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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

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工作部署，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印发通知，要求各有关省（区、市）安全

生产委员会集中一个月时间，组织开展对近 5 年 120 起重大

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回头看”工作。现将有关

情况通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各省（区、市）接到任务部署后，高度重视，浙江等省

份政府主要负责人亲自批示落实，省级安委会迅速行动，结

合本地实际制定“回头看”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任务、细

化分工、压实责任，积极调动省级安委会成员单位力量，主

动邀请纪检监察机关参与，确保了“回头看”工作顺利实施。

各地“回头看”工作组分别到事故发生地、事故责任单位所

在地，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核查、个别谈话等方

式，对照事故调查报告，对整改措施落实、事故教训汲取和

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建立以及行政处罚、公职人员追责问责、

涉嫌刑事犯罪人员处理等情况进行核查检查，随机抽查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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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企业。截至 2020 年 9 月底，“回头看”工作涉及的 28个

省（区、市）全部完成现场评估工作。截至 10 月下旬，相

关地方全部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报送了本地区“回头看”

工作报告。 

总体看，各地党委和政府结合重大事故教训吸取和整改

措施落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

述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政治责任，坚决守住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不可

逾越的红线，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能力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

好。河北、辽宁、江苏、四川等地还以本次“回头看”为契

机，主动延伸工作，同步部署开展了较大事故、一般事故整

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扩大了“回头看”工作效果。同

时，各地通过“回头看”共发现了工作落实中的 293 项具体

问题，有针对性提出了 399项工作建议。 

二、“回头看”工作效果 

一是推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各地提高政

治站位，以本次“回头看”工作为抓手，把推动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作为“回头看”工作重要任务，着

重检查事故发生地区是否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领导干

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部门“三个必须”落实情况、

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等情况，有力督促了地方党委政府和各类

企业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真正入脑入心、切实深入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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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二是及时发现并交办整改一批具体问题。通过“回头

看”，各地重新检视工作落实成效，对于事故整改措施落实

不严不细不到位的具体问题，以“点对点”方式向有关地区

部门及时反馈，如四川省在“回头看”现场核查结束后，省

安委会办公室第一时间向宜宾市、达州市、泸州市等地市安

委会进行了反馈，要求对发现的问题限期完成整改。山东、

福建、黑龙江等地也就“回头看”发现的问题及时与相关地

方政府和部门交换意见，督促落实整改，及时纠正堵塞缺漏。 

三是查找出安全生产面上的差距和不足。“回头看”对

相关地方安全生产工作整体状态作了“透视体检”，查找出

了面上存在的差距不足、工作痛点。如，天津、河南等地紧

盯交通、煤矿、建筑施工、危化品、消防、物流仓储等行业

领域，深入检查评估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的安全

生产责任措施落实情况，一批诸如隐患排查工作长效机制不

健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严不细、部门监管合力不够、基

层事故调查力量薄弱等突出典型问题“水落石出”，安全生

产工作中的短板弱项得以显露。 

四是促进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水平提高。各地结合“回头

看”工作，系统梳理了追究刑事责任人员判决情况、跨地区

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整改措施针对性可操作性情况

等方面问题，深入分析导致事故整改措施落实不到位、责任

追究不规范的原因，找到了强化刑事司法和行政执行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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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跨地区事故联合调查和问责机制建设、规范事故调查程

序压缩办案时间等加强和改进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目标方

向，提高了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水平。 

三、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着力解决突出矛盾问题方面。 

一是安全发展理念不牢。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生命

重于泰山，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安全生产摆到重要位置，

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绝不能只重发展不顾安全。“回头看”

发现，部分地区仍存在安全发展理念不牢、重经济轻安全的

思想，一些地方政府、监管部门重经济发展、放松安全的倾

向有所抬头，如辽宁省个别地方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存在对

事故责任企业“关心照顾”、事故整改措施落实降低标准或

要求不高的情况，有的企业整改措施未落实到位即准许投入

生产经营。有的地方党委政府及部门对安全生产重视不够，

严不起来、落不下去，没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短时间内重

蹈覆辙，如山西省间隔 33天接连发生临汾襄汾“8·29”农

村饭店坍塌事故、太原“10·1”火灾事故两起重大事故，

体现出相关地区没有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真正放在心上、

落到实处，举一反三抓防范重大安全风险的思想认识、工作

站位和安全红线意识仍需进一步提高。 

二是“三个必须”落实不到位。部分地区行业监管部门

对“三个必须”认识和落实上有偏差，存在安全监管盲区死

角，如天津在“回头看”中发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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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30 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 300 ㎡以下的既有建筑物改建

装修以不需备案为由，不纳入行业监管。有的部门落实监管

责任不动真碰硬，回避矛盾，如浙江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黑龙江省鸡西市自然资源部门存在未按事故调查报告要求

落实行政处罚问题，相关单位至今未受相应处理。有的地区

跨部门协作配合、联合监管执法、信息数据交换共享不够等

一些老大难问题长期难以突破解决，如浙江省水上安全监管

中港航、渔政、海事、海警等部门缺少联合执法；部分地区

交通部门和公安交管部门信息共享不畅等问题比较突出。 

三是审批许可把关不严、日常监管宽松软。多起重大事

故出现相关部门审批许可把关层层失守情况。如，福建泉州

欣佳酒店“3·7”重大坍塌事故中，多个审批部门审不出造

假材料，几个部门许可审查挡不住一个没有“准生证”的违

法建设项目，酿成 29 人死亡的事故；造成 29 人死亡的山西

襄汾“8·29”农村饭店坍塌事故，该饭店未经审批多次违

法占地、违法建设。监管不到位、执法宽松软也是一大顽疾，

如，2020 年 4 月 15 日，吉林松原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

12 人死亡，但从地方政府到监管执法部门都没有引起高度重

视，对货车载人重大风险隐患长期视而不见、放任不管，直

至 10 月 4日又发生货车载人同类重大交通事故，造成 18人

死亡；四川省宜宾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对当事人拒绝履行处

罚决定束手无策；造成恶劣影响的 2019 年湖南省浏阳市碧

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12·4”重大爆炸事故处罚中，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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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至评估时仍未吊销事故单位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四是安全风险隐患突出、安全管理基础不牢。通过对各

地“回头看”情况初步分析发现，多地高危行业领域固有风

险隐患突出，交通、煤矿、建筑施工、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

故易发多发，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没有压紧压实，安全基

础不牢。如河北省在衡水市 2019年“4·25”施工升降机轿

厢坠落重大事故后，加大建筑施工领域专项治理，但 2020

年 1 至 8 月，全省建筑业仍发生事故 19起、死亡 24 人，占

同期工矿商贸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的 52.8%、57.1%；四川省

宜宾市 2019 年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 5起，死亡 17 人，同

比分别上升 400%、466.7%；江西全省非煤矿山 96%以上为小

型矿山，尾矿库 368 座，其中“头顶库”57座，待闭库销号

尾矿库数量较大、情况复杂；省内小煤矿、小化工安全投入

不足、安全管理水平低。上述问题虽然出现在各个“点”上，

但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深入研判分析全国“面”上的趋势规

律，以进一步防范化解风险、稳定安全生产局面。 

（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方面。 

一是跨部门工作衔接协调不顺畅。在多起重大事故责任

追究、行政处罚中，政府与司法机关协调落实工作不顺畅，

跨省工作衔接不够等问题突出，存在公安机关抓捕后诉不出

去、检察机关诉了法院判不下来的问题。如，福建漳州 2015

年“4·6”爆炸着火事故和 2016 年“12·20”商渔船碰撞

事故，有关部门意见不一，几年不见结果；有的重大事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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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未邀请外省参加、未进行工作协调，报告的处罚建议却指

定外省行政机关实施处罚，致使事故结案后有关人员责任追

究长期难以落地，严重影响了事故调查处理的严肃性和权威

性。 

二是事故调查工作力量不足、质量不高问题突出。当前，

基层事故调查机构不全、力量不足、专业人才缺乏、工作水

平不高的情况比较普遍，致使事故原因调查分析不清晰不透

彻，性质判定把握不准确，重问责轻教训吸取、轻防范整改，

有的事故调查报告建议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不当，甚至出现

违法违规问题。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认真组织开展整改工作。各地要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

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按照《国务

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回头看”工作的通知》要求，向社会公开评估情

况，接受社会监督；对发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严肃整改、一

抓到底，决不能轻轻放过，再拖成陈年旧账。特别是事故调

查报告明确要求整改未落实的问题、仍然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的问题要登记上账，逐一查明未落实原因，对应拿出解决问

题的措施办法，坚决整改、闭环消号。对落实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整改措施严重不负责任、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规严肃

追责问责。各省级安全生产委员会要加强工作调度和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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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要全面分析“回头看”工作情况，举一反三剖析深层次问题，

对高危行业领域固有风险不能片刻疏忽，防范化解重大安全

风险不能丝毫松懈，要抓住本地区安全生产主要矛盾、突出

问题、重大隐患，深入细致排查风险，彻底根治重大问题隐

患，对发现的立法滞后、部门联动不够、监管疏漏等问题，

要紧密结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任务狠抓落实，研究

建立长效机制，全力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红线。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