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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粉尘涉爆企业安全执法检查6项重点事项
2020年5月9日上午，应急管理部召开2020年度工贸行业安全

生产执法业务第二期（涉爆粉尘企业）视频培训会。
1.不同种类的可燃性粉尘、可燃粉尘与可燃气体等易加剧爆炸

危险的介质共用一套除尘系统，不同防火分区的除尘系统互联
互通。

2.干式除尘系统未规范采用泄爆、隔爆、惰化、抑爆、抗爆等一种
或多种控爆措施。

3.铝镁等金属粉尘除尘系统未采用负压除尘方式；其他可燃性粉
尘除尘系统采用正压吹送粉尘时，未采取火花探测消除等防范点燃源
措施。

4.除尘系统采用重力沉降室除尘，或者采用干式巷道式构筑物作
为除尘风道。

5.粉碎、研磨、造粒、砂光等易产生机械火花的工艺，未规范采取
杂物去除或火花探测消除等防范点燃源措施。

6.未按规范制定粉尘清扫制度，作业现场积尘未及时规范清扫；
铝镁等金属粉尘收集、贮存等处置环节未落实防水防潮、通风、氢气监
测等必要的防爆措施。

五、2020年有限空间安全执法检查4项重点内容
2020年7月29日下午，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监督局召开全

国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执法检查工作视频培训会。
1.未按照规定制定有限空间作业方案或者方案未经审批擅自

作业。
2.未在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3.未向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安全帽、全身

式安全带、安全绳、呼吸防护等劳动防护用品。
4.未对承包单位的有限空间作业统一协调、管理。
六、钢铁企业煤气安全专项治理
2019年4月5日，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钢铁企业煤

气安全专项治理的通知》（应急厅函〔2019〕264号）；2019年4月15
日，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印发《开展钢铁企业煤气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实
施方案》（晋应急发〔2019〕126号），分别要求所有涉及煤气生产、储
存、使用的钢铁企业，围绕煤气安全管理、煤气设备设施、煤气作业全
面排查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煤气安全管理。
1.新建、改建和大修后的煤气设施未经检查验收合格，擅自投入

运行。
2.煤气设备设施的改造和施工，由不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和

施工单位进行；新型煤气设备或附属装置未经安全条件论证。
3.生产、储存、使用煤气的企业未建立煤气防护站（组），没有配备

必要的煤气防护人员、煤气检测报警装置及防护设施，未按要求每年
组织开展至少一次煤气事故应急演练。

4.从事煤气生产、储存、输送、使用、维护检修作业的特种作业人
员未依法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合格，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
种作业操作证》后上岗作业。

5.企业未建立煤气设施技术档案管理制度，未将设备图纸、技
术文件、设备检验报告、竣工说明书、竣工图等完整资料归档保存；
未建立煤气设施运行情况，大修、中修及重大故障情况记录档案管

理制度。
（二）煤气设备设施。
1.煤气柜建设在居民稠密区，未远离大型建筑、仓库、通信和交通枢纽等重要设

施；柜顶未设置防雷装置。
2.煤气区域未按照标准规定的爆炸性危险环境区域划分采用符合要求的防爆

电气设施。
3.生产、储存、使用煤气的企业在可能发生煤气泄漏、聚集的场所，以及煤气区

域的值班室、操作室等人员较集中的地方，未设置固定式煤气检测报警仪和安全警
示标志。

4.煤气分配主管上支管引接处，未设置可靠的隔断装置；煤气进入车间前的管
道，未按标准要求设置总管切断阀或可靠的隔断装置。

5.煤气水封和排水器的设置、水封高度、给（加）水装置不符合标准要求。
6.煤气柜进口管、出口管和煤气放散管上的电动阀门，未设有与煤气柜储气量、

储气压力、活塞位置、活塞速度和活塞倾斜量的联动保护措施，并能发出声光报警
信号。

7.煤气回收净化系统未按照标准要求设置异常报警、氧含量监测等安全联锁
装置。

8.剩余煤气放散装置不符合标准要求。
9.煤气放散管口高度不符合标准要求；煤气放散管未分别设置（放散气集中处

理的除外）。
（三）煤气作业。
1.煤气点火作业程序不符合标准要求。
2.涉及煤气的有限空间作业，程序、氧含量、一氧化碳浓度等不符合标准要求。
3.带煤气作业或在煤气设备上动火没有作业方案和安全措施，未取得煤气防护

站或安全主管部门的书面批准。
4.带煤气作业如带煤气抽堵盲板、带煤气接管、高炉换探料尺、操作插板等危险

作业，在雷雨天进行；作业时没有煤气防护站人员在场监护；操作人员未佩戴呼吸器
或通风式防毒面具。

5.置换煤气设施内的煤气未使用蒸汽、氮气或烟气作为置换介质，并根据含氧
量和一氧化碳分析或爆发试验确定气体置换是否达到预定要求。

为了确保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太钢代县矿业公司强化双重预防
机制和高风险单元管控，不断加大安全大检查和安全专项整治力
度，以高度的安全意识和安全行为确保安全生产。图为破碎作业区
班组开展安全知识竞赛活动。 刘艳云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高爱忠）日前，东山矿在扎实推进非煤矿山安
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基础上，再出重拳，加大违章记
分管理力度，全面强化安全生产，为岁末年初生产平稳运行筑牢坚
固安全防线。

该矿一方面大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
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围绕“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水
平”目标，成立以矿长为组长的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领导组，建
立上下联动协作机制，矿领导按照分工带队参与到生产、设备、外
协等各专项行动中，对排土场、厂区道路、库房、检修作业场所等区
域开展全方位排查，发现问题和隐患及时进行整治，督导组定期督
导整治工作进度，以“零容忍”态度防患于未然，并及时总结行动中
的经验做法，培育和选树示范作业区，坚决做到“严防死守70天，
恪尽职守保安全”。

岁末年初，各单位因抢工期、赶进度，容易出现违章违制“回
潮”现象，针对这一情况，该矿加大违章记分管理力度，要求各作业
区主管和安全、设备、生产、工程等科室负责人每周至少进行四次
现场安全检查，一个月查出管理问题不少于5项，现场隐患不少于
10处。要求安全专职人员每天至少抽出半天时间进行现场安全
检查，重点检查高风险作业区、高风险区域场所、高风险设备设施、
高风险工艺、高风险作业活动和所有的检修现场、技改施工现场、
隐患治理现场和危险源，跟踪一项高风险作业活动、回放一次人员
行为安全视频监控。要求班组长和安全督导员每班进行现场安全
检查，重点检查高风险作业活动和现场安全隐患。并将各单位负
责人、专业安全人员、班组长等人员的违章记分指标适当调高，将
指标纳入到安全绩效管理，层层压实责任，充分调动“第一责任人”

“专业责任人”“班组负责人”等各级管理人员主动履职意识，力促
现场安全管理上水平。

东山矿再出重拳强化安全生产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红）针对冬季恶劣天气增多、人身安全风
险因素增加等实际，电气公司近日精准研判运输岗位和作业环节风
险，加强车辆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冬季运输安全防线。

一是强化车辆检查力度。该公司不断加强车辆的日常维护及
维修保养，针对冬季气温寒冷，设备易受冻的特点，对区域内所有
运输车辆进行摸底排查，密切关注车辆的变化情况，尤其是对防冻
液、电瓶、发动机、轮胎、雨刷等对气温要求较高的零部件和消耗品
进行详细的检查，排除车辆存在的安全隐患。日常工作中，增强专
职司机自查自纠的能力，及时了解车况，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维修，
确保车辆不存在安全隐患，保护好公司财产及自身的人身安全。

二是强化安全教育培训。该公司要求司机班利用班前会、周安
全学习时间加强冬季安全驾驶的宣传贯彻，冬季驾驶车辆时，行车
前发动机要预热，行车中不要急踏和猛抬加速踏板，变档时离合器
踏板抬起不要过猛，减速时应尽量利用发动机制动，严禁使用紧急
制动，转向不要急转方向盘，防止产生侧滑等情况出现。同时加强
冬季用电、防火等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切实落实防范措施，确保安
全生产形势稳定。

三是强化人文关怀。通过询问、量血压、视频监控等方式，加大
对专职司机健康情况的关注，准确掌握司机安全动向，消除不安全
行为，坚决遏制违章行为，确保措施到位、人员可控，全力保障冬季
运输安全。

电气公司“三强化”保障运输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