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县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森林防火指挥部、减灾救灾委员会，市

安全生产委员会、森林防火指挥部、减灾救灾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3 月 30 日，T179次旅客列车行驶期间突遇山体滑坡发生脱

轨，造成 1人遇难、4人重伤。同日，四川凉山州西昌市发生一

起森林火灾，造成 19名扑火人员牺牲、3人受伤。4 月 2日，省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省减

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深刻汲取事故教训 切实加强安

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皖安办明电〔2020〕7 号），传达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事故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锦

斌书记、李国英省长批示要求，提出安全防范措施。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沈强，市长张孝成分

别作出批示，要求对安全生产及各类风险防控工作再部署、再排

查，坚决消除事故隐患，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当前，清明、春汛临近，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为深刻汲

取事故教训，切实做好全市安全防范工作，现提出以下要求，请

结合皖安办明电〔2020〕7 号文件一并贯彻落实。 

一、以案为鉴，持续加强铁路运输、森林火灾安全防范工作。

立即开展铁路安全专项排查治理工作。铁路部门要加强铁路沿线

巡查巡护，对铁路沿线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全覆盖排查，加强列

车运行过程安全防范，遇有危急情况及时果断采取措施。各县区

要会同自然资源、水利、应急、气象等有关部门，督促落实安全

防范和防灾减灾措施。铁路部门要会同当地政府、铁路公安等部

门，开展联合执法，依法严厉打击铁路地界红线内的违法建筑、

违法侵占、违法经营行为和线路安全保护区范围内乱耕、乱建、

乱采、乱挖等诱发地质灾害的活动，坚决整治易燃易爆等突出隐

患。要推行高铁“双段长”工作制，建立健全有关政府部门、铁

路公安机关和铁路部门有效联动的铁路外部环境安全综合治理

工作长效机制。认真做好森林防灭火各项工作。要开展宣传教育，

充分利用新媒体手段发送森林火灾风险警示和防范常识，引导文

明祭扫。要严格野外火源管控，压实巡查检查责任，安排部署乡



 

镇、村居负责干部点对点护林设卡。要加强应急保障准备，备足

备齐灭火物资装备，提升森林防火基础建设水平。要落实好“生

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则，坚决防止盲目指挥、冒险扑救，坚

决避免出现人员伤亡。 

 二、严密部署，切实做好突发自然灾害应对工作  

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发布雨情、水情、

汛情。要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抗大灾各项准备，层层压实自然

灾害防范应对责任。加强防汛抢险救援物资储备和经费安排，组

织开展汛前检查，落实隐患整改责任，强化涉水在建工程度汛安

全监管，加强队伍建设，组织开展分级培训，持续提升应对自然

灾害能力。统一发布灾情信息和救灾工作情况，回应社会关切和

媒体舆论。 

 三、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  

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 2020 年市安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部署要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推进安全生产三年

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做到目标、措施、时限、责任、资金“五落

实”。紧盯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煤矿和非煤矿山、消防、建

筑施工领域，强化工贸金属冶炼、粉尘涉爆、有限空间作业等重

点部位环节的安全治理，对水上运输、铁路、特种设备、渔业船

舶等行业领域开展针对性安全整治，严防事故发生。 

 四、强化值守，全面提升应急能力 

要深入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



 

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系统思考，统筹谋划，充分发挥应急管

理部门的综合优势和各相关部门的专业优势，衔接好“防”和“救”

的责任链条，不断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补齐救援装备落后

短板。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和 24 小时专人值班制度，

遇有突发事件或重要紧急情况及时请示报告并第一时间采取有

效措施应对处置，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淮南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淮南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淮南市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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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政法委，各县区应急管理局（安监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