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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政办发〔2021〕52 号

武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全市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甘肃（武威）

国际陆港管委会、武威工业园区管委会：

《全市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领

导同志同意，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武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7月 6日

武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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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工作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

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和市委、市

政府相关会议精神，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各类火灾事故教训，全力

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社会大局稳定，决定在全市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一、工作目标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的重

要论述及指示精神，结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和“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要求，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

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

共管、失职追责的总要求，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及

时消除隐患、化解风险，坚决防范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全力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二、排查整治时间

2021年 7月 10日至 9月 20日。

三、排查整治范围

主要检查以下 7类场所和单位：1.易燃易爆及危化企业；2.

高层建筑、地下建筑、住宅小区；3.宾馆饭店、商场市场、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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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公共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区域；4.革命文物建筑、博物馆

等文博单位；5.仓储物流、工业企业；6.校外培训机构、沿街门

店、家庭作坊、快递收发点等“三合一”“多合一”场所；7.城乡结

合部、“城中村”、乡镇主街道。

四、排查整治重点

重点排查以下 11个方面的消防安全隐患：1.消防设施器材

安装配备和完好有效情况；2.建筑防火分隔、平面布置情况；3.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车道保持畅通情况；4.燃气用具、电

器设备线路规范敷设使用情况；5.违规住宿、违章用火用电情况；

6.消防控制室值班落实情况；7.消防物联网、消防维保运行和实

施情况；8.防火巡查、防火检查和培训演练落实情况；9.电动自

行车违规充电、住宅楼四周及楼梯间堆放杂物整治清理情况；10.

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1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竣工验收

消防备案和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情况。

五、任务分工

1.各县区政府负责组织乡镇街道、行业部门针对辖区消防安

全隐患问题进行排查整治。

2.教育部门负责排查整治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

消防安全隐患问题，督促开展消防宣传和培训教育。

3.公安机关督促公安派出所落实消防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排

查整治辖区“九小场所”消防安全隐患问题。

4.民政部门负责排查整治社会福利、特困人员供养、救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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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婚姻、殡葬、养老等民政服务机构消防

安全隐患问题。

5.商务部门负责排查整治商场市场和商贸流通领域消防安

全隐患问题。

6.文体广电旅游部门负责排查整治网吧、酒吧、歌舞厅、游

艺厅、卡拉 OK厅、演艺中心等公共娱乐场所及星级宾馆饭店、

文物建筑、革命文物建筑、博物馆（含纪念馆）、广播电视机构、

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等领域的消防安全隐患问题。

7.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排查整治医疗卫生机构消防安全隐患

问题。

8.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排查整治生产、流通领域消防产品、电

动自行车（摩托车）、电气产品质量等消防安全隐患问题，依法

督促特种设备制造单位加强特种设备生产过程中的消防安全管理。

9.住建部门负责排查整治纳入住房和城乡主管部门监管的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以及保障性住房消防安

全隐患问题。

10.国资部门负责排查整治纳入监管范围的国有企业消防安

全隐患问题。

11.人社部门负责排查整治监管和审批的各类职业培训学校

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并督促培训学校将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知识

纳入职业培训内容。

12.工信部门负责排查整治工业企业消防安全隐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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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银监部门负责排查整治银行、金融领域消防安全隐患问题。

14.宗教部门负责排查整治宗教场所消防安全隐患问题。

15.消防救援机构负责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一般单

位以及高层地下建筑、易燃易爆、危化企业等消防安全隐患问题。

16.乡镇街道负责排查整治辖区内住宅小区、老旧住宅楼、

沿街门店、家庭作坊、快递收发点等“三合一”“多合一”场所以及

城乡结合部、“城中村”、乡镇主街道等消防安全隐患问题。

17.其他行业部门按照行业监管职责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

六、工作步骤

（一）安排部署阶段（7 月 15 日前）。各县区、各部门结

合工作实际，制定排查整治计划，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消防

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二）排查整治阶段（8 月 20 日前）。各县区、各部门按照

工作职责分工，针对本辖区、本领域消防安全隐患问题，认真组

织排查整治。从 7月 19日开始，每周一报送 1次《消防安全大

排查大整治行动问题隐患清单》，每次报送在上周的基础上累加

统计。各县区及所属行业部门问题清单由县区消防救援大队统计

报送，市直行业部门问题清单直接报送，统一报送至市消防救援

支队防火监督科。对未按时上报的单位进行通报。

（三）县区抽查验收（9 月 5 日前）。各县区政府成立抽查

验收组，对各乡镇街道、行业部门排查整治情况进行抽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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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检查各类场所是否排查到位，隐患问题是否整改到位，工作

职责是否落实到位。

（四）专项督导检查（9 月 20 日前）。市政府将组织专项督

导检查组，对各县区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

导检查。督导检查情况以及问题隐患清单整改落实情况专题报告

市政府。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各县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消防安全红线意识。要按照“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明确政府及有

关部门具体职责分工、工作措施，进一步健全消防安全责任制，

强化党委、政府和部门监管责任落实，切实提高公共消防安全水平。

（二）强化协作，形成合力。各县区各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

联合组织检查、督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情况通报、联合查处、

案件移送机制，对发现的问题要联合调查、追根溯源、一查到底，

对违法行为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切实形成执法合力。

（三）强化督查，落实责任。各县区要加强对本辖区消防安

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的督导检查，对工作不落实、措施不得力的，

要及时发出建议函、督办单，督促落实整改措施；对工作走形式、

隐患未消除导致发生火灾的，要对相关单位和个人严肃问责；对

发生较大以上亡人火灾事故的，坚决依法从严追究有关单位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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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责任。

各县区、各部门于 9月 20日前将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

动工作总结报送市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科。

联系人：吕玉乾，电话：6182317（传真）、19993560607

电子邮箱：wwsxwh@163.com

附件：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问题隐患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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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武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7月 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