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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内蒙古包钢钢联

股份有限公司脱硫脱硝环保项目“3·14”

生产性火灾较大事故情况的通报

安委办函〔2022〕2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

国务院安委会各成员单位，有关中央企业：

2022 年 3 月 14 日，内蒙古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集团）下属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包钢钢联）500 万吨/年球团带式焙烧机脱硫脱硝系统

发生火灾，造成 7 人死亡。经初步调查，这是一起责任事故，

因作业人员在安装旋流器固定装置而进行气割作业时，掉落

的切割熔渣点燃可燃材料引发火灾，集中暴露了涉事企业、

相关地方和部门存在的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涉事企业冒险野蛮作业。发生事故的脱硫脱硝项目

采用的是 BOT 合作模式（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均委托给

同一企业进行），甲乙双方分别为包钢钢联下属包钢稀土钢

板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钢联板材）和山东国舜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国舜）。山东国舜在制定检

维修整体作业方案时，通盘考虑谋划不够，当发现作业方案

存在重大缺项、需增加烟道旋流器安装作业时，其制定的临

时补充方案未充分考虑脱硫脱硝系统烟气管道内壁和底部

有大量易燃材料，仅提出配备灭火器、引接消防水等常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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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补救措施，未将使用漏斗防溅装置收集切割熔渣、打磨清

除动火点周围易燃物、物理隔离动火点下方易燃物等必要措

施纳入其中，且实际执行不到位。特别是在未与同一管道系

统内的另外两处作业点有效隔离的情况下进行动火作业，最

终引发火灾，造成相邻作业面人员死亡。

二是现场防灭火措施有缺陷。本次动火作业级别原本是

“一级动火”，因在夜间进行，应提升至“特殊动火”级别，

并制定和落实相应等级的安全防火措施，但山东国舜在现场

作业时仍然按照“一级动火”进行管理。在作业过程中，安

全措施落实不足，现场仅配备 2 具灭火器，且未按作业方案

要求做消防水引接，火灾发生后，不能满足扑火需要。

三是不顾安全抢工期作业。该项目原计划停产检维修时

间为 15 天，在作业过程中山东国舜发现原检修方案存在重

大缺项，临时增加需 5 天以上工期的烟道旋流器安装作业，

但未延长总工期，也未增加作业人员。脱硫系统检维修包含

大量有限空间、动火、高处等危险作业，高处坠落、触电、

中毒窒息等多重危险因素交织存在，但山东国舜只顾利益枉

顾安全，为在既定工期内完成全部检维修作业，在未进行充

分论证的情况下安排动火作业与其他作业同时进行，最终引

发事故。

四是安全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包钢集团和包钢钢联对

下属企业的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层层压实安全管理责任链

条。包钢钢联板材和山东国舜签订的协议中虽明确甲方应对

乙方经营过程中的安全防范措施等实施监管，但在实际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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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包钢钢联板材对山东国舜的检维修作业内容、安全

防范措施等失管失控，对检维修作业方案不审核、不评估安

全风险，一托了之，没有履行好对其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

调、管理，也未定期对项目现场进行安全检查。山东国舜号

称是一家专业化的大气污染治理环保企业，但此次脱硫脱硝

检维修项目现场施工的 121 人中，仅 9 人为正式员工，其余

全部是劳务派遣工，且未进行系统性的安全培训，没有履行

好对劳务派遣人员的安全培训职责。

五是吸取事故教训不认真。3 月 4 日召开的全国安全生

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管工作视频会议，以及近期国务院安委

会办公室印发的关于三起事故有关情况的通报，都明确要求

相关企业和监管部门深刻吸取马钢“2·6”事故和上海外高

桥电厂“2·15”事故教训，认真排查辨识环保设施、工艺

环节外包、检维修等的安全问题，把别人的事故当作自己的

教训抓紧排查，严防小事不治，酿成大祸。但会议结束仅 10

天，包钢钢联板材环保设施在检维修作业时就发生事故，说

明包钢集团和山东国舜没有认真吸取其他企业事故教训，未

按要求对除尘器、脱硫脱硝等环保设施的隐患进行排查治

理；属地监管部门工作部署和监督检查工作不到位；有关方

面未对环保设施在设计、制造、建设、验收、运行等环节严

格把关，把别人的事故当成故事。

为深刻吸取教训，坚决扭转当前钢铁企业和环保设施事

故多发势头，再次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一、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全面落实安全管控措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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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企业要深刻吸取马钢、外高桥电厂和本次事故教训，对

照事故暴露出的问题，结合自身实际，深入排查整改问题隐

患，真正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要提高重点岗位人员，

特别是环保设施相关岗位人员的安全操作能力，组织安全警

示教育培训，从源头上堵塞漏洞，切不可“好了伤疤忘了疼”、

屡屡重蹈覆辙。要充分辨识作业过程中的各类安全风险，提

出针对性安全应对措施，将事前预防和事后补救措施一并纳

入其中，不仅有“安全气囊”，也要有“紧急刹车”。要加强

对高风险作业的现场安全监护，严格作业审批制度，落实危

险因素应对措施，配齐配强应急处置装备，严防将应对措施

挂在墙上、留在纸上、停在嘴上。

二、进一步将各方责任落实落细落到位。各企业要按照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加强对承包、承租单位安

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调、管理，严格履行协议中约定的各方

安全生产职责，严防安全管理边界出现“真空地带”，严禁

以信任代替安全监督、以既往业绩代替安全管理。各企业总

部和上级公司要健全完善安全管理机制，层层压实各级子

（分）公司、派出机构的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防安全管理

层层变弱、层层放松。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挥综合监

管部门作用，会同有关监管部门，有效运用关闭整顿、失信

联合惩戒、约谈曝光等手段，紧紧抓住企业主要负责人这个

“关键少数”，扎实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各有

关部门要按照“三必须”的要求，各负其责，把安全生产作

为行业领域管理的重要内容，依法依规实施监督管理，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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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起行业管理责任。

三、强化检维修作业安全管理。各企业要加强对检维修、

外委外包作业的安全管理，全面辨识各环节主要安全风险，

科学制定检维修计划。临时增加作业内容需严格履行审批手

续，要充分论证临时新增作业对现有检维修作业造成的安全

影响、是否具备并行作业条件等，严禁只加工作，不加安全

管理。要梳理劳务派遣人员数量和从事工作，严格执行用工

范围和用工比例规定，严格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切实做

到先培训后上岗，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持证上岗。各级

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企业检维修作业的督导检查和指导

服务，以强督导、严执法推动各方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落实。

四、突出抓好环保设施安全排查。各企业要全面摸排本

企业设置除尘器、脱硫脱硝等环保设施情况，对 BOT、全托

管运营、外委作业等不同合作模式项目的安全管理情况进行

全面梳理。一要突出全覆盖，认真梳理尚在执行期内的各类

业务合同情况，摸清项目种类、规模、相关单位情况等基本

信息，建立清单台账；二要突出再排查，对执行期内的项目

进行一次全面体检，依法明确各方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严

禁以包代管、违法分包转包；三要突出零容忍，对发现的突

出问题，特别是对高风险作业的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作业

审批制度不落实，作业现场监护流于形式等，要坚决清退出

场，绝不容忍。有关部门要强化对除尘器、脱硫脱硝等环保

设施密集企业的重点督查，细致梳理 BOT 模式、全托管运营

模式服务本行政区域内环保设施项目情况，摸清底数，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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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逐一排查山东国舜和其他类似运营商在本行政区域内环

保设施运营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对责任不落实、存在违法

行为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和问责。

请各级安委会办公室将相关情况通报至各环保设施使

用、设计、建设、运营企业。请各省级安委会办公室将属地

企业排查台账和相关工作落实情况于 2022 年 5月 15 日前送

应急管理部安全执法和工贸监管局。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