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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西县应急管理局
2020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年度监

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政法

〔2017〕150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的意见》（原省安监局冀安监管办〔2017〕251 号）以及《国

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的意见》的要求，参照《邢台市应急管理局 2020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结合县应急管理局执法力量、

监管任务、生产经营单位状况等因素，编制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

立安全发展，生命至上的理念，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市委九届七次会议精神，扎实落实上级和县委县政府安全生

产决策部署，全面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能力和水平，通过

强化监督检查力度，提高行政执法效能，督促企业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重生产安全事故，实现“不出事，

再出彩”，为建设经济强县提供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二、工作目标和任务

（一）工作目标。通过强化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督促各

生产经营单位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我县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主要任务。采取重点检查与“双随机一公开”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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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相结合的方式，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全面排查和治理各类安

全隐患，深入落实“双控”机制建设，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章生产经营行为，强化治本攻

坚；着力加强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工作，不断提升安全保障能

力和安全监管能力。

三、工作日安排

目前，县局机关及监察大队在册人员 25 人，实际纳入

行政执法人员计算 7 人，其中危化股 2 人、监察股 2 人、应

急中心 1 人，监察大队 2 人。

2020 年全年共 366 天，52 周，双休日 104 天，元旦、

春节、五一、端午、国庆等法定假日共计 13 天。国家法定

工作日=366-117=249（天）。

（二）执法工作天数：考虑到实际情况，执法工作日系

数确定为 0.8。249*7*0.8=1395 天

四、直接监管及重点监管的生产经营单位

县应急管理局直接监管及重点监管的的化工企业 1 家，

加油站 21 家，机械加工、轻工、烟草等行业企业 57 家。

五、重点检查安排

（一）重点检查单位范围。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

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要求，

结合本地实际，重点检查单位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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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生产风险等级较高的生产经营单位：

（1）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

艺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营单位；

（2）烟花爆竹批发单位；

（3）金属冶炼生产经营单位；

（4）涉尘涉爆生产经营单位；

（5）涉氯涉氨等生产经营单位；；

（6）安全生产标准化未达标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

产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落实不到位的生产经

营单位。

2.近三年发生过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

经营单位；

3.纳入安全生产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对象的生产经营单

位；

4.发现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

5.试生产或者复工复产的生产经营单位；

6.直接监管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重点检查单位数量、名称及检查频次。

全年重点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49 家次，占年度监督检查

企业总数的 62%。按照《邢台市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分级分类

监督管理办法》邢应急字[2019]92 号要求：

Ⅰ类企业：冶金、建材类（旋窑水泥和浮法玻璃）等生

产企业。每半年检查不少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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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类企业：涉爆粉尘、液氨制冷、机械铸造、涉氯等生

产企业；除Ⅰ类企业外的涉 A 类有限空间企业为Ⅱ类企业。

Ⅲ类企业：除Ⅰ、Ⅱ类以外的的规模以上企业。

Ⅳ类企业：除Ⅰ、Ⅱ、Ⅲ类以外的，营业面积在 300 平

方米以上或者员工人数在 10 人以上的其他企业。

对Ⅱ、Ⅲ类企业每年不少于一次，对 IV 类企业每年至

少抽查一次。

重点检查企业名单见附件 2。

（三）时间安排。

详见附件 3

（四）重点检查内容。

详见附件 4。

六、一般检查安排

（一）一般检查单位范围。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

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要

求，一般检查单位范围为：

1.本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重点检查单位以外的生产经

营单位；

2.IV 类企业，微小企业；

3.其他应当纳入一般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双随机抽查单位数量及检查频次。

集中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 4 次，检查企业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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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家次。

（三）时间安排。

各股室、大队检查时间安排详见附件 3。集中开展“双

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另行通知。

七、监督检查有关要求

（一）监督检查前的准备工作。

1.各承担监督检查任务的股室、大队应根据县政府批准

的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统筹考虑监督检查工作日数量、专业

技术力量、执法检查装备力量等实际情况，以及分管行业（领

域）阶段性安全生产特点、企业分布和生产状况等因素，编

制本股室、大队的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2.各承担监督检查任务的股室、大队应当明确每次具体

监督检查任务，编制现场检查方案，明确被监督检查单位基

本信息、检查内容及检查方式等内容。

3.集中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按照本单位“双

随机一公开”有关规定执行。

（二）现场检查、现场处理和处罚。

（1）监督检查人员应当按照现场检查方案，开展监督

检查活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或隐患，应当依法作出现场处理决定。

（2）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按照“谁检查、

谁负责”的原则，在规定的时间内对企业整改情况进行复查。

（3）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需要进行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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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三）建档与归档。

1.建立执法检查记录台帐。各股室、监察大队应建立执

法检查台帐，按时间顺序记录执法检查的时间、企业名称、

发现的主要问题、检查人员、处理结果（明确罚款金额、停

产整顿、暂扣证照等）、复查结果等信息。

2.按照执法程序要求及时归档。监督检查结束后，承办

人应当将现场检查方案、现场检查记录、现场处理文书等资

料一并归档，以半年度为单位整理成册；对于立案调查，需

要实施行政处罚的，还应当将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回执、处罚落实情况等一并归档立卷。

（四）备案、督办。

各承担监督检查任务的股室、监察大队应当认真执行年

度监督检查计划，并由监督检查人员将本股室、监察大队监

督检查计划填报至省执法监察信息系统，每月 5 日前将本股

室、监察大队上月监督检查数据录入全省执法监察系统信息

平台。监察大队应当按照县政府批准的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及

时进行督办。

（五）调整、报批程序。

经县政府批准的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因工作需要进行部

分调整或者变更的，由相关股室、监察大队书面提出具体调

整或者变更意见，经主管领导同意，提交主要领导批准后施

行，并形成正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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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监督检查计划重点检查单位的数量减少幅度超过

计划 10%，或者监督检查单位的数量减少幅度超过计划 20%，

以及重点检查单位的范围作出变更的，应当重新核定相应工

作量，并经单位主要领导批准后，由监察大队报县政府批准

后向市应急管理厅备案。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依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监督

检查活动，是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明晰应

急管理部门监督检查责任的有效举措。各承担监督检查任务

的科队应加强组织领导，提前做好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实施的

各项准备工作，妥善处理好日常工作事项，不能以人员、装

备、时间不足为由影响监督检查计划的实施，维护监督检查

计划的严肃性。

（二）规范监督检查行为。各承担监督检查任务的股室、

监察大队要深入分析全县范围内分管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

形势，抓住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重点、难点。监督检查过程

中，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三项”制度、《重点

行业企业执法检查内容清单》等规定，规范监督检查行为，

持续提高监督检查工作质量。

（三）强化监督检查信息化手段。各承担监督检查任务

的股室、监察大队应由各股室负责人负责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的编制、执行情况报送工作。将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编制和

实施工作同步录入全省安全生产执法监察信息系统，同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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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监督检查计划网上填报等工作，做到以信息化推动年度监

督检查计划有效实施，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四）严格监督检查纪律。行政执法人员要严格执行党

风廉政建设相关规定，严格依法行政，公正公开公平执法，并

接受监督检查对象的监督。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要求严格

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严格依法处

理。对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不作为、乱作

为的，依照相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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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说明

一、监督检查力量

目前，县局机关及监察大队在册人员 25 人，实际纳入

行政执法人员计算 7 人

二、监督检查工作日

（一）总法定工作日。依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

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

法〔2017〕150 号）的要求，局机关和大队总法定工作日=

（全年总天数-双休日-法定节假日）×行政执法人员总数=

（366-117=249）×7=1743 个工作日。

局机关：纳入计算行政执法人员数量为 3 人。

监察大队：纳入计算执法人员数量应为 4 人。

（三）监督检查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为总法定工作

日乘以相应系数。考虑到督导乡镇县直部门、配合市局执法、

参加县双随机联合执法、培训、事假等实际情况，执法工作

日系数确定为 0.8。

1743*0.8=139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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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监督检查企业名单
（共 79 家）

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共 27 家）

1.邢台润发特种漆业有限公司

2.临西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土产部

3.邢台美的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邢台兆鑫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5.临西县恒谊纺织有限公司

6.临西县博华纺织有限公司

7.顺通加油站

8.立国加油站

9.瑞河加油站

10.龙腾加油站

11.志学加油站

12.恒达加油站

13.岗楼加油站

14.正大加油站

15.宏图加油站

16.便民加油站

17.连森加油站

18.忠兴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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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盛发加油站

20.桥西加油站

21.八方加油站

22.中石化第一站

23.中石化第二站

24.中石化第三站

25.中石油第 38 站

26.中石油第 50 站

27.中石油第 178 站

二、安全监督管理科（共 26 家）

1.河北万邦复临药业有限公司

2.大连哈轴黄海轴承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3.河北光明九道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河北蓝天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5.邢台中伟卓特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6.华北中诚科技有限公司

7.临西县福皓热力有限公司

8.河北飞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临西县弘润家禽养殖有限公司

10.河北诚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11.河北鼎华面业有限公司

12.河北夸克轴承有限公司

13.邢台中伟跨越传动件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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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河北宝鑫轴承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5.河北光明方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6.河北三桥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17.河北五丰钢结构有限公司 2

18.河北科华传动件有限公司

19.河北玉良轴承滚动体有限公司

20.临西县元鑫纺织有限公司

21.河北管式永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22.哈尔滨轴承集团河北轴承锻造有限公司

23.河北恒泰瑞欣轴承有限公司

24.河北隆润纺织有限公司

25.临西县得力达轴承有限公司

26.河北飞龙轴承有限公司

三、应急中心（共 10 家）

1、河北华春液压汽配有限公司

2、邢台恒耐斯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3、河北鑫泰轴承锻造有限公司

4、河北爽和羽绒服装有限公司

5、临西县和兴饲料有限公司

6、临西县兰洲纺织有限公司

7、临西县玉兰酒业有限公司

8、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水泥厂临西分厂

9、邢台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临西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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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河北顺牛酒业有限公司

四、监察大队（共 16 家）

1.临西县海赢食品有限公司

2.河北海蓝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3.临西县奎克轴承有限公司

4.河北亿泰克轴承有限公司

5.河北卡玛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6.河北润园纺织有限公司

7.河北弘贸源纺织有限公司

8.临西县阅读时光印刷有限公司

9.河北星罗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10.河北和润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11.河北恒运机床有限公司

12.河北迪姆轴承有限公司

13. 河北劲锐毛纺织有限公司

14.临西县华源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15.临西县汇润机械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16.临西县东方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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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度监督检查时间及任务分配表

单位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小计重点检
查企业
（家）

一般检
查企业
（家）

专项检
查企业
（家）

重点检
查企业
（家）

一般检
查企业
（家）

专项检
查企业
（家）

重点检
查企业
（家）

一般检
查企业
（家）

专项检
查企业
（家）

重点检
查企业
（家）

一般检
查企业
（家）

专项检
查企业
（家）

危化股 3 3 3 4 3 4 ４ ２ 26

安监股 3 3 4 3 4 3 4 3 27

应急中心 2 4 3 3 12

监察大队 ２ 2 2 3 3 2 2 2 18

合计 10 8 13 10 13 9 13 7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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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重点行业领域监督检查内容

一、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一）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

1.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未依法经考核合格；

2.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

3.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外部安

全防护距离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4.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装置未实现自动化控

制，系统未实现紧急停车功能，装备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紧

急停车系统未投入使用；

5.液氨、液氯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液化气体的充装未

使用万向管道充装系统；

6.地区架空电力线路穿越生产区且不符合国家标准要

求；

7.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诊断；

8.使用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设备目录列出的工艺、

设备；

9.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未按国家标准

设置检测报警装置，爆炸危险场所未按国家标准安装使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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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电气设备；

10.控制室或机柜间面向具有火灾、爆炸危险性装置一

侧不满足国家标准关于防火防爆的要求；

11.化工生产装置未按国家标准要求设置双重电源供

电，自动化控制系统未设置不间断电源；

12.安全阀、爆破片等安全附件未正常投用；

13.未建立与岗位相匹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或者未

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14.未制定操作规程和工艺控制指标；

15.未按照国家标准制定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

业管理制度，或者制度未有效执行；

16.新开发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工艺未经小试、中试、工

业化试验直接进行工业化生产；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未

经过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安全可靠性论证；新建装

置未制定试生产方案投料开车；精细化工企业未按规范性文

件要求开展反应安全风险评估；

17.未按国家标准分区分类储存危险化学品，超量、超

品种储存危险化学品，相互禁配物质混放混存；

18.自动化控制装置未有效投入使用。

（二）烟花爆竹经营企业

1.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经考核合格；

2.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

3 工（库）房内、外部安全距离不足，防护屏障缺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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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符合要求；

4.防静电、防火、防雷设备设施缺失或者失效；

5.擅自改变工（库）房用途或者违规私搭乱建；

6.工厂围墙缺失或者分区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

7.未建立与岗位相匹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或者未

开展风险辨识或者未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

8.出租、出借、转让、买卖、冒用或者伪造许可证；

9.烟花爆竹仓库存放其它爆炸物等危险物品或者生产

经营违禁超标产品；

10.零售点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或者在

零售场所使用明火。

二、冶金等工贸行业

（一）机械企业

1.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立情况；

2.铸造熔炼炉炉底、炉坑及浇注坑等作业坑是否存在潮

湿、积水状况，或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3.铸造熔炼炉冷却水系统是否配置温度、进出水流量检

测报警装置，是否设置防止冷却水进入炉内的安全设施；

4.天然气加热炉燃烧器操作部位是否设置可燃气体泄

漏报警装置，或燃烧系统是否设置防突然熄火或点火失败的

安全装置；



- 18 -

5.使用易燃易爆稀释剂清洗设备设施，是否采取有效措

施及时清除集聚在地沟、地坑等有限空间内的可燃气体；盛

装铁水、钢水与液渣的罐（包、盆）等容器耳轴是否定期进

行探伤检测；

6.涂装调漆间和喷漆室是否规范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

置和防爆电气设备设施。

（二）轻工企业

1.食品制造企业涉及烘制、油炸等设施设备，是否采取

防过热自动报警切断装置和隔热防护措施；

2.白酒储存、勾兑场所是否规范设置乙醇浓度检测报警

装置；

3.喷涂车间、调漆间是否规范设置通风装置和防爆电气

设备设施。

（三）纺织企业

1.纱、线、织物加工的烧毛、开幅、烘干等热定型工艺

的汽化室、燃气贮罐、储油罐等是否与生产加工、人员密集

场所明确分开或单独设置；

2.保险粉、双氧水、亚氯酸钠、雕白粉（吊白块）等危

险品与禁忌物料混合贮存的；保险粉露天堆放，或储存场所

是否采取防水、防潮等措施。

（四）涉氨制冷企业

1.包装间、分割间、产品整理间等人员较多生产场所的

空调系统是否采用氨直接蒸发制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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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快速冻结装置是否设置在单独的作业间内，且作业间

内作业人员数量超过 9 人。

（五）涉爆粉尘企业

1.粉尘爆炸危险场所是否设置在非框架结构的多层建

构筑物内，或与居民区、员工宿舍、会议室等人员密集场所

安全距离不足；

2.可燃性粉尘与可燃气体等易加剧爆炸危险的介质是

否共用一套除尘系统，不同防火分区的除尘系统互联互通；

3.干式除尘系统是否规范采用泄爆、隔爆、惰化、抑爆

等任一种控爆措施；

4.除尘系统采用正压吹送粉尘，且未采取可靠的防范点

燃源的措施；

5.除尘系统是否采用粉尘沉降室除尘，或者采用干式巷

道式构筑物作为除尘风道；

6.铝镁等金属粉尘及木质粉尘的干式除尘系统是否规

范设置锁气卸灰装置；

7.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 20 区是否使用防爆电气设备设

施；

8.在粉碎、研磨、造粒等易于产生机械点火源的工艺设

备前，是否按规范设置去除铁、石等异物的装置；

9.木制品加工企业，与砂光机连接的风管是否规范设置

火花探测报警装置；

10.是否制定粉尘清扫制度，作业现场积尘是否及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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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清理。

（六）涉有限空间作业企业

1.是否对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进行辨识，建立管理台帐，

并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

2.是否制定并落实有限空间作业五项管理制度和操作

规程；

3.是否按要求配备通讯和照明器材、应急救援装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