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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文旅委发〔2024〕60号

重庆市九龙坡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关于印发《区文化旅游体育领域安全生产和自然
灾害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机关各科室（队、中心）、委属各基层单位，全区各文化旅游体

育行业协会、企业：

现将《区文化旅游体育领域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隐患专

项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重庆市九龙坡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2024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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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文化旅游体育领域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
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方案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当前社

会安全稳定工作的通知》和市安委办、市防减救灾办《关于强化

今冬明春重大事故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渝安办〔2024〕

92 号）要求，按照区安委会、区防减救灾委统一部署安排，决

定从即日起至 2024 年 3 月在全区文化旅游体育领域开展安全生

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制定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吸

取珠海市“11·11”驾车冲撞行人恶性案件教训，结合安全生产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防灾减灾救灾固本强基三年行动，抓实安全

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

清零，坚决稳控行业安全形势，坚决遏制较大以上事故，努力实

现事故“零发生”目标，全力确保我区文化旅游体育领域安全形

势持续稳定。

二、组织领导

成立区文化旅游体育领域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隐患专

项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学英 区文化旅游委党委书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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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古 宁 区文化旅游委党委副书记

蒋 霞 区文化旅游委副主任

李 智 区文化旅游委党委委员、副主任

文 嘉 区文化旅游委党委委员、执法支队支队长

张家祥 区文化旅游委党委委员、执法支队政委

组 员：各科室负责人、委属各基层单位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文化旅游委市场管理科，由区文化

旅游委党委委员、执法支队政委张家祥担任办公室主任，具体统

筹实施。

三、工作重点

（一）针对工作“不严不实”问题抓综合整治。

1.政治站位不高的问题。重点整治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领会不深，对

防范化解重大事故灾害风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等问题；未定期分

析研判、研究部署本领域本单位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未按期完成上级安排部署的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

任务。

2.安全责任缺位的问题。重点整治“一岗双责”不落地和企

业主体责任不落实，未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职责分工落实安全

监管职责，盲目推责、消极避责等问题；以及重点部位防护措施

不到位、应急预案不完善、培训演练未落实、一线员工安全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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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确等问题。

3.隐患排查不扎实的问题。重点整治隐患排查不全面不系统

不深入，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不掌握，对重大风险隐患视而不

见，整治走过场，重大隐患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特别是企业未

针对性制定和落实“日、周、月”隐患排查清单，主要负责人未

按要求每月带队开展排查，重大事故隐患未实现动态清零；以及

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巡查监测不到位，灾害风险分析研判和排查防

范不深入不细致等问题。

4.监管执法宽松软的问题。重点整治执法不严，该查不查、

该停不停、该关不关，放任违法企业一路“绿灯”，长期“带病”

运行；企业突出违法行为、重大安全隐患和重大安全风险长期存

在、反复出现；以及未对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等问题。

（二）聚焦行业领域重点问题抓排查整治。

1.消防。重点排查整治 A级景区、星级饭店、文博单位、文

化娱乐场所、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行业领域“九小场所”

和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火灾隐患；违规搭建、违规动火动焊、

违规用火用电用气、电气线路老化、疏散通道不畅、消防设施损

坏、安全培训演练不到位等问题；深入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

全链条整治，排查整治违规停放充电、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

等方面火灾隐患；常态化开展行业领域人员密集场所铁栅栏广告

牌防盗网、可燃雨棚和突出外墙防护网等影响疏散逃生和灭火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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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障碍物的整治工作，推进应急疏散通道常态化综合治理。

2.旅游及体育。重点排查整治 A 级景区最大承载量管控不严，

防拥挤踩踏措施不到位；景区内大型游乐设施、高风险旅游项目

未严格落实验收、年检、风险评估等要求，维护检查不到位、安

全制度措施落实不严格；旅行社在旅游租车、包车行为中未做到

“五不租”，租用或订购的客船产品和服务未持有效的法定证书，

超出许可范围和许可有效期经营，未规范使用安全带、配备救生

衣，违规将未开发开放区域作为旅游产品进行销售或推荐；体育

场所组织体育活动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游泳、攀岩、潜水等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未落实审批、现场监管、持证上岗等要求。

3.自然灾害。加强极端灾害监测预警和安全提示，做好 A 级

景区重点部位雨雪冰冻灾害风险隐患的防范整治，落实好“极端

天气条件关停”制度；深入摸排涉林景区森林火灾风险隐患，强

化冬春森林防火工作，抓好春节等重点时段的管控；强化大雾、

低温、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对旅游交通安全的风险研判，指导

旅行社及时关注气象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正确处置突

发情况，防止交通安全事故和游客滞留事件。

4.大型文旅体活动。加强公共场所人群聚集活动特别是大型

营业性演出、群众性文化活动、体育赛事等大型文旅体活动的安

全监管，严格履行活动报批程序。指导各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健

全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完善突发事件应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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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处置机制，提升防控公共安全、人员踩踏、舞台搭建等风险的

能力。

5.危险作业。聚焦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临时用电、高处作

业、吊装作业、检维修作业等危险作业，重点排查作业人员是否

具备相应资质，是否持证上岗，是否履行作业审批手续，现场监

护管理是否到位，警示标识是否齐全，是否开展安全技术交底，

装备设施是否齐全有效，安全防护措施是否到位，作业流程是否

规范，作业人员是否正确佩戴和使用个人防护用具和用品。同时

结合行业实际，需重点排查发包单位是否审查危险作业承包单位

资质条件，是否签订安全管理合同或协议，书面约定双方安全责

任，是否存在不管不顾、以包代管、“一委了之”、签订免责协

议等突出问题。

6.其他方面。针对冬季气温冷暖起伏显著、发生过程性强降

温可能性大的情况，抓好冬季取暖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防止中

毒窒息事故。深化燃气管道“带病运行”专项治理，重点整治行

业领域内燃气使用场所燃气用具、连接软管、减压阀和燃气泄漏

报警装置、燃气灶熄火保护装置等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擅自拆

除、改装、迁移、暗埋燃气设施和用具等问题。对行业各场所内

大型游乐设施、电梯、锅炉等特种设备和操作人员资质开展安全

治理，督促使用单位及时检测特种设备并开展经常性人员教育培

训和设施设备维护保养。



— 7 —

四、时间步骤

（一）动员发动阶段（2024 年 12 月 20 日前）。结合实际，

制发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职责、细化任务，广泛动员部署。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4 年 12月 21 日至 2025 年 3 月 21

日）。按照工作方案，强化统筹协作，组织相关人员深入一线排

查整治，切实排查发现问题隐患，抓好闭环整改。

（三）总结验收提升（2025 年 3 月 22 日至 3 月 31日）。总

结工作成效，固化经验做法，完善安全风险与隐患排查治理长效

机制，推动全区文化旅游体育行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开展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

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稳定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坚决稳控安全形势、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切实增强责

任感和紧迫感，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严格

按照职责分工，强化组织领导，认真组织实施，加强氛围营造，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扎实做好专项排查整治工作。

（二）精心组织，深入排查整治。要深刻汲取近期全国部分

地区事故和案件教训，对本领域、本单位安全形势进行一次梳理

分析，剖析查找存在的短板不足、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针对风

险隐患特点，制定针对性防范化解措施，实施精准治理、综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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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督促企业严格“日周月”隐患排查制度。监管人员要走出机

关、深入一线排查检查，加强检查力度，用好第三方力量，把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衡量履职的标尺。要坚持严的基调不放松，

积极会同应急、消防、住建、公安、交通、市场监管、规划和自

然资源等部门，严格规范精准执法，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依

法从严查处。

（三）统筹推进，确保工作实效。要把专项排查整治和安全

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防灾减灾救灾固本强基三年行动有关任

务进行有机结合、有序推进。要深化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指

导督促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员工和行业监管人员学

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提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专项排查

整治期间，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依托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信息系统持

续收集各科室、各单位工作情况，并视情开展约谈、警示、提醒，

严肃责任追究，对领导责任不落实、专项排查整治推动不力、不

能发现问题隐患、发现问题隐患得不到及时有效整治和专项排查

整治期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责任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依纪追

责问责。

重庆市九龙坡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12月2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