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农村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总结 农村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总结(大全8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那么，我们该怎
么写总结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
大家学习。

农村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总结 农村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总结篇一

xx乡辖6个（居）委会，共139个村民小组，总人口21300人。
乡党委下设6个党总支、52个党小组支部，共有党员608名。
目前，我乡辖区内共有村级活动场所6个。

（一）精心组织，狠抓落实。乡党委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党委书记担起排查整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副书记担起具体
负责的责任人。采取“两步走”的方式，认真开展村级组织
活动场所安全隐患排查整顿工作。第一步由村级自行排查整
顿，第二步由乡党委专项核查组对各个村级组织活动场所进
行逐个核查，力争排尽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活生产安全。

（二）认真排查，消除隐患。对全乡6个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和
设施设备进行一次全面排查，重点是排查各活动场所周边是
否存在洪涝、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隐患；排查各活动场
所建筑结构及附属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排查各活动场所
房屋、远程教育设备是否按规定安装防雷装置，是否存在火
灾、雷击隐患，并将对排查出来的隐患及时进行整改。

（三）确保畅通，建立制度。安排做好汛期村级活动场所安
全的值班工作，加强安全巡查，发现安全隐患或发生安全事



故必须按规定及时报告、及时处理，确保损失降到最低。值
班期间值班人员的通讯工具必须24小时保持畅通，保持与上
级的联络，做到及时准确传达和上报相关信息。

（四）加强宣传，提高意识。采取广播、板报、宣传栏和和
发放宣传材料的方式，大力宣传防雷、防汛减灾知识，努力
提高群众的防灾意识和避险、自救、互救能力，群防群治，
有效减少各类灾害事故的影响和损失。

（五）认真总结，抓好整改。对排查出的实际问题，认真总
结，确定整改责任人，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抓整改，确保整
改效果。

通过10天的排查整顿，我乡的村级组织场所存在着一定的问
题。具体情况如下：大部分活动场所都没有安装防雷设施，
较容易被雷击；有1个行政村（木龙村）的活动场受山体滑坡
威胁。有两个行政村（扯炉、山河村）距河边较近，存在一
定的洪涝隐患。

针对排查出来的问题，下一步我们将制定整改措施，落实责
任加以整改。一方面加强汛期人员值班管理，随时监控危险
地方的变化，并设置安全警示标志，行人尽量不要靠近。另
一方面及时疏通沟渠，房檐漏雨尽量修补，考虑减少集体会
议召开的次数，相关活动尽量远离危房，在空旷的地方举行，
进一步降低安全隐患，努力确保群众生命、集体财产安全。
第三是村级活动场所缺乏办公用品的行政村，要积极争项目
资金，整合项目早日新建活动场所。

农村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总结 农村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总结篇二

1、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我市所辖乡镇共有326个行政村，截至2022年1月14日，已开



展普查326个行政村，行政村排查占比为100%。目前，已排查
农村房屋总计为61552户，其中用作经营的自建房2215户，未
用作经营的自建房58826户，非自建房511户。我市已基本完
成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录入工作。

2、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鉴定工作

根据系统反馈用作经营性自建房初判存在风险户1户、未用作
经营性自建房初判存在风险户38户、非自建房初判存在风险
户1户。我办安排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鉴定，其中a级安全住
房12户、b级26户、c级2户。

根据住房安全鉴定工作，未用作经营的自建房鉴定出2户存在
危险房屋。经与涉及的贺家川镇对接，2户均未在村内居住，
并有其他安全住房。已通知贺家川镇对危险房屋张贴危房警
示标志。

按照《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要求，继
续开展好20个镇街的经营性自建房、非经营性自建房和非自
建房整治工作，对于排查中发现的问题，逐条梳理归类，造
册登记，明确整改主体责任人，及时开展整治工作，采取切
实有效安全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
止事故发生。组织各镇街对辖区内的房屋在摸底在录入，确
保信息录入不漏一户。对于不能及时完成整治的房屋要依法
依规采取封存、搬离等措施，确保人员安全。

农村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总结 农村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总结篇三

1、公司董事长对矿井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负主要责任，
负责全面安排重大安全隐患治理工作。

2、公司董事长负责对消除重大安全隐患工作进行领导、监督
和协调，负责对消除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所需资金的安排。



3、公司总经理负责组织人员制定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方案、安
全保障措施。

4、公司总经理负责组织人员定期对重大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5、公司总工程师负责制定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方案、安全保障
措施，对“一通三防”方面重大隐患负全面责任。

6、公司生产副总经理负责对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方案、措施的
安排落实，负责整改所需的人力、物力的调节。

7、通风副总负责对“一通三防”重大安全隐患整改工作的具
体落实；对“一通三防”方面的重大安全隐患整改负主要责
任。

8、机电副总负责对机电方面重大安全隐患整改工作的具体落
实；对机电方面的重大安全隐患整改负主要责任。

9、采掘副总负责对采掘和防治水方面重大安全隐患整改的落
实，对采掘和防治水方面的重大安全隐患整改负主要责任。

10、安全副总负责对公司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方案、安全保障
措施的落实执行进行监督、对整改完成情况进行检查，负责
对重大安全隐患上报及整改完成情况的上报工作。

11、公司建立重大安全隐患登记、销案制度，重大安全隐患
整改明确具体的整改负责人，谁负责谁销案。

12、公司安监处负责每月组织至少一次安全大检查，每旬组
织一次安全检查，查出的重大安全隐患及时汇报并督促进行
整改。

13、公司建立重大隐患举报制度，对举报重大安全隐患和消
除重大安全隐患有功的员工按照集团公司安全奖惩条例进行



奖励。

14、公司各级管理人员和员工，如发现重大安全隐患，必须
立即向公司有关部门汇报，对发现重大安全隐患不及时汇报
的责任人经查实将进行严肃处罚。

15、在日常的安全检查中，发现一般安全隐患，实行谁发现
谁负责落实整改，并负责整改完成情况的复查。

16、基层单位负责的责任区域内的重大安全隐患，由负责责
任区域的队长负主要责任，对责任区域的重大安全隐患不能
及时整改的，要及时上报公司相关部门处理。

17、负责整改的责任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回复整改完成情
况，对不能按时整改的应说明原因，对不按时整改或不按规
定时间回复整改完成情况的责任人进行处罚。

18、负责重大安全隐患整改的责任人，负责对重大安全隐患
在整改期限内组织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整改完毕负责组织人
员进行验收。

19、对不能处理的重大安全隐患，实行备案制度，并及时向
上级有关部门汇报，并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理措施。

农村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总结 农村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总结篇四

为进一步加强房屋安全管理，全面消除房屋安全隐患，保障
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我镇迅速安排部署，
明确工作任务，细化职责分工，对辖区内农村房屋迅速开
展“地毯式”排查，进行全面“体检”，有力有序开展农村
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结合全镇实际，制定排查整治方案，成立圣水镇农村（社区）



自建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镇公
用事业服务站。镇领导小组定期不定期召开推进会，传达上
级工作会议指示、批示精神，统筹安排排查任务、范围和标
准等。同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层层压实
包片领导、包村干部、村干部主体责任，确保农村房屋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开展“走街、串巷、入户”式宣传提示和指导服务，通过党
群连心云喇叭、走访入户等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农村自建房安
全知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让群众
自发积极参与到整治工作中，有效破解“群众不配合”问题。
截至目前，全镇累计发放农村自建房安全宣传资料210余份，
解答群众疑问36余次，推送微信3期。

包村工作组和村两委干部迅速行动，对所辖范围内所有房屋
全面摸底，全面掌握房屋建造年代、结构类型、建造方式、
用途、安全状况等，重点排查用于网吧、超市、宾馆、饭店、
校外培训、民办幼儿园等生产经营的自建房，以及年代久远、
擅自改变房屋使用功能、结构和加层改扩建的房屋。在此基
础上，细化排查内容、明确排查标准、建立详细台账，做到
排查一处，登记一处，做实做细排查摸底工作。目前，全镇
已排查房屋共6781栋，其中：自建房6659栋（非经营性自建
房6321栋，经营性自建房338栋），公建房122栋（经营性房
屋81栋，非经营性房屋41栋）。

农村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总结 农村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总结篇五

为进一步推进我镇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活动的深入开展，
切实加强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管理，根据《开安办字〔20xx〕
42号）关于对全县建筑物进行安全隐患大排查的通知》《（xx
办发〔20xx〕25号）关于对全镇建筑物进行安全隐患大排查的
的通知》的要求，结合目前我镇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面临的形



势，20xx年xx月xx日至xx月xx日，我镇村管所、安监站、国土
所成立专项检查组深入辖区在建项目施工工地，就建筑施工
现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拉网式的大检查。

本次检查重点针对外架、模板、施工临时用电、挑架、井字
架、塔吊、基坑支护，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安全责
任制落实情况，安全教育、安全技术交底、隐患整改等情况
进行了检查。从检查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在建工程项目综合
评价为“差”。虽然多数私人建房在大检查前对工地进行了
自查自纠工作，部分安全隐患、文明施工问题得到及时整改。
但在检查中仍发现大部分施工单位对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不
重视。对施工现场发现和安全事故隐患及文明施工问题整改
不到位。

本次检查共抽查了70余栋在建房屋，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
检查中共发出施工安全承诺书70余份，停工整改通知书11份。

二、检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部分工程未办理施工许可证，擅自违法施工。

3、专职安全员配备不足。安全员不到位的现象依然存在。

(二)安全生产方面

2、部分建设房屋的脚手架搭设不规范，不按规范而随意性搭
设的现象比较严重，搭接有效部位、搭救拉长度不符合规范
要求，拉结筋，扫地杆、剪刀撑、脚手片铺设数量严重不足，
密目网等围护设施不规范。外脚步手架与建筑物之间间隔大，
未隔离防护的现象依然存在。

3、施工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塔吊管理不够重视，塔机未经检测
或经检测未取得合格证擅自投入使用的现象较为突出。



通过这次安全大检查来看，全镇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仍然
十分严峻，安全生产各项基础工作还比较薄弱，施工现场存
在不少安全事故隐患，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仍有薄弱环节和
突出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检查组要求各参建单位要高度
重视，作到早部署、早安排、早落实，施工单位负责人要认
真组织、精心部署，堵漏洞、查死角，作好各项防范措施，
确保施工现场环境达标，并消除安全隐患，能立即进行整改
的，责令施工单位立即整改，对不能立即进行整改的，要求
其限期整改，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施工现场责令停止施工。
检查组还要求各村、居要加强宣传安全生产管理意识，强化
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加强管理，确保我镇工程质量及安全生
产、文明施工平稳发展。

农村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总结 农村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总结篇六

为切实加强碧xx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汛期安全管理，根据县委
组织部文件要求，碧xx党委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开展村级活动
场所安全隐患排查整顿工作，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1、精心组织，狠抓落实

乡党委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党委书记担起排查整顿工作的
第一责任人、副书记担起具体责任人的职责。以"两步走"方
式，认真开展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安全隐患排查整顿工作。第
一步由村级自行排查整顿，第二步由乡党委专项核查组对各
个村级组织活动场所进行逐个核查，力争排尽隐患，确保人
民群众生活生产安全。

2、认真排查，全面消除安全隐患

对全乡所有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和设施设备进行一次全面排查，
重点是排查各活动场所周边是否存在洪涝、地质、滑坡泥石
流等自然灾害隐患；排查各村级活动场所是否按规定配备消



防设备，是否有专人负责维护管理，是否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排查各活动场所建筑结构及附属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排
查各活动场所房屋、远程教育设备是否按规xx装防雷装置，
是否存在雷击隐患。经排查，共排查出周边存在洪涝、地质、
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隐患0个，由于部分村级活动场所建盖
年代较早，出现房顶接缝处漏雨的1个；16个村都配备了消防
设备，并有专人负责维护管理；16个村远程教育设备虽安装
了简易的防雷装置，但仍存在雷击隐患。

3、确保信息畅通，建立隐患排查值班制安排做好汛期村级活
动场所安全的值班工作，加强安全巡查，发现安全隐患或发
生安全事故必须按规定及时报告、及时处理，确保损失降到
最低。值班期间值班人员的通讯工具必须24小时保持畅通，
保持与上级的联络，做到及时准确传达和上报相关信息。

4、加强宣传，提高群众防灾意识采取板报、宣传栏和和发放
宣传材料的方式，大力宣传防雷、防汛减灾知识，努力提高
群众的防灾意识和避险、自救、互救能力，群防群治，有效
减少各类灾害事故的影响和损失。

5、认真总结，抓好整改针对排查出来的问题，我们制定措施
加以整改。一方面加强汛期人员值班管理，随时监控危险地
方的变化。另一方面及时疏通沟渠，房檐漏雨尽量修补，考
虑减少集体会议召开的次数，进一步降低安全隐患，努力确
保群众生命、集体财产安全。

农村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总结 农村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总结篇七

(一)加强领导，及时部署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及有关中央企业十分重视隐患排查治理
专项行动，及时转发了《国办通知》和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4个
《指导意见》，通过多种形式研究和部署，并结合实际制定



了具体实施工作方案。北京市、黑龙江省、山东省人民政府
主要领导同志高度重视，针对专项行动做出重要批示，要求
各市(区)、县(市)和相关部门迅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上海市召开了安全监管、公安、旅游、质检等19个部门参加
的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工作会议，对专项行动进行了动员
和部署。公安部、交通部、铁道部、水利部、建设部、民航
总局、电监会等部门也结合本部门实际情况，制定了具体的
工作方案，进行了认真周密的安排和部署。神华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宝钢集团公司等中央企业也都做
了专门部署，并成立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工作
小组。

(二)加大宣传力度，推动专项行动深入开展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及有关中央企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
活动，努力营造全社会查找整改隐患的舆论氛围。河南省政
府有关领导在《河南日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要求各有关
部门和单位提高认识，精心组织，开展好隐患排查治理专项
行动。山东、河北、内蒙古等地结合“安全生产月”和“安
全生产万里行”活动，把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作为“综合
治理、保障平安”的具体措施，采取多种形式向基层政府和
企业进行了宣传。北京市、天津市将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
有关文件汇编成册，发到每个生产经营单位，广泛宣传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的相关要求和重要意义。公安部、交通部、教
育部等部门也结合“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宣传道路交通、
消防等行业隐患排查治理的知识。国家电网公司结合专项行
动在全系统开展了“安全生产百问百答活动”。

在各省(区、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安全监管监察、公安、
交通、建设、铁路、民航、电力、煤炭、国土资源、国防科
工、农业、教育、质检等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共
同推进。山东省、重庆市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指导监
督、多方参与联动”和“谁主管、谁负责”以及“一岗双
责”的原则，明确了各相关部门在隐患排查中的职责。上海



市、天津市、湖南省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
明确地方政府负总责、各相关监管部门各负其责、部门之间
建立联动机制。同时，依靠各街镇、工业区、居委会的力量，
全面深入开展专项行动。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及有关中央企业针对实际情况，确定了
隐患排查治理的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企业和重点隐患，
有针对性地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福建省结合本地区实际
情况，将河道采砂、道路交通事故多发路段、路面设施及路
面监控等隐患的排查治理纳入到了专项行动之中。北京市将
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和人员密集场所作为重点行业，
将矿山企业集中的房山区、门头沟区作为重点地区，将即将
搬迁的首钢等企业作为重点企业，将第一季度排查出的286项
隐患作为重点隐患。公安部将道路交通、人员密集场所消防
安全作为重点，开展了10个方面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交通
部部署开展了以防船舶碰撞、防泄漏为重点的隐患排查治理
专项行动。铁道部围绕第六次大提速，深化了沿线和道口专
项整治，加强了提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民航总局抓住事故
征兆，开展机坪运行秩序专项整治和对航空公司、机场空管
单位的安全审计。水利部开展了打击非法违法违规采砂专项
行动。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将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
动与电网迎峰度夏相结合。

(五)强化监督，确保隐患排查治理取得实效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及有关中央企业加强了对隐患排查治理
专项行动的检查和指导。上海市闵行区对存在事故隐患的单
位发出法律文书，责令立即整改或限期整改，并跟踪整改措
施的落实情况。辽宁省共邀请各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专家和
专业人员1365人，深入企业排查治理隐患。甘肃省组织专家
对兰州石油化工公司等14家非煤矿山、化工、机械、电力等
行业的重点企业进行了以责任制、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现
场管理等方面为主的专项检查，共查出问题和事故隐患940条。
中国核工业集团由集团公司领导带队分5个组对10家重点单位



开展检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成立了专项行动联合检查组，
由集团公司领导和安全生产专家组成，选择重点单位进行检
查。

(一)少数地区和单位对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重视不够，进
度较慢。有的地方和单位对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认
识不足，没有把这次专项行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仅把文件
进行了转发，没有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有的地方和单位至
今没有将任务落实到基层，还存有许多死角。

(二)一些地方“打非”工作不力，瞒报事故时有发生。有的
地区打击非法建设、非法生产、非法经营工作不力，专项行
动进度较慢，非法小煤矿、小矿山、小作坊引发的事故接连
发生。有的地区接连发生事故瞒报、矿主逃匿等问题，情节
严重，社会影响恶劣。

(三)一些地方和单位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扎实，近期事故依
然多发。有的地区没有认真吸取事故教训，排查治理事故隐
患不深入，造成同类事故重复发生。如有的地区接连发生校
车相撞事故，造成多名学生和儿童死伤，有的地区一周内发
生5起较大交通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重大损失。

(四)有的地方和单位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信息报送不及时。
32个统计单位中，北京、河北等26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都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的要求，报送了报表和
文字说明，有5个省(区)仅报送了报表，没有按时报送文字说
明。确定参加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60家中央企业中，部
分企业仅报送了报表，没有送文字说明，有4户中央企业既没
有报送报表，也没有报送文字说明。

按照专项行动总体部署，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要求：

(一)继续积极深入推进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及有关中央企业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加



强对少数思想认识不到位、隐患严重、事故多发、专项行动
进展迟缓的地区、部门和单位的检查监督指导，对可能发生
事故的各个环节进行重点排查，及时整改消除可能酿成事故
的重大隐患。

(二)认真组织引导地方政府开展自查工作。各地安委会要在
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做好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监管
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的督查检查。要从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
打击非法建设、非法生产和非法经营，落实治本之策，推进
煤矿“两个攻坚战”等方面，检查下级地方人民政府是否认
真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是否将安全
监管主体责任落到了实处。

(三)加强调研和督促检查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及有关
中央企业要组织有关人员，深入基层、深入企业进行调查研
究，掌握实情，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尤其要加大对事故多
发、隐患严重、专项行动进展缓慢的地区和企业的监督检查
力度。对发出的整改文书和指令，要跟踪督办。

(四)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作用。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要按照《国办通知》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专项行动的
统一领导，明确工作分工，落实各相关部门的责任。各级安
委会办公室要加强与各相关部门的协调与沟通，积极支持和
配合他们搞好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并在行动中搞好联合
执法。

(五)创新机制和方法，推动专项行动的深化。要结合实际，
建立《隐患整改指令》、《工作和事故通报》、《专项行动
简报》和《监管监察指令》等制度，采取巡检互检、召开现
场会、领导分片抓重点等办法，促进隐患整改，推动工作开
展。企业要广泛发动职工群众，搞好群查、群防、群治，建
立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及重大危险源分级管理制度。

(六)做好专项行动中的信息工作。各地及有关中央企业要对



专项行动进展情况认真进行调度统计和综合分析，于每月30
日或31日前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上报相关报表和文字说明。
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安全监管机构也要加强本系统的信息工作，
既要督促省级部门及时准确地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相关信息，
又要及时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报送相关信息。

农村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总结 农村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总结篇八

校园安全涉及到千家万户，牵涉到社会稳定。学点分别于3
月10日召开学点负责人会议，安排校园安全隐患及学校周边
环境的检查任务，成立兰克学点安全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学点校长陈秦刚为组长，副组长陈德平，成员是各校负责人，
下设办公室在学点校长办公室，陈德平具体办公。学点行政
月4月3日下到各校，对食堂食品、道路交通、校舍设施等安
全工作进一步规范，提出要求。4月10日，学点召开各校负责
人会议，填写26号文件附表，对各校安全隐患提出整改建议
和整改时限。开学初，学点校长与各校负责人签定安全教育
目标责任书，层层落实了责任制。这样既做到了安全工作警
钟长鸣，常抓不懈，又科学合理地处理安全隐患。

1、各校内部制度建设完善，每学期初、期末及重大节假日，
都要对全校师生做专题安全知识教育，学校定期检查、教育，
认真排查校园内各种存在的安全隐患，防止校园暴力事件和
意外事故的发生，努力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2、各校定期进行安全自查自改，能够认识到食堂食品安全是
学校的重中之重，并且付诸行动积极探索总结食堂管理经验，
积累大食堂食品加工经验，不断提高食堂食品安全系数。

全学点一共查出安全隐患24处，需要立即整治的24处，其中
重大安全隐患一处，共计投入资金柒仟贰佰元整。

兰克完小：排查出安全隐患共24处，已经整治的1处，限时整



治15处，共计投入资金三仟元整。一般危房加固维修2处，添
置灭火器7个，购买应急照明灯6个。

全民小学：排查出安全隐患共1处，已经整治的1处，其中重
大安全隐患一处，已经停止使用，并且设立了警示标志，静
止师生靠近。

娄内小学：排查出安全隐患共2处，限时整治2处，共计投入
资金壹仟元整，2处都属于一般危房加固维修。

中寨小学：该校未查出安全隐患，硬件设施完好。

榔木小学;排查出安全隐患共1处，限时整治1处，不需要投入
资金，只需要加强监控即可。

兰克寨小学：排查出安全隐患共1处，限时整治1处，共计投
入资金壹仟贰元整，属于一般断水处理，限定该校月4月30日
前处理好。

森山小学：排查出安全隐患共1处，限时整治1处，共计投入
资金壹仟元整，属于一般危房加固维修，限定该校月4月30日
前处理好。

田坝小学：排查出安全隐患共2处，限时整治2处，共计投入
资金壹仟元整，2处都属于一般危房加固维修，限定该校月4
月30日前处理好。

蓓蕾幼儿园：该校未查出安全隐患，硬件设施完好。

1、由于缺少资金，各校安全隐患排除都困难，每次排查都是
重复上报几年都未解决的老隐患。由于教师与政府沟通较少，
学校也很少递交安全隐患给当地政府。

2、安全管理制度多，执行缺乏力度。



3、缺乏合理引导，只是要求限制学生的活动，没有缺积极引
导学生活动。

1、提高认识，加强安全教育领导和管理工作。为进一步加强
学校日常安全管理工作，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切实
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各校要认真组织全校师生学习上级相
关安全教育文件，并吸取各地所发生安全事故的教训，特别
是针对校园安全隐患发生的事件、学生打架事件、食品中毒
事件、自然灾害等情况，学校制定了相关安全工作措施以及
相应的应急预案，做到预防于未然。

2、加强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严格贯彻执行《中
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和《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
要》的规定和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3、加强学校与社会各部门及家庭的联系工作。根据学校实际
情况，组织和动员全社会都来关心学生的生命安全，共同做
好学生校外安全工作，并通过与学生家长签定安全责任书和
家庭访问、家长会等形式，加强了学校与家长的沟通和联系，
并取得家长的支持和配合。

4、严格实行安全责任制。学校建立领导安全巡视制度和节假
日值守制度，值日教师每天对校园进行巡视，各位教师发现
问题应在第一时间内进行处理和报告，严格实行安全责任制，
学校将在第一时间内向上级教育部门报告。

总之，安全工作的落实，并非阶段性的，而是一件长期的工
作，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要常抓不懈，进一步健全安全工
作各项规章制度，深化管理，努力杜绝校园不安全事故的发
生，为广大师生创造一个安全和谐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