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内容 安全隐患
排查专项行动方案(汇总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内容篇一

本次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治理专项行动采取纵横联动方式
进行。本镇下属各行政村负责本区域内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各相关部门负责本系统内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二）、明确范围、突出重点

此次行动将对本镇非煤矿山（砖厂）、加油站、液化气站、
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电力设施、道路交通、农机、学校、
幼儿园、医院、集贸市场、娱乐场所等行业领域实施全面排
查治理。同时重点对本镇的煤矿、液化气站、加油站等行业
实施重点监管。

（三）、明确制度、规范治理

建立健全三项制度，为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治理专项行动
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一是建立健全领导包干负责制。各村
的主要领导是这次专项行动的具体责任人，各分管领导是所
分管行业、区域隐患排查治理的直接负责人，镇主要领导是
本镇整个大排查大治理行动的总负责人。各级各部门领导都
要对所分管的区域和行业切实负起责任，组织好隐患排查治
理专项行动。二是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登记消号制。对排
查出来的安全隐患逐个建立隐患台帐，实行分级管理，限期
整改；对已整改到位的，要及时向镇安委办公室报备消号。



三是建立重大隐患政府督办制。对重大安全隐患，由政府指
令按照“五落实”（落实领导、落实责任、落实经费、落实
措施、落实时间）的要求整改到位。

（四）、明确步骤、分段推进

第一阶段（9月2日至8日），宣传发动阶段。召开相关人员会
议，落实实施方案，利用会议、标语等工具对这次专项行动
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发动，做到主要公路、大街小巷、每个企
业有标语。全镇上下形成一种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治
理的大氛围。

第二阶段（9月9日至10月17日），全面排查治理隐患阶段。
由镇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对各个行业、
各个部位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登记造册。要制定整改措施，
落实整改责任，及时消除隐患。

第三阶段（10月18日至10月24日），检查督促阶段。由镇党
委、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这次专项行动的开展情况进行督促
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到位。

第四阶段（10月25日至10月31日），巩固成果阶段。对前段
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对后段的工作进行认真部署，并建立长
效工作机制，有效控制和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内容篇二

1、学校校舍及教学设施安全。认真排查学校各类建筑和水、
电、气等基础设施安全状况，各种设施设备是否符合国家安
全规定；认真排查消防设施设备、灭火器材，应急灯应按标
准配齐，并完善预警装置和警示标志，保持消防通道畅通；
认真排查防雷安全，按规定完善防雷设施，并定期检测，确
保有效；认真排查学校设备安全，禁止超期使用，严格管理
危化物品和易燃易爆物品。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坚决予以整改。



2、学生交通安全。认真排查学校交通安全，加强学生骑自行
车、电动车、摩托车的管理，督促家长、学生与学校签订安
全协议。落实学生集队往返制度，学生放学严格实行路队制，
严禁学生上学、放学途中随意搭乘无安全保障的车辆。健全
节假日和大型集体活动安全管理等制度。

3、学生饮食卫生安全。认真排查学校厨房食品卫生安全，学
校厨房一律实行校长负责制，严格厨房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
度，严格食品进货索证、登记、储存、加工、发放流程管理，
落实留样制度，保持食堂内外环境卫生洁净，师生饮用水符
合国家卫生标准。

4、师生心理、体质健康状况安全。认真排查学校教师、学生
的心理、精神、体质健康状况。对有心理障碍、精神异常、
体质特殊的师生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把安全隐患消灭于萌
芽状态。

5、校园周边环境安全。要加强对校园及周边自然环境的监控，
对池塘、江河做好防溺水安全警示标志。完善学校防自然灾
害的应急处置措施。

（二）排查学校内部安全管理

按照《广东省学校安全工作指导手册》中的要求，进一步建
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学校安全应急处理预案。学
校安全工作机构健全，并落实专人负责，落实专用经费。建
立健全以校舍、消防、食品卫生、交通、溺水为重点的安全
管理制度；实行领导、教师值班巡逻制度。建立完善安全隐
患排查整改专门档案和安全工作档案。

（三）安全教育及安全活动的开展

以安全教育读本和安全教育挂图内容为主，落实安全教育每
周一课和上、下午最后一节课三分钟提醒制度。开好安全教



育讲座，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安全教育活动，使学生系统接
受和掌握防交通事故、防拥挤踩踏、防传染并防溺水、防食
物中毒、防火灾等安全知识和技能。建立完善学校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并开展演练活动。

（四）校园周边治安环境整治工作

学校积极与村委会联系，共同商讨认真摸排学校周边的安全
情况（含交通警示标志、减速设施；校园周边的食品卫生情
况；游摊散贩占道经营情况；学校周边心理障碍、精神异常
的人、不法分子对师生存在的威胁等），对排查出的问题，
及时上报相关单位，在上级的组织和支持下进行综合整治。

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内容篇三

乡政府成立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领导组，对全乡安全生产
大排查大整治进行统一领导，研究解决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
治中存在的共性和突出问题。组长由乡长担任，常务副组长
由副乡长担任，副组长由乡班子成员担任，乡直有关机关主
要负责人为领导组成员。

领导组下设综合办公室，综合办公室设在乡政府安监站，负
责指导、协调全乡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情况，负责全
乡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情况收集、汇总、梳理、通报、上
报等工作。

成立非煤矿山、道路交通、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和尾矿库、建
筑施工和市政运营、特种设备、消防及人员密集场所、民爆、
水利、国土资源、电力、农机、油气管道等9个行业领导小组，
组长由各行业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

此次大排查大整治采取“企业自查自整，村委、乡直各机关
全面排查、跟踪督促整改，乡政府安委办定期不定期进行督
查、督办”同步推进的方式进行。



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内容篇四

（一）加强领导，认真部署，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镇及时
调整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明确各村、各单位职责，明确工作目标、内容、
任务、方式、重点、措施和要求，依照本方案，认真组织实
施。镇安监办和镇直各单位要密切配合，加强指导。各村、
镇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落实“一岗双责”，做
到谁主管、谁负责。

（二）落实责任，强化对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全
镇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在镇安监办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各村委
会主任、镇直各单位负责人和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制，分类
组织，分级负责，镇直各单位要按照《坟台镇安全生产目标
管理责任书》的职责分工，分别负责相关行业隐患排查治理
的'组织实施工作，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把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要求落实到基层，确保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全面开展。安
监办要统筹协调好联合督查行动，推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
深入进行。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切实负起隐患排查治理的主体
责任，认真组织开展本单位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落实整改资
金和责任，制订隐患监控措施，限期整改到位，并及时向镇
政府、安监办及主管单位报告。

（三）标本兼治，着力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各村、镇直
各单位要以隐患排查治理为契机，不断加强和规范安全管理
与监督，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分级管理和重大危险源分级
监控制度，实现隐患登记、整改、销号的全过程管理，要认
真分析近年来的典型事故案例，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
推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预防和杜绝同类事故的发生。要全
面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治本之策，加快解决影响安全生产的深
层次矛盾和问题，建立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

（四）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管理制度，及时报送信息。



各村、镇直各单位要对排查出的各类事故隐患进行登记、建
档，并落实隐患登记、整改、销号的全过程跟踪管理，做好
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的统计和报送工作，实行月报制度。各村、
镇直各单位要在每月1日前将上月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和查出的
事故隐患及整改情况上报镇安监办，以便分析、汇兑后，上
报县安监局。

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内容篇五

（一）加强领导，扎实推进。各村委、乡直各机关、各企业
要清醒认识当前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进一步增强做
好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的政治自觉和责任自觉，
加强组织领导，及时研究部署，切实落实属地监管责任，村委
“一把手”要全面抓、负总责，分管负责人要具体抓。各村
委、乡直各机关、各企业要成立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的大排
查大整治专项行动领导组，领导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安全生
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严格落实各项责任，严守不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的底线，以铁的担当尽贵、以铁的手腕治患、
以铁的心肠问责、以铁的办法治本，全力推动安全生产大排
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扎实深入开展，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县
政府将每个月召开一次小结会议，对各乡镇和县直相关部门
工作情况进行通报、点评、排队。

（二）突出重点，明确任务。各村委、乡直各机关、各企业
要进一步明确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重点，完善细化本辖区、
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要针
对近期事故教训，突出非煤矿山、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危
险化学品、冶金煤气、粉尘作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
领域，组织开展全方位、全过程检查，着重检查安全生产责
任、法规标准和制度措施是否在基层和企业得到贯彻落实，
发现的安全隐患是否得到真正整改。各类企业要切实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排查事故易
发的重点场所、要害部位、关键环节，并列出清单，建立台
账，及时上报安全监管和行业管理部门。



（三）严格执法，确保整改。各村委、乡直各机关、各企业
要按照职责，对辖区内进入工商注册登记名录的所有企业，
组织进行全面排查整治。严格做到“不放过任何一个漏洞，
不丢掉任何一个盲点，不留下任何一个隐患”，实现安全生
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全覆盖。要坚持边查边改，以查促
改，对排查出的问题和隐患实行“零容忍”，切实把安全生
产大排查大整治的过程作为大整改、大落实和化解风险、消
除隐患的过程，按照防患于未然、化之于未萌、治之于未有
的思路，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和问题，要责令企业限期整改，
并督促企业按照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预案“五落
实”要求，彻底消除隐患，确保整改到位。对重大隐患要实
行挂牌督办，并责令相关企业负责严盯死守，坚决防止发生
事故。对逾期未整改或整改无望的企业，一律予以关闭。对
非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要一律依法严厉打击、关闭取缔。
对隐患屡改不到位、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的企业，要在依
法严厉处罚的同时纳入“黑名单”实行联合惩戒，并及时向
社会公布，强化社会监督。

（四）加大督查，严肃追责。各村委、乡直各机关、各企业
要加强对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
动的全程督导，要采取明查暗访、突击检查、“双随机”检
查等方式加强督查检查。县政府将适时派出督查组对各乡镇、
各部门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情况进行督查
（督查方案另行通知）。对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不认
真、不落实、搞形式、走过场的，要通报批评、集中曝光，
严肃问责。对大排查大整治不彻底、整改不到位或因工作不
力导致事故发生的，要严肃追究企业负责人的责任，同时依
法倒查追究相关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责任。

（五）及时总结、报送信息。各村委、乡直各机关、各企业
有关部门要将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实施方案于6月15日前报
乡政府安监站。同时要建立信息简报制度，每周五报送工作
简报，每半个月报送一次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推进情
况的书面材料及电子版，其他行业和重点行业要分别于7月13



日和9月13日前报送大检查工作总结。乡政府安监站收集汇总
各阶段工作情况后，及时上乡党委政府。对不按时报送工作
简报、工作推进情况和工作总结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