会事业局

参加单位：区公路服务中心、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市

生态环境局第三分局、区教育文化局等相关部门、事发单位

及事发地镇（街道）。

主要职责：负责调集医疗队伍、设立临时医疗点，协调

外部医疗机构，为事故受伤和救援人员提供医疗保障服务；

组织开展伤病员救治、卫生防疫和公共卫生调查处理、应急

心理救助等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做好事故现场防疫消杀，并

开展卫生防疫知识宣传。

（5）治安保卫组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

参加单位：区公路服务中心、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等

相关部门及事发地镇（街道）。

主要职责：负责维护事故现场秩序、社会治安秩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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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管制、人员疏散、矛盾纠纷化解、维护社会稳定等工作。

（6）信息舆情组

牵头单位：区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参加单位：区应急救援保障中心、区组织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区教育文化局、区科技（工信）局、区移动公司、

区联通公司、区电信公司等相关部门、事发单位及事发地镇

（街道）。

主要职责：负责向社会发布生产安全事故的初步核实情

况、管委会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权威信息，并根据事

故处置进展动态发布信息；负责舆情分析研判、监测、预警、

报告处置；必要时依法对网络、通信进行管控。

（7）善后处置组

牵头单位：区办公室

参加单位：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区应急救援保障中心、

区财政局、区社会事业局、区工会联合会、事发单位及事发

地镇（街道）。

主要职责：负责伤亡人员家属接待、伤亡抚恤、经济补

偿协调等善后处置工作；根据相关政策，针对事发单位、受

灾企业进行相应保险理赔、政策减免、经济帮扶工作。

（8）技术资料组

牵头单位：区应急救援保障中心

参加单位：区公路服务中心、区科技（工信）局、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示范区分局、市生态环境局第三分局、区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区国土建设环保局、区农业农村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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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融资促进局等相关部门、事发单位及事发地镇（街道）

。

主要职责：协调应急救援所需的专家、技术人员等，调

用相关资料（现场影像和灾害数据，道路、桥梁、通信、电

力等基础设施和居民住房损毁情况和重要目标物、人员密集

场所和人口分布等信息）。

（9）后勤保障组

牵头单位：区发展改革局

参加单位：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区应急救援保障中心、

区公路服务中心、区社会事业局、区国土建设环保局、区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区财政局、区招商融资促进局等相关部

门、单位。

主要职责：负责抢险所需资金物资筹集分拨，做好救援

救灾装备物资调运工作；负责应急救援中电力、能源、交通、

装备、物资等的支持保障工作。

（10）环境处理组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第三分局

参加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区应急救援保障中心、区社

会事业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示范区分局、区科技（工信）

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国土建设环保局、区消防救援大队等

相关部门及事发地镇（街道）。

主要职责：开展环境应急监测，追踪研判污染范围、程

度和发展趋势；切断污染源，控制和处置污染物，保护饮用

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目标；开展灾后环境风险排查，整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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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隐患，妥善处置应对生产安全事故产生的废弃物。

（11）专家组

牵头单位：区应急救援保障中心

参加人员：各部门相关专家

主要职责：为应急救援决策提供专业支持，对抢险救援

进行指导，参与制定抢险救援方案，解决抢险救援中出现的

重大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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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示范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通讯录

序号 单位名称 办公电话

1 区办公室 2751555

2 区纪工委、监工委 2751027

3 应急救援保障中心 2751630

4 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751210

5 发展改革局 2751069

6 科技（工信）局 2751855

7 教育文化局 2751612

8 国土建设环保局 2751025

9 农业农村局 2751621

10 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 3682500

11 社会事业局 2751035

12 消防救援大队 3021105

13 招商融资促进局 2751016

14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751996

15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 2751958

16 财政局 2751556

17 公路服务中心 2718908

18 人民武装部 2751979

19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示范区分局 2751986

20 市司法示范区分局 3951799

21 退役军人事务局 3855130

22 工会联合会 2751277

23 妇联 3155060

24 电力服务中心 2612803

25 区通信运营服务商 302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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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道）

20 大王镇 6388028

21 阳店镇 6863005

22 禹王路街道办事处 275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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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示范区应急救援队伍联系方式

序号 队伍名称
主管/建设单

位
负责人 联系方式

队员数量/
人

1 示范区民兵应

急分队
人武部 何杰 13603816697 49

2 消防救援大队
示范区消防

救援大队
崔会斌 13839817960 48

3 退役军人应急

救援队

退役军人事

务局
李意节 18839867766 15

4 城管救援队 城管执法局 蔡军平 13839889866 10

5 医疗救援队 社会事业局 蔡伟涛 15039863160 12

6 戴卡轮毂抢险

队伍

戴卡轮毂制

造有限公司
辛海波 18603985517 40

7 宝武铝业抢险

队伍

宝武铝业科

技有限公司
赵振华 18817630175 22

8 大唐发电抢险

队伍

大唐发电有

限公司
贺志龙 13781003130 200

9 中原冶炼厂抢

险队伍
中原冶炼厂 郑瑞冰 18839889917 326

10 开曼铝业抢险

队伍

开曼铝业有

限公司
魏涛 15516206000 150

11 盈达气体抢险

队伍

三门峡盈达

气体有限公

司

高岁胜 15091279025 8

12 中石油三门峡

油库抢险队伍

中石油三门

峡油库
赵亮 18530061655 22

13 禹王路街道办

事处队伍
禹王路街道 张安运 13839899266 50

14 大王镇队伍 大王镇 张煜欣 16639868250 45

15 阳店镇队伍 阳店镇 范立刚 1366398280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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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示范区医疗卫生资源列表

机构单位 资源分类 医疗等级 负责人 电话号码 床位数
应急车

辆数
医生数 护士数 地点 行政区划

示范区人

民医院
公立 二级 梁琰 13523983420 120 6 58 83

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

紫阳路

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

大王镇中

心卫生院
公立 一级 赵丽冬 15890256879 31 1 10 12 大王镇

示范区

大王镇

阳店镇卫

生院
公立 一级 杨帆 13939870978 100 2 13 14 阳店镇小

河市场东

示范区

阳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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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示范区应急物资储备统计表

序号 单位 应急物资（名称及数量）

1
示范区应急救

援保障中心

电启动柴油发电机5.5KW/220V 8台
手摇警报器LK-200 15只

手持喊话器（可折叠） 30只
挡车器1*1.5m 20个人

橡胶路锥650*350 30个
强光手电（空降兵130） 30个

橡胶手套 200副
普通手套 400副
安全帽 150顶
警示带 100卷
警示灯 20个
反光背心 50件

安全标志牌250*330 30个
头顶灯LED 50个

铁锨 100把
铁锤 20把

迷彩服 100套
背负式灭风机2.7KW 20台

移动水泵4寸 10台
消防6件套97款 50套

棉大衣 100件
胶鞋 100双
太平斧 10把

二号工具 200套
水泵水管4寸（带接头） 324米

棉帐篷3*4 20套
折叠床2*0.9M 20个
军绿棉花被 20个
军用褥子 20个
枕头 20个
枕巾 20个

折叠桌1.2*0.4M 20个
折叠椅 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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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示范区生产安全事故预警信息发布格式

示范区XX（部门）XX事故预警

XX预警 第X期

X局（委）X中心
制作：XX

签发：XX
20XX年X月X日X时

X局（委）X月X日X时发布XX（类型）XX级预警

发布内容：

发布范围：

发布对象：

发布时间：

（如有预警可能影响区域图，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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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示范区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单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事故发生时间

事故发生地点

事故发生状态

伤亡情况

事发单位及发生地基本情况

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事故基本过程

事故影响范围

事故发展趋势

已采取的处置措施

应急处置的请求事项和工作建议

事发现场指挥负责人的姓名、职

务、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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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示范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

应急救援力量调度指令

（参照模板）

（应急救援力量名称：包括专业和社会救援队伍） ：

年月日在（镇、街道）发生了 （事故名称），根据应

急救援需要，经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同意，现调用你单位

参加抢险救援。

请迅速集结 （所需人员、装备数量规模） ，即刻前往

（救援现场详细地址） ，现场联系人，联系电话：。

同时将带队指挥员、人员装备情况、行程等信息报告我部。

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盖章）

20X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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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示范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

关于紧急调运物资的通知

（参照模板）

XX单位（XX物资储备库）：

按照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紧急调用 XX物资的通知，

经研究，决定从你单位调运如下物资支持 XX抢险救援工作。

一、XXX（物资）XXX（数量）（XX年 XX月入库）

二、XXX（物资）XXX（数量）（XX年 XX月入库）

三、XXX（物资）XXX（数量）（XX年 XX月入库）

接通知后，请迅速将物资运抵 XX指定地点，办理所调

物资交接手续。

申请物资单位接收联系人：XXXX，电话 XX。

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盖章）

20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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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示范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

请求应急救援力量增援函

（参照模板）

（管委会/XXX指挥部/驻军单位）：

年 月 日在（镇、街道）发生了 （事故类型） 。

因现场救援处置难度较大，现有应急救援力量短缺，急需专

业、 人员、 装备等救援力量支援，现请求贵部协调所

属应急救援力量前往增援。

望回复为盼。

申请单位 XXXX，联系人 XX，联系电话 XXXXX。

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盖章）

20XX年 XX月 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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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4

示范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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