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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企业老旧装置安全风险防控专项整治工作
实施方案等 7 个工作实施方案工作任务推进表

序

号
方案名称 重点任务

分

序

号

工作任务 完成时间 责任单位 牵头部门

一

危险化学

品生产使

用企业老

旧装置安

全风险防

控专项整

治工作实

施方案

摸清底数 1 企业登录危化品登记系统企业端，录入老旧装置信息。 3月底 各有关企业

区应急局

对标自评 2

各有关企业主要负责人组织安全、工艺、设备、仪表等专业技术人

员，按照相关要求 对涉及的老旧装置开展自查评估，形成老旧装置

安全风险评估台账，确定安全风险等级，建立“一装置一策”方案。

3月底 各有关企业

深度评估 3

配合上级应急部门会同工信、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组织专家，对

照企业自评结果，按照相关要求开展深度评估，核定老旧装置安全

风险等级，督促有关企业建立“一装置一策”方案，确定淘汰退出、

改造提升、严格管控措施。

6月底

区应急局、区经发局、

区住建局、区市场监

管局、各有关企业

分类整治
4 各有关企业按照“一装置一策”整改方案完成淘汰退出。 9月底 各有关企业

5 各有关企业按照“一装置一策”整改方案完成改造提升。 12 月底 各有关企业

执法检查 6
配合上级应急部门会同工信、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组织对辖区内

老旧装置开展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执法检查。
11 月底

区应急局、区工信局、

区住建局、区市场监

管局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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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方案名称 重点任务

分

序

号

工作任务 完成时间 责任单位 牵头部门

二

化工园区

安全整治

提升工作

实施方案

全面复核化工园区

安全风险评估等级

7
化工园区对照应急部《化工园区安全风险评估表》和“十有两禁”

标准完成自评，形成问题清单，报区应急局。
3月底 滨江经济开发区

化工园（集

中） 区牵

头，各部门

按照 职责

分工负责

8

配合省应急厅组织开展化工园区安全风险等级复核，对安全风险评

估等级复核确认为高安全风险、较高安全风险的，通报当地人民政

府。

按照省应

急厅工作

安排

区应急局

开展“十有”提升

9
化工园区按照要求完善总体规划和产业规划，健全安全管理机构与

管理制度，明确“四至”范围，划定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
12 月底 滨江经济开发区

10

化工园区高标准完成公用工程、特勤消防站、危险化学品车辆专用

停车场、封闭化管理、实训基地、公共事故废水应急池等重点工程

建成投用。

12 月底 滨江经济开发区

11
化工园区按照《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建设指南（试

行）》，完成智慧园区建设。
12 月底 滨江经济开发区

实施“两禁”整治

12
化工园区将“禁限控”目录和项目安全准入条件，报上级发改、工

信、应急部门。
3月底 滨江经济开发区

13

对园区内有居民居住、化工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防护距离不

足的化工园区，应急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督促滨江经济开发区制定整

治方案，明确搬迁改造、危险化学品减量等防控措施并限期实施。

6月底
区应急局等部门、

滨江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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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方案名称 重点任务

分

序

号

工作任务 完成时间 责任单位 牵头部门

二

化工园区

安全整治

提升工作

实施方案

开展专家

指导服务

14
对化工园区开展专家指导服务，推动化工园区完善实施“一园一策”

整治提升方案。
12 月底 区应急局

化工园（集

中） 区牵

头，各部门

按照 职责

分工负责

15
督促化工园区按照专家指导服务发现的问题，形成“一园一策”整

治方案，目标化、节点化、责任化推进整改，并组织专家进行核查。
12 月底

区应急局、滨江经济

开发区

加强安全

监管力量
16

化工园区配备不少于 10 名专职危险化学品监管人员，专业监管人员

配比不低于专职人员 75%。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超过 20 家的，

专业监管人员原则上不少于 10 人；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超过 40

家的，专业监管人员原则上不少于 15 人；涉及有毒、剧毒气体和爆

炸物，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大危险源的化工园区，应增加专

业监管人员。专业监管人员应具有化工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或者相关行业领域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二级（技师）以上职业

资格，或者注册安全工程师等职业资格，或者在化工企业一线从事

生产或安全管理 10 年及以上。化工园区应配备具有化工专业背景的

负责人。

12 月底 滨江经济开发区

落实动态

调整机制
17

配合省应急厅组织对复核确认为高安全风险、较高安全风险等级的

化工园区再次进行复核。
12 月底 区应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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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方案名称 重点任务

分

序

号

工作任务 完成时间 责任单位 牵头部门

三

油气长输

管道安全

风险专项

治理工作

实施方案

全面整治

外部隐患

18 将属地油气长输管道企业名单上报市安委会。 3月 5日 区安委会

各级 安委

会、区经发

局、市场监

管 局等 部

门按 照油

气输 送管

道安 全生

产专 业委

员会 成员

单位 主要

工作 职责

及油 气输

送管 道企

业管 道保

护责 任清

单职 责分

工负责

19
各油气长输管道企业对管道占压、间距不足、不满足标准规范要求

的交叉穿越等隐患情况建立管道外部隐患清单，报送区经发局。
3月底

各油气长输管道

企业、区经发局

20

对管道占压、间距不足、不满足标准规范要求的交叉穿越等隐患情

况全覆盖检查，确定没有整治到位的管道外部隐患清单，报送市发

改委，录入国家油气管道地理信息系统。

4月底

各油气长输管道

企业、各级安委会、

区经发局

21 组织督促相关油气长输管道企业完成全部管道外部隐患整治。 10 月底
各级安委会、相关油

气长输管道企业

22
配合上级部门组织对管道外部隐患多、整治任务重的地区进行抽查，

检查管道外部隐患是否及时整治到位。
11 月底 区经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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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方案名称 重点任务

分

序

号

工作任务 完成时间 责任单位 牵头部门

三

油气长输

管道安全

风险专项

治理工作

实施方案

管道本体隐患

排查治理

23

各油气长输管道企业参照《基于风险的油气管道安全隐患分级导则》

（GB/T34346-2017），全面梳理通过管道内外检测等方式排查发现

的管道本体及其附属设施隐患，形成隐患清单，由区市场监管局汇

总后，报送市市场监管局，录入国家油气管道地理信息系统。

4月底
各油气长输管道

企业、区市场监管局
各级 安委

会、区经发

局、市场监

管 局等 部

门按 照油

气输 送管

道安 全生

产专 业委

员会 成员

单位 主要

工作 职责

及油 气输

送管 道企

业管 道保

护责 任清

单职 责分

工负责

24

督促油气长输管道企业对局部腐蚀减薄、管体几何变形等较大及以

下隐患并形成清单及时采取加强腐蚀防护、补强、换管等治理措施，

对问题隐患集中管段等重大隐患及时进行更新改造。

10 月底
各油气长输管道

企业、区市场监管局

建立高风险区域安

全风险管控联动工

作机制

25

各油气长输管道企业按照《油气输送管道完整性管理规范》

（GB32167-2015），参照《油气管道地质灾害风险管理技术规范》

（SY/T6828-2017）等标准，全面识别确定高风险区域，形成高风险

区域清单，逐一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并制定完善“一区一案”，区安

委会汇总报送市安委会。

8月底
各油气长输管道

企业、各级安委会

26
各地对本地区每一处高风险区域，明确责任部门，与油气长输管道

企业建立日常联防联控、定期会商研判和协同应急处置工作机制。
10 月底

滨开区、各镇（街道）、

油气长输管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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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方案名称 重点任务

分

序

号

工作任务 完成时间 责任单位 牵头部门

四

危险化学

品企业双

重预防机

制数字化

建设工作

实施方案

推广试点

经验做法
27

参加省厅组织召开的全省危化品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现场

推进会，推广试点工作经验。
6月底 区应急局

区应急局

强化工作统筹

28
运用《江苏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数据标准规

范》，指导企业开展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工作。
4月底 区应急局

29 制定实施计划，组织辖区内企业具体实施。 4月底 区应急局

30 配合省应急厅按照企业主体、整市推进的方式，制定实施计划。 4月底 区应急局、有关企业

31

配合省应急厅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人员和一、二级重大危险源企

业相关人员培训，配合市应急局对三、四级重大危险源企业相关人

员培训。

按照上级

应急部门

工作安排

区应急局

32
选取安全管理基础好、信息化水平高的企业，优先建设，重点突破，

形成示范。
6月底 区应急局

33 所有重大危险源企业完成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 9月底 有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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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方案名称 重点任务

分

序

号

工作任务 完成时间 责任单位 牵头部门

四

危险化学

品企业双

重预防机

制数字化

建设工作

实施方案

强化工作统筹

34
组织开展学习观摩和对口交流，发挥典型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提

高建设效率和质量。
6月底 区应急局

区应急局

35

配合上级应急部门组织专家和服务机构，选取重大危险源企业对双

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情况进行指导服务，对企业运行质效进行评

估分级。

11 月底 区应急局

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

36
建立主要负责人亲自抓、职工全员参与的工作推进机制，组建工作

专班，确保按期完成建设任务。
2月底 有关企业

37
对照《危险化学品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工作指南（试行）》

要求，结合企业现行管理体系，制定工作实施方案。
2月底 有关企业

38
组织专题培训，完善管理制度，全员全过程开展风险辨识，制定分

级管控措施，明确隐患排查治理任务。
6月底 有关企业

39
建立完善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考核机制，与员工安全绩效和工资薪酬

挂钩，严格考核兑现。
6月底 有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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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方案名称 重点任务

分

序

号

工作任务 完成时间 责任单位 牵头部门

四

危险化学

品企业双

重预防机

制数字化

建设工作

实施方案

完善信息化系统

40

按照数据交换规范要求，企业在“五位一体”信息化平台上升级改

造双重预防机制信息化系统模块，提高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运

行效果。

6月底 有关企业

区应急局

41

配合省应急厅在危化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二期）中开发

双重预防机制模块（政府端），化工园区同步开发双重预防机制模

块。

12 月底
区应急局、滨江经济

开发区

42
按照数据交换规范，统筹对接企业端和政府端数据，将危化品重大

危险源企业“五位一体”信息化系统数据接入省应急厅。
12 月底 区应急局

构建长效

运行机制

43

企业按照有关标准对建设运行效果进行评估，确定质效水平等级，

持续完善改进。配合市应急局组织专家复核企业评估结果，提出持

续提升建议。

11 月底 有关企业、区应急局

44
把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运行情况与安全生产许可证换证、新建项目审

查、日常行政执法、评先评优考核相结合。
持续推进 区应急局

45

将企业风险分析完成率、排查任务完成率、隐患整改率等双重预防

机制运行效果指标纳入危化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预警模

型。

9月底 区应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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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方案名称 重点任务

分

序

号

工作任务 完成时间 责任单位 牵头部门

五

危险化学

品登记综

合服务系

统升级改

造和推广

应用专项

工作实施

方案

部署推广

新版系统
46

学习《新版系统应急部门应用操作手册》《新版系统登记企业应用

操作手册》《新版系统推广应用常见问题解答》，指导化工园区、

企业推广应用新版系统；参加危化品安全监管人员、系统管理员和

信息审核员培训。组织培训企业有关信息填报人员。

3月底 区应急局

区应急局

摸清底数 47
对照《化工、医药企业安全生产信息登记的行业范围》目录，摸清

全区底数，形成清单。
3月底 区应急局

审核更新生产、进

口企业

登记信息

48

对已登记的危险化学品生产、进口企业，按照企业更新补录、应急

部门初审、省登记办复审、部登记中心入库的程序，全面核准更新

登记信息。

8月底 有关企业、区应急局

49
对新登记、变更和复核换证的危险化学品生产、进口企业，按照企

业申请、省登记办审核、部登记中心审批的程序实施登记。
8月底 有关企业

50

生产企业按要求填报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和高安全风险岗位操作人员

安全资质达标信息，应急部门审核入库，实施不达标人员实名制管

理。

8月底 有关企业、区应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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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方案名称 重点任务

分

序

号

工作任务 完成时间 责任单位 牵头部门

五

危险化学

品登记综

合服务系

统升级改

造和推广

应用专项

工作实施

方案

开展化工、医药

企业安全生产信息

登记

51
按照企业填报信息、应急部门初审、省登记办复审、部登记中心入

库的程序，建立基本信息数据库。
8月底 有关企业、区应急局

区应急局

52

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大危险源的化工、医药企业，按要

求填报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和高安全风险岗位操作人员安全资质达标

信息，应急部门审核入库，实施不达标人员实名制管理。

8月底 有关企业、区应急局

推行“一企一品一

码”管理

53
督促危险化学品生产、进口企业更新核准“一书一签”，通过新版

系统生成“一企一品一码”。
12 月底 有关企业、区应急局

54 推动企业在危险化学品内外包装上印刷或粘贴安全信息码。 12 月底 有关企业、区应急局

55
协调交通运输等部门试点推进“一企一品一码”与危险货物电子运

单二维码数据对接等场景应用。
12 月底

区应急、交通运输等

部门

深化新版

系统应用
56 企业应用新版系统登记时，填报化工园区数据项。 8月底 有关企业

工作验收 57 配合完成总结验收。 10 月底 区应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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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方案名称 重点任务

分

序

号

工作任务 完成时间 责任单位 牵头部门

六

高危细分

领域安全

风险专项

治理工作

实施方案

苯乙烯企业专项

治理

58
苯乙烯企业对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指南开展自查自改，形成问题隐

患和整改措施“两个清单”，制定“一企一策”整治提升方案。
3月15日 有关企业

59
配合上级应急部门组织行业专家对苯乙烯企业开展现场专家指导服

务，召开隐患问题反馈培训会，指导企业举一反三落实整改措施。

按照上级

应急部门

工作安排

区应急局

重点监管危险化工

工艺企业全流程自

动化改造示范

60

按照《江苏省重点化工企业全流程自动化控制改造验收规范（试

行）》，完成全市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化工、医药生产企业的

全流程自动化控制改造验收。

9月底 区应急局、有关企业

建立健全高危细分

领域安全风险防控

长效机制

61

企业应健全完善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对照高危细分领域安

全风险隐患排查指南，每年开展一次常规性全面排查，重要时段进

行专项排查。

持续推进 有关企业

62
配合上级应急部门组织同类企业健全完善安全技术和管理经验定期

交流机制或企业间定期交流互助制度，共同提升安全风险防控能力。
12 月底 区应急局、有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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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方案名称 重点任务

分

序

号

工作任务 完成时间 责任单位 牵头部门

六

高危细分

领域安全

风险专项

治理工作

实施方案

建立健全高危细分

领域安全风险防控

长效机制

63
健全完善高危细分领域企业重点监管机制，将其作为年度执法检查

重点对象。
持续推进 区应急局

强化企业责任

64

企业主要负责人亲自组织实施，及时将隐患自查问题清单、整改措

施清单、自评报告和监管部门督导核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录入省危险

化学品行政许可和安全监管系统。

即时录入 有关企业

65
严格履行安全监管责任，通过组织核查、督导、执法等形式，督促

企业落实责任。同时加强正面宣传，突出反面曝光。
12 月底 区应急局

66 建立企业问题整改工作督办制度，对重大隐患实行挂牌督办。 即时挂牌 区应急局

七

危险化学

品企业工

伤预防能

力提升培

训工程

编制培训教材 67
参照《危险化学品企业工伤预防能力提升通用培训大纲》确定培训

内容，指导完善培训教材。
4月底 区应急局

区应急局

强化培训提升 68 完成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制“三类人员”的全覆盖培训。 12 月底 区应急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