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应急函〔2024〕106号

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华南大区）、

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建材分公司、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徽海螺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区域总部）、惠州市交投矿业有限公司，

各非煤矿山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

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等要求，全面

强化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全链条闭环管理，根据相关

规定，省应急管理厅制定了《广东省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排查

整治工作指引》。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地应急管理部门、各非煤

矿山企业参考使用，及时、全面排查整治重大事故隐患，有效、

有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防范遏制非煤矿山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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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安委会关于防范遏制

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等文件规定，全面加强

重大事故隐患闭环管理，持续压紧压实各地、各部门、各企业重

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监管执法、跟踪督办等全过程、全链条责

任，特制定广东省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指引。

一、完善制度。非煤矿山企业要建立健全并落实重大事故隐

患排查、登记、报告、整改、验收、评估、销号、建档的闭环管

理制度，并在矿山入井井口或工业广场醒目位置悬挂重大事故隐

患判定标准和举报奖励公告牌。各地应急管理部门要建立重大事

故隐患治理督办制度，推动企业切实提高隐患排查和整改质量。

二、定期排查。非煤矿山企业要建立重大事故隐患月排查制

度，主要负责人每月要带队排查重大事故隐患，形成重大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报告并签字备查。非煤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

责人、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班组、从业人员要分别每半年、每季

度、每月、每周、每班前至少开展一次全面安全生产检查，采取

技术、管理措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非煤矿山企业的上一级公

司要每季度对下属非煤矿山至少开展一次重大事故隐患“全覆盖”

检查。地级以上市、县（县级市、区，下同）应急管理部门要按

照分级分类监管原则，督促非煤矿山企业按规定开展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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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逐矿听取 1次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情况，每半年开展 1次

重大事故隐患集中排查。

三、按时报告。非煤矿山企业要建立重大事故隐患台账，如

实记录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定期向负责其日常安全监管的应急管

理部门书面报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每年向职工大会或

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相关情况。市、县应急管理部门要完善非煤

矿山重大事故隐患信息台账，定期汇总、上报辖区内重大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情况。

四、停产整顿。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前，非煤矿山企业要按规

定制定整改方案，确保整改的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到

位，并报县级应急管理部门。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

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各地应急管理部门要责令非煤矿山企业从危

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依法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

关设施、设备。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行生产建设的非煤矿

山企业，各地应急管理部门要依法责令停产整顿，并移送相关部

门依法暂扣证照和实施联合惩戒。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完成后，非

煤矿山企业要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安全管理人员进行评估，并形

成评估报告。

五、组织调查。各地应急管理部门对检查中发现存在重大事

故隐患的非煤矿山企业，要按照“谁发现、谁调查”的原则，依

法组织调查，并形成矿山重大事故隐患调查报告。上级应急管理

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调查由下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调查的重大

事故隐患。非煤矿山企业自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企业主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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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部门报告的，原则上由企业组织调查，并在调查结束后

5日内向负责日常安全监管的应急管理部门报送重大事故隐患调

查报告和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的处理情况。

六、处罚问责。各地应急管理部门对自查无重大事故隐患但

被监管部门检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的，未按要求开展重大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的、隐瞒重大事故隐患或者反复出现同类重大事故隐

患的非煤矿山企业，要依法从严处罚，并对企业和主要负责人实

施“一案双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对非煤矿山企业自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已按规定报告并正在

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的,可依法从轻或免予行政处罚。

七、督办公告。非煤矿山企业要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

大会、信息公示栏、企业内网等方式，在发现重大事故隐患 3日

内向从业人员通报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各地应急管理部

门对检查发现的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要在 3日内进行挂牌督

办，督促企业限期消除。

八、跟踪监管。各地应急管理部门要按照“分级分类”监管

原则，在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消除前，要采取“四不两直”检

查、明查暗访、视频调度、驻矿盯守等方式实施全过程监管，推

进重大事故隐患的整改、销号，始终保持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

零”。对未按要求完成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即复工复产的，要进行

约谈，并依法追究企业及相关责任人责任。

九、复工验收。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非煤矿山企业，要严

格复工验收工作。复工复产要落实“三个方案”（企业要制定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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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复产工作方案、风险辨识方案和隐患排查治理方案）、“五个到

位”（确保整改的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到位）措施，

经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复产。其中，因重大事故隐患整改需停工

停产 30日以上的履行“四级验收”程序，即企业及上级公司初

验、县级应急管理部门验收、县级政府确认、地级以上市应急管

理部门验收并下发复工复产通知；不足 30日（含 30日）的履行

“两级验收”程序，即企业及上级公司初验、负责日常监管的应

急管理部门验收并下发复工复产通知。

十、淘汰关闭。对 3个月内 2次或者 2次以上发现有重大事

故隐患仍然进行生产且依法应当关闭的，或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或存在重大事故隐患 180日内 3次或者 1

年内 4次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的

非煤矿山企业，有关应急管理部门应当依法提请当地政府予以关

闭，并依法落实主要负责人行业禁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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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