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燃气企业隐患排查工作计划 车辆隐患排
查工作计划(精选9篇)

计划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个人生活还
是工作领域。怎样写计划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计划应该怎
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计划范文，欢迎阅
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燃气企业隐患排查工作计划 车辆隐患排查工作计划
篇一

公司专职安全管理机构为安全隐患排查整改领导小组，其主
要负责人是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改工作的责任人，安全隐患排
查整改领导小组应按照行业安全规范和标准做好经常性安全
检查和对安全隐患的排查与整改工作。

2、安全隐患排查的时间、方式和内容

（1）安全隐患排查的时间：安全隐患排查分为定期和不定期
两类。公司针对每年的黄金周、汛期开展定期的安全隐患排
查工作，每年至少开展不定期的安全隐患排查2次以上。

（2）安全隐患排查的方式和内容：查现场、查运行车辆、查
运行路线，查驾驶员资格、动态状况，相应监督监控安全设
施、安检程序、安检设备，检查制度、管理制度等。

3、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小组的职责：

（1）掌握本公司安全隐患的分布，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及其程
度，做好安全隐患的现场管理。

（2）制定完善应急预案。



（3）进行安全教育。组织模拟事故发生时应采取的紧急处置
措施，定期组织救援、设施、设备调配和人员疏散演习。

（4）及时掌握各条营运线路道路状况、天气、客流量等造成
的安全隐患的动态变化。

（5）确保车况良好和随车安全设施完好有效。

（6）了解驾驶员的资格、动态是否符合安全规定。

（7）公司技安科负责督促各部门对安全隐患的排查和整改。
各科室负责人负责本科室安全隐患的排查，负责实施具体的
整改措施。

4、安全隐患整改的要求

（1）对安全隐患实行“谁检查，谁负责”的原则。对检查出
的安全隐患，由检查人员负责监督整改，直至整改完毕、消
除隐患。

（2）安全检查员要在安全经理的指导下，认真开展安全隐患
检查工作，确保能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整改。

（3）安全隐患的整改要做到有措施、有报告、落实专人进行。

（4）整改是否达标，是否可以恢复运输，必须由分管经理、
安全股长和检查员签字后方可恢复：整改不到位，不能恢复
运输。

（5）隐患排查中发现隐患的，应当责令立即改正。不能立即
改正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并填制《安全隐患整改通知
书》。公司采取措施，落实专人加强管理，将发现的隐患排
除。

（7）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结束后，应当填制《安全隐患检查记



录》，经公司领导签署意见后存档备查。

5、违规处理措施

对未按规定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或接到《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
而未进行整改的。将对有关责任人予以经济处罚或行政处分。
造成事故的，按照事故责任大小。根据法律、法规移送相关
部门追究责任。

燃气企业隐患排查工作计划 车辆隐患排查工作计划
篇二

1、天然⽓⽤户必须遵守安全使⽤天然⽓规定。

2、管线、阀门、炉具等设施要做到⽆缺件、⽆破损、⽆漏⽓，
安全可靠，灵活好⽤。

3、炉具周围严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4、厨房内必须有良好的通风条件，确保空⽓流通，⽤户⽤⽓
时要打开抽油烟机或换⽓扇。

5、⽤户停⽌⽤⽓时必须关闭⽓管线主阀门和炉具阀门。

6、所有炉具必须符合安全要求，符合东营地区燃⽓要求，严
禁使⽤⾃制炉具。

7、外来探亲⼈员⽤⽓时，必须先学会操作，了解⽤⽓常识和
注意事项后⽅可⽤⽓。

8、如发现室内有天然⽓味，应迅速打开门窗进⾏通风，此时
不准点明⽕和开关电器，要⽴即查找漏⽓部位，及时消除隐
患，经检查确实⽆天然⽓味⽅可⽤⽓。



燃气企业隐患排查工作计划 车辆隐患排查工作计划
篇三

坚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解决事关安全生产等突出问
题为重点，及时、全面、有效地开展公司内隐患排查治理专
项行动，强化安全生产职责制和职责追究制，展开安全教育。
现在，就来看看以下三篇关于企业隐患排查策划方案的文章
吧!

一、指导思想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全面排查
治理事故隐患，进一步推动安全生产职责制和职责追究制的
落实，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监控
的长效机制，实现隐患排查治理的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实现所属企业安全生产奠定良好的基
础。

二、工作目标

透过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要到达四个100%和一个
目标:即隐患排查治理各项制度的建立到达100%;隐患排查率
到达100%;重大隐患的公告公示到达100%;重大隐患整改率到
达100%。一个目标：即企业实现安全生产“零伤亡”目标。

三、组织领导

天地金草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所属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公司统一领导各企业负责，为加强对所属企业安全
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企业排查治理领导
组。



组长:李俊良(法人代表)

副组长:王珂(经理)

徐明娥(安全部长)

领导组每季度召开一次专题会议，研究解决隐患排查治理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协调各项目部开展工作。办公室负责组织
隐患排查工作的实施，组织督查工作，工作汇总，整理通报，
上报所属企业有关状况。

四、排查方式和重要资料

(一)、排查方式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按照企业全面排查治理，领导组指导、监
管、督促、检查的方式进行。

(二)、重点排查资料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程标准的贯彻执行状
况;

2、安全生产职责制建立及落实状况;

6、事故报告、处理及对有关职责人的职责追究状况;

10、对企业周边或作业过程中存在的易由自然灾害引发事故
灾难的危险点排查、防范和治理状况。

五、重点时段

第一阶段(2月至4月):做好排查治理和监督检查工作，对隐患
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中查出整改的安全隐患跟进检查。凡在短
期内完成整改的，务必尽快整改到位;暂时难以整改到位的，



也要列出，做到职责、措施、资金、时间、预案五落实，并
加强监管。

1、针对这一时期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频发的特点加强对危
险区域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把废弃工房、危房等作为排查
治理重点。建立健全自然灾害预报、预警、预防和应急救援
体系，落实防洪、防汛、防坍塌、防火等各项措施，严防引
发事故灾难。对排查出的隐患，要加快治理和除险加固进度，
确保汛期前整改到位。

2、以易燃易爆物品、特种设备等为重点，加大排查治理力度。

第三阶段(10月至12月):针对第四季度赶任务、抢工期现象增
多和冬季雨、雾、冰、雪天气多发的特点，深入推进隐患治
理，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坚决查处生产企业的“三超”行为，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
的打击力度。

2、各项目部要做好冬季安全生产工作，认真排查整改各类事
故隐患，落实防火、防爆、防尘、防静电、防寒、防冰雪灾
害等措施。

3、认真总结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成果和经验教训，提出改善措
施和要求，建立健全重大隐患排查治理及危险源监控制度，
使隐患排查治理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

总之，要根据各自特点，摸清底数、专题研究、制定方案、
出台措施，认真排查、治理事故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统筹安排。要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



工作机制，制定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方案，尽快落实到各
班组，企业法人代表要负起安全生产第一职责人的职责，精
心组织，统筹安排，一般隐患立即整改，重大隐患要落实整
改职责、资金和监管措施，限期整改到位，并及时向领导组
报告。工作中坚持“四个结合”即要把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与各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结合起来，狠抓落
实环节，解决影响安全生产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与日常安全监
管检查结合起来，严格安全生产许可，加大打“三非”：(非
法建设、生产、经营)、反“三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
违反劳动纪律)、治“三超”(生产企业超潜力、超强度、超
定员)工作力度，消除隐患滋生根源;坚持与加强企业安全管
理和技术进步结合起来，强化安全标准化建设和现场管理，
加大安全投入，推进安全技术改造，务实安全管理基础;坚持
与加强应急管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制度，完善事
故应急救援预案体系，落实隐患治理职责与监控措施，严防
整治期间发生事故。

(二)完善制度，建立机制。企业要完善各项制度，建立隐患
排查治理定期报告和监督管理制度，重大隐患公告、公示，
分级挂牌督办，跟踪治理和逐项整改销号制度，重大隐患职
责追究制度，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统计分析和报送制度，隐患
排查治理会议制度和重大危险源分级监控制度等，建立健全
隐患排查治理及重大危险源监控的长效机制。

(三)广泛宣传，强化监督。要利用板报、标语、宣传资料等
形式，加大对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宣传力度。增强企业做好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主动性和职责感，调动从业人员用心参
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同时加大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力度。

(四)严格执法，确保实效。要建立行政执法职责制，对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且难以整改到位的项目部，要关掉取缔，要
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的职责追究力度，个性是由于存在重
大隐患引发事故的，要依法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查处，
严肃追究其法律职责。隐患排查领导组要统筹协调好督查行



动，深入基层加强督促指导。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贯彻省市安委办关于
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安排部署，对照国务院关于企业安
全生产隐患自查自改的指导意见，透过企业自查、部门排查、
建立试点、重点治理和全面整改，查处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
的突出隐患和违法行为，进一步推动企业主体职责和政府监
管职责的落实，持续辖区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发展。

二、实施范围

本次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范围是全区重点行业
和领域的各类生产经营单位。主要包括：化工、建筑施工等
工矿企业;学校、商场、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同时，透过对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进一步检查各街镇和负有安全监管
职能部门的安全监管职责落实状况和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状况。

三、排查治理的资料

1、安全生产职责制落实状况。企业和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制
及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各职能机构、
各岗位安全生产职责制建立及落实状况。

2、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建立和落实状况。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配备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状况;技术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建立、执行状况;隐患排查整改、重大危
险源监控、作业现场安全监督检查状况;外来施工队伍(承包
商)安全监管状况等。

3、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状况。安全生产费用提
取和使用、风险抵押金缴纳、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等状况;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依法履行“三同时”制度状况。

4、安全培训教育状况。企业和单位建立健全安全培训教育制
度、保证经费状况;全员(包括农民工)培训教育及考核状况;
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状况。

5、应急管理状况。建立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或与相关应急
救援队伍签订协议状况;应急救援物资、设备配备及维护状
况;应急救援预案制订及演练状况。

6、事故处理和职责追究状况。事故报告制度建立状况;已发
生的事故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要求，认真吸取事故教训，
对有关职责人的职责追究和落实整改状况。

四、时间安排和步骤

(一)安排部署阶段。根据国务院、省、市有关安全生产隐患
排查治理的文件精神和指导意见，制定长安区安全生产隐患
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具体实施方案。同时，确定辖区华曙制
药厂、京联实用气体有限公司等11个单位为街镇隐患排查治
理的试点单位(各街镇试点单位名单见附件)，由各街镇督导、
帮忙企业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实施方案，落实职责单位和
职责人。

(二)企业自查整改阶段。7月30日前为企业自查整改阶段。各
类生产经营单位按照有关要求，深刻吸取本企业和其他同类
企业以往发生和未遂的事故教训，结合实际制定隐患排查治
理的具体方案，认真细致开展自查，全面治理事故隐患。对
一时难以完成整改的隐患，要落实整改资金和职责单位、职
责人，限期完成整改。企业要将排查治理状况及时上报各街
镇安监站。同时，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
对企业的自查整改工作加强指导和监督检查，并及时向区安
委办报送信息。



(三)督导检查阶段。7月15日至8月10日。分两个层面，由各
街镇负责督导本辖区试点单位和各生产经营单位开展隐患排
查治理工作状况;由区安委办组织有关职能部门组成督导组，
对全区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隐患自查状况进行检查，同
时对各街镇落实政府监管主体职责，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进行检查。在此阶段，由区安委办和相关街镇共同做好省市
督导检查的迎查备查工作。

(四)“回头看”再检查阶段。10月20日至12月20日为各单
位“回头看”再检查阶段。为巩固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成
果，确保取得实效，各单位要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结束
后，认真组织开展一次“回头看”，主要检查企业和各监管
单位隐患排查监管机制是否建立完善，隐患治理资金投入和
隐患排查治理是否到位。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街镇和负有安全监管的职能部
门要把此次隐患排查治理行动作为今年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
任务来抓，结合全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年”工作要求和本
辖区生产经营单位实际，迅速开展工作。

(二)突出重点，强化措施。对重大隐患单位，街镇每周检查
一次，职能部门每半月检查一次;对一般隐患单位，街镇每月
检查一次，各职能部门每两个月检查一次。同时要坚持周二
检查日制度，每周二由各级各部门主要领导带队进行检查，
对查出的隐患，要确定整改的时间、职责单位、职责人，确
保整改工作落实到位。

(三)抓住试点，以点带面。各街镇要帮忙辖区试点单位制定
和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方案，明确排查治理资料、程序、
职责及要求，注意推广试点单位的先进经验，使相关行业和
企业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都能按照要求进行，到达以点带面，
全面推开的目的，为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取得实效打下坚



实基础。

(四)落实职责，加大职责追究力度。各街镇和负有安全监管
职责的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相互支持、密切配合，构成工作合力。对隐患排
查治理行动中工作不落实、检查不到位、隐患不整改的，要
严肃追究有关职责人和相关领导的职责。

(五)完善制度，长远推进。各街镇和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职
能部门要以这次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和全省“安全生产行
政执法年”为契机，探索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对隐
患的排查和治理做到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既要切实消
除当前威胁安全生产的突出隐患，又要以“三项制度”建设
为核心，落实治本之策，建立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

(六)加强宣传教育，发挥监督作用。一方面要采取多种形式，
加大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宣传
力度。另一方面，要强化社会监督，公布举报电话，鼓励群
众监督，使生产经营企业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思想，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创造
良好的环境。

一是教学、科研、生活等师生集中活动场所的防火情况。安
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整良好，
电器设备连接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易燃易爆物品管理是
否规范。二是危化品、特种设备使用管理情况。危化品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储存、使用、回收等环节是否规范;电梯等特
种设备是否定期进行维护保养。

三是学校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情况。保卫机构设置及专职保安
门卫值班是否按要求配备，重点要害部位的防范措施是否按
要求设置，内部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是否到位，技防、物防设
施设备运行是否正常。



(一)自查整改阶段(8月18日至9月20日)

1、学校领导小组召开专门会议，制定工作方案，对开展安全
隐患排查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明确工作任务和人员职责。

2、各部门负责人认真对照排查治理重点，仔细排查，并逐一
登记填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3、学校领导小组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讨论提出整改意见。
能当场整改的要立即整改;不能当场整改的要明确整改期限和
整改措施;由于自身原因无力解决的重大隐患，要主动向东亭
街道政府和教育局等相关部门及时报告，请求支持帮助。

(二)督导检查阶段(9月21日至10月31日)

(一)切实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好安全工作“一岗双责”制，
把学校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摆上突出位置，切实担负起组织、
协调、发动、推进的职责，做到排查不留死角，整改不留后
患。对因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工作不得力而导致事故
发生的，依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和
相关领导的责任。(二)广泛宣传发动，营造良好氛围。

校长办公室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广泛宣传发动，把排
查治理的精神和要求传达到每一个教职员工。教导处要切实
将安全法制教育纳入教学计划，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充分
利用主题班会、黑板报、校园网、广播、国旗下讲话等形式，
结合当前季节特点和学生认知能力，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开展
扎实有效的安全教育，重点突出交通安全、消防安全、治安
安全以及食品安全，普及安全常识，提升应急逃生能力。总
务处要切实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人员、专职保安、食堂人员、
消防安全、电梯管理员等岗位培训，不断提高技能操作水平
和日常管理能力。(三)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治理成果。



学校要认真分析排查治理工作中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
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规范完善日常办学行为，努力实现
安全预防关口前移。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
能力。将排查工作纳入经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推
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长期、有效开展。要深入开展平安校园、
消防安全教育示范学校创建等活动，全力维护校园的安全稳
定。

燃气企业隐患排查工作计划 车辆隐患排查工作计划
篇四

一、检查对象及内容

（一）检查对象。由我镇负责管理的所有液化气生产经营企
业、瓶装液化气站、商贸类燃气经营企业，由我镇负责管理
的饭店、燃气使用工业企业，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食堂等
重点燃气使用单位。

（二）检查内容。主要检查各燃气生产经营企业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落实情况；安全责任制落实、规章制度建立、硬件设
施运行维护、设备检测、安全教育宣传、人员持证上岗、经
营场所安全管理等情况；燃气用户用气安全情况。检查各重
点燃气使用单位安全管理情况，燃气安全使用制度建立和落
实情况，人员安全教育情况。

二、检查组织、检查方式及时间安排

（一）自查阶段（10月20日—10月31日）。各燃气生产经营
企业、使用单位要按照有关要求，对生产经营和使用过程中
的各类设备、场所进行认真检查，重点对以前查出的安全隐
患及燃气管线等重点部位进行检查。对在检查中发现的各类
安全隐患予以彻底整改，对存在隐患且暂时无法整改的停止
经营。燃气经营企业要对供气对象燃气使用安全进行逐户检



查，并督促用户及时整改存在的安全隐患。各汽车加气站要
重点检查在用的压力容器是否超期未检，燃气设施设备是否
锈蚀老化，是否为私自改装、未年检和年检不合格的车辆加
气等方面，严禁为不合格车辆加气。各液化气企业要重点检
查液化气储罐、压力表等硬件设备是否定期检测，是否为超
期未检的钢瓶充气，是否为无证经营者提供气源。商贸类燃
气企业是否有固定经营场所，是否有稳定气源，是否存在违
规经营行为。

（二）检查阶段（11月1日—11月15日）。由镇安监办、执法
中队、油区办、教育办等部门协调配合，同时聘请专业人员
组成检查组，按照检查范围和内容，对液化气生产经营企业、
商贸类燃气经营企业和饭店、燃气使用工业企业、机关、学
校企事业单位食堂等重点燃气使用单位分别进行检查，重点
检查各种规章制度、安全技术操作规程是否健全完善；各种
许可证照、设备检测报告、安全巡检记录、安全警示标志是
否齐全；燃气存储、充装、计量等设备器具是否存在破损、
腐蚀、超期不检问题；作业区域是否存在明火、用电安全隐
患；安全报警装置、避雷设备、消防设施是否存在缺失、失
效等问题；管理和操作人员证件是否齐全。是否对供气对象
进行了全面检查，是否督促用户及时消除存在的安全隐患。
根据现场督查情况，对不符合安全要求、存在安全隐患、未
按要求自查的单位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停业
整顿等行政处罚，对阻挠执法检查及存在隐患拒不整改的单
位，依法取消其燃气经营许可证，以确保安全生产大检查取
得实效。

（三）整改阶段（11月16日—11月30日）。请各被检查单位
根据自查和检查情况，对存在问题进行彻底整改，并将检查
和整改情况形成书面材料分别报镇经济发展办、执法中队、
油区办等牵头部门。

三、责任分工



这次大检查活动，按照“属地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由
各管区和镇直有关部门牵头进行。

（一）各管区、各村负责本辖区燃气大检查的组织实施，对
本区域燃气安全负总责，要充分发挥村庄、社区作用，积极
配合燃气供应企业做好本区域燃气安全大检查。

（二）镇执法中队牵头，经济发展办配合，负责按照全区分
工由我镇管理的.液化气生产经营企业、瓶装液化气站、商贸
类燃气经营企业的检查。

（三）镇油区办牵头，执法中队、各管区、各村配合，对镇
政府驻地天然气管道进行检查。

（四）镇执法中队牵头，经济发展办配合，负责全区饭店、
燃气使用工业企业、重点工业企业食堂等单位的检查。

（五）各燃气供应企业负责做好本企业服务客户的燃气安全
检查。

（六）镇教育办负责对各学校、幼儿园食堂的燃气安全检查；
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本单位食堂燃气安全检查。

四、检查要求

（一）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单位主要负责人
作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和
安全技术操作程序，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制定切实可行的应
急预案，将安全生产措施落到实处。

（二）落实责任。各燃气生产经营企业、使用单位要充分认
识燃气安全的重要性，严格落实国家、省、市、区有关规定
要求，加强内部安全管理、宣传教育和人员管理，积极开展
安全教育活动，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操作经营，将责任落



实到位，确保安全。

（三）强化宣传。各有关部门和燃气生产经营企业要充分利
用各种载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燃气安全常识，进一步增强
燃气安全使用意识，防患于未然。

（四）责任追究。各燃气生产经营企业要按照国家、省、市、
区有关规定要求，增强安全意识，提高法制观念，自觉遵守
燃气市场经营秩序，严禁违法倒卖倒运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
私自建设燃气设施。对于违规经营建设，一经查出，将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请各管区、各村、各单位将本辖区、本单位及责任分工领域
检查情况于11月30日前报镇经济发展办公室。

燃气企业隐患排查工作计划 车辆隐患排查工作计划
篇五

结合我社实际，拟定了安全生产大检查实施方案，成立了领
导小组。与抓业务发展和抓安全生产两不误，与季度真实性
检查和安全生产大检查同步进行，并形成常态化，每季度进
行检查。检查重点内容：营业场所：防尾随联动门，库房门，
营业柜台及防弹玻璃，防盗门，营业柜台，自卫长刀、钢叉、
狼牙棒，守库值班室门、窗和电路设施，其它门、窗，电源
线路、闸刀开关等；自助银行或atm机：门、窗，电源线路，
防护舱（亭）；职工宿舍：门、窗，电源线路，闸刀、开关；
职工安防技能及知识的培训情况、办公机器设备、供电线路、
消防设施、应急疏散通道、应急预案及演练、监控设备、押
运车辆、公务用车、发电机的保管及使用、电梯、其他重大
危险源等。结合规范年活动，检查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是否建
立完善；领导干部现场轮流带班制度执行情况；消防设备配
备情况；全员安全教育培训情况；安全责任书签订情况；安
全隐患是否有效排查治理；应急预案演练情况；各项安全保
卫制度执行等情况。



从检查的情况看，各社对安全生产工作都非常重视，按要求，
在内部开展了安全检查，并进行了整改。但个别社在安全生
产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岗位责任制不落实，安全隐
患整改不到位等。

1、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岗位操作规程、安全管理机构不健全，
责任没落实到人。

2、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不到位。

3、电器、线路不进行经常性检查，线路老化、布线不规范，
临时用电私接乱扯，刀闸无盖等等。

4、发动机用油乱摆乱放，未实行专人保管。

5、灭火器材配备不足、过期，不放在明显位置。

针对以上检查出的问题，在下步工作中，我们要强化措施，
督促按时整改，按期复查，跟踪整治，确保整改到位。

1、加强领导、树立安全生产意识。要强化措施，认真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各社的主任要把安全生产工作纳入重要日程，
一把手要亲自抓。要加大安全生产工作力度，认真贯彻落
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把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制层层落实，切实做到抓实、抓细。
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安全生产和安全防火工作。

2、遵章守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各社要按照政府
及有关部门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把安全生产工作规章制
度、岗位操作规程，组织机构建立健全，真正做到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组织落实，制度落实，措施落实。同时，要抓好
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增强领导和职工的安全生产
意识和法制观念。



3、经常检查，认真排查隐患整改隐患。我们对安全生产的检
查工作要做到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在工作中主要体现
一个“勤”字上。要勤过问、勤督促、勤检查。对检查中提
出的安全隐患问题要督促企业加快整改，把隐患消灭在萌芽
中，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4、严明纪律，严肃责任追究。要做好安全生产事故防范工作，
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一旦发生事故，要认真执行事故报告
制度，要逐级及时上报，对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社要按
照“四不放过“的原则，严肃追究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
的责任，确保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燃气企业隐患排查工作计划 车辆隐患排查工作计划
篇六

（一）注重班子建设，执政能力不断提升讲政治，坚决维护
大局。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在思想
上、行动上自觉同以^v^^v^为核心的^v^保持高度一致，
政治敏锐性、坚定性和鉴别力强，工作中坚持原则，注重团
结，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严格执行县委各项规定，与
县委保持同拍共振，从全局高度、用长远眼光研判形势、分
析问题，围绕工作大局理思路、想办法、作决策，有效开展
工作。

六中全会精神以及省、县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牢固树立正
确的政绩观，深入乡镇、村社、企业广泛征求意见，“零距
离”联系群众。重视对领导科学、县场经济理论、科技知识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组织召开政府班子集体学习
会**次，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脉搏，紧紧围绕全县的中心工作
谋划思路、制定措施，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能
力有了新的提高。

作要点》、《“两个责任”任务清单》，签订《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责任书》，层层分解任务，压实两个责任。建立述责



述廉长效机制，乡(镇)党委、政府和县级部门主要负责人在
纪委全会上进行述责述廉，推动“两个责任”落地生根。始
终保持反腐败力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严明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聚焦“三类人”和“三个时间节点”，
落实“四个一批”要求，“老虎”“苍蝇”一起打，持续释
放惩贪治腐的强烈信号。认真落实谈话提醒、函询、诫勉、
述责述廉等党内监督制度，及时发现和纠正领导班子和干部
队伍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扎实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
中开展干部作风、侵害群众利益、村(居)务公开三个方面突
出问题以及社会评价宣传不力整治的“3+*”专项整治工作，
持之以恒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和市
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相关规定精神，持续开展“庸懒散浮
拖”等专项整治，深入开展三项整改“回头看”，整治群众
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启动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专项活动，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复发反弹。持
续加强廉政警示教育。加大对违纪案件的曝光力度，用身边
事教育身边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带头执行《准则》《条
例》，加强家风建设，把好用权“方向盘”，系好廉洁“安
全带”。五是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开展一级廉政风险岗位抽
查审计工作。

通过抽查审计各乡(镇)、县级各部门一级廉政风险点对应工
作岗位的行权情况，着力发现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漏洞，
加强研究分析，找出问题原因，提出预防腐败建议，督促相
关部门进一步细化权力清单、固化权力运行流程、科学配置
权力、规范自由裁量权、健全权力制衡机制。

针对以上检查出的问题，在下步工作中，我们要强化措施，
督促企业按时整改，按期复查，跟踪整治，确保整改到位。

1、加强领导、树立安全生产意识。要强化措施，认真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要把安全生产工作纳入重要日程，一把手要
亲自抓。要加大安全生产工作力度，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把安全
生产工作责任制层层落实，切实做到抓实、抓细。特别是停
产、半停产及设备安装车间的安全防火，要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做好安全生产和安全防火工作。

2、遵章守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对安全生产工作
的要求，把安全生产工作规章制度、岗位操作规程，组织机
构建立健全，真正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组织落实，制
度落实，措施落实。同时，要抓好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培训
工作，增强领导和工人的安全生产意识和法制观念。

燃气企业隐患排查工作计划 车辆隐患排查工作计划
篇七

隐患排查工作计划一.目的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
作，全面提升公司的安全管理水平，坚决遏制重大安全事故
发生，切实落实各级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障员工人身
安全，确保安全生产“零事故”工作目标的实现，特制
订2018年度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计划。二.制定依据《安全生产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安监总局第16号令《安全检查
及隐患治理管理制度》三.实施范围本方案适用本项目部。四.
时间安排此次安全隐患排查计划从2018年7月1日开始至2019
年12月31日结束。五.组织机构组长：徐长岭副组长：王华华
成员：许雪峰，杨生龙，张永发，李晓磊，段涛，古坡六.排
查范围开展以查思想、查管理制度、查安全培训、查防护用
品使用情况、查现场隐患、查安全设施、查应急预案及演练
的安全检查。1.查思想查员工对安全生产的思想认识，是否
把安全生产工作摆上议事日程，是否贯彻落实“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思想。2.查管理、查制度、查法律
法规执行情况1）查安全生产责任制执行情况。各部门在各自
业务范围内是否对安全生产负责；能否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责
任制，现场有无违章指挥；员工是否有违章操作和不安全行
为。2）查安全检查制度，是否定期开展本部门安全检查，并
有检查记录和查出问题整改单。3）查安全规章制度是否完善，



包括制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考核、奖惩规定，现场作业、危
险源、危险场所安全监控、安全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4）危
险作业审批程序是否完善。5）各项安全管理是否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要求。3.安全教育、培训情况1）查员工安全教育培训
制度落实情况。是否建立了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安全教
育培训工作能否做到有计划、有落实、有考核、有档案。2）
新员工入厂、员工转岗、临时上岗人员安全培训，各工种的
操作规程和岗位培训情况，以记录为准。3）查特种作业人员
相应的培训计划和考核制度、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
况。4.检查现场隐患1）查生产场所安全防护装置、要害部位
的现场安全管理情况。2）安全防护设施、栏杆、闸刀盖等是
否齐全、有效；电气安全设施，如安全接地，避雷设备；地
下室的通风照明情况。3）电气室、易燃易爆物质及毒性腐蚀
物质的贮存、运输和使用情况；防火、防爆、防雷击、防中
毒等防护措施；制度是否健全，安全检查监督是否到位，各
种台账是否齐全。5.岗位安全检查1）检查现场作业人员劳动
保护用品穿戴和正确使用情况。2）现场的文明生产和制度的
执行情况，有无班前、班中饮酒、脱岗、睡岗、串岗现象。
工作期间不准赤膊、敞衣、穿短裤、裙子、拖鞋、高跟鞋等。
3）安全标志挂放要规范整洁，值班室、工具库维修工具和器
具定置摆放，工作岗位做到清洁有序，通风、安全通道畅通。
4）工作环境符合要求，检查设备的控制器、仪表、防护装置
是否安全、可靠。5）查工作岗位是否存在其它安全隐患。6.
危险源监控管理情况是否建立了危险源管理制度，检查制度、
应急预案、危险源档案是否齐全。7.隐患整改落实情况1）能
否做到：有隐患整改措施，明确责任人，重大隐患的整改实
施有计划、有控制、有记录。2）对查出的安全隐患，实行下发
《隐患整改通知单》，经主管安全部门签署后发出，隐患所
在单位、部门负责人签收并负责按要求期限整改，通知单要
存档、备查。

检查部位生活区施工现场办公区施工现场

检查时间每周一专项安全检查



每个月21号季节性安全检查施工现场节假日安全检查

施工现场生活区专业安全检查施工现场

春节夏季秋季冬季春节前五一前十一前中秋前端午前清明前

随工程进行每月进行一次

随工程进行每月进行一次开工、复工之前

参加人员

安全部全体人员、电气技术负责人、各班组安全负责人

1号、11号、项目经理及项目

部全体人员，各班组安全负责人

4月项目经理及项目6月部全体人员，各班

组安全负责人9月

11月

施工现场

施工现场

项目经理及项目部全体人员，各班组安全负责人

项目经理及项目部全体人员，各班组安全负责人

项目经理及项目部全体人员，各班组安全负责人



燃气企业隐患排查工作计划 车辆隐患排查工作计划
篇八

为了切实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月活动的组织领导，确保活
动有效落实，收到实效，黑龙江区域高度重视活动的开展，
召开了如何开展"故隐患排查整治月活动"的专题工作会议，
结合各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实际，下发学习了《关于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治理月活动》的通知，对如何开展好活动进行了
全面的部署。同时，还成立了以总经理xx君为组长的活动领
导小组，设立专门的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落实了具体的工
作人员，加强对活动开展的组织领导。所属各单位也按照要
求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并坚持做到一把手亲自抓，有效
的确保了活动的顺利开展。

为将此次"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月活动"开展好，达到预期的目
的，收到实效，我们结合6月份开展的"安全生产月"活动，通
过学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文件、开展安全知识培训、播放
安全警示教育片等形式大力的进行了安全宣传工作，增强了
广大干部职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意识，也为活动的开展
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截至7月20日，我区域所属xx等单位，及在2个建项目全部开
展了此项活动。重点加大了安全隐患的排查力度，特别是对
各公司的重点部位进行了细致的排查工作，排查出一般隐
患214条，针对这些隐患都及时的下达了整改通知，至7月20
日，已回复整改214条，整改率100%。

夏季雷电频繁，xx公司在7月7日对公司厂区的重点部位的避雷
设施进行了检测，共检测5处，有效控制了外因引起的事故。

各公司增加了安全标识共计107个。灭火器34台，防护网30多
米，职业健康告知栏多处。针对各公司的职工进行了岗位培
训多人次多课时的安全教育培训。员工在培训后安全意识都



有了很大的提高。

1、高度重视及时部署将隐患排查工作制度化

黑龙江管理中心根据中国建材《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月》活动
的通知，以文件形式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召开了区
域内各单位代表参加的动员大会，对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月活
动作了详细的部署，要求各单位高度重视，做好重大隐患源
的排查，对重大危险源采取监控措施，要有具体的工作方案
和应急预案。

2、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在各单位开展自查自纠的基础
上进行，要求要有书面检查排查记录，将排查情况报管理中
心。管理中心安全办安排专人负责审查和收集整理。

3、利用日常监督巡查、节假日等时间展开面向全区域的安全
生产隐患排查，集中力量对重点项目、重点部位进行排查，
重视对重大隐患的监控，严防安全事故的发生，通过隐患排
查工作，管理中心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项目进行重点监控，
督促各责任主体落实整改。

4、加大对隐患排查不到位责任主体的处罚力度，对现场安全
管理混乱、安全责任制度未落实的项目责任主体给予通报。

5、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通过日常检查和排查，管理中心及
时掌握区域内项目安全生产运行状况，对安全生产责任不落
实，管理混乱的企业，组织约谈该单位责任人，中心领导亲
自约谈，以期引起各单位的重视。

在为期一个月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月"活动中，由于我们高
度重视，狠抓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落实，取得了无任何事故
的成绩，但是还有许多的安全隐患还没有得到发现和纠正，
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发扬好的方面，积极争取将隐患
彻底消除。



燃气企业隐患排查工作计划 车辆隐患排查工作计划
篇九

为深刻吸取近年来餐饮场所燃气泄漏爆炸事故教训，切实加
强餐饮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强餐饮场所燃气安
全监管工作，预防餐饮行业燃气安全事故，根据《国务院安
委会关于深入开展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专项治理的通知》（安
委[20xx]1号）、《河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全省餐饮
场所燃气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冀安
委[20xx]2号）和《衡水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全市餐饮
场所燃气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衡安l20xx]2
号）、《武强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全县餐饮场所燃气
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结合我镇实际，
制定本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

一、治理范围和目标任务

（一）治理范围。

使用天然气（含煤层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等燃气的
餐饮场所，包括各类酒店、饭店、火锅店、烧烤店、小吃店
及其他餐饮场所等。

（二）主要任务。

依据安全生产、公安消防以及燃气，餐饮行业等有关法律法
规、标准规范，对存在燃气使用安全隐患的餐饮场所，责令
整改；一时难以整改的，采取停产停业整顿措施，消除安全
隐患。

（三）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餐饮行业燃气安全专项治理行动，进一步治理餐饮
行业安全环境，督促燃气经营企业和餐饮行业落实安全供气



和用气贵任，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燃气事故的
发生，保障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县安全生
产形势稳定。

二、工作内容

（一）凡存在以下情形的餐饮场所，一律依法取缔：

1.在地下、半地下空间违规使用燃气的；

2.相关证照不全的。

1.使用瓶装压缩天然气的，应当建立独立的瓶组气化站，站
点防火间距应当不小于18米。

2.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存瓶总重量超过100千克（折合2瓶50千克或7瓶以上15
千克气瓶）时，应当设置专用气瓶间。存瓶总重量小于420千
克时，气瓶间可以设置在与用气建筑相邻的单层专用房间内。
存瓶总重量大于420千克时，气瓶间应当为与其他民用建筑间
距不小于10米的独立建筑。

（2）气瓶间高度应当不低于2.2米，内部须加装可燃气体浓
度报警装置，且不得有暖气沟、地漏及其他地下构筑物；外
部应当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应当使用防爆型照明等电
气设备，电器开关设置在室外。

（3）气相瓶和气液两相瓶必须专瓶专用，使用和备用钢瓶应
当分开放置或者用防火墙隔开。

（4）放置钢瓶、燃具和用户设备的房间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
物品和使用明火；同一房间内不得同时使用液化石油气和其
他明火。



（5）液化石油气钢瓶减压器正常使用期限为5年，密封圈正
带使用期限为3年，到期应当立即更换并记录。

（6）钢瓶供应多台液化石油气灶具的，应当采用硬管连接，
并将用气设备固定。钢瓶与单台液化石油气灶具连接使用耐
油橡胶软管的，应当用卡箍紧固，软管的长度控制在1.2米
到2.0米之间，且没有接口；橡胶软管应当每2年更换一次；
若软管出现老化、腐蚀等问题，应当立即更换；软管不得穿
越墙壁、窗户和门。

4.用气场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安装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
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5.应当使用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供应企业提供的合格的燃
气钢瓶，不得使用无警示标签、无充装标识、过期或者报废
的钢瓶。

6.严禁在液化石油气气瓶中掺混二甲醚。

7.应当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燃气作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操
作规程。

8.从业人员经安全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企业负责人、从
业人员要定期参加安全教育培训，掌握燃气的危害性及防爆
措施。

9.应当定期进行燃气安全检查，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
或应急处置方案，保证从业和施救人员掌握相关应急内容。

10.应当与液化石油气供应单位签订安全供气合同，每次购气
后留存购气凭证，购气凭证应当准确记载钢瓶注册登记代码。

三、领导机构和部门职责



为加强对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的领导，成立镇专
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附后），领导小组
办公室设在镇安监站。

有关部门的职责是：

（一）派出所：负责对餐饮场所的消防安全实施专项监管；
依法查处餐饮场所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

（二）质监部门：邀请县质监部门对餐饮场所使用的判废、
超期未检和标记不符合规定的钢瓶出具查验证明，将存在上
述问题的钢瓶移送专业检验机构依法处理，并依法追究充装
企业责任。

（三）镇安监站：负责组织餐饮场所开展燃气使用安全自查
工作，主动消除隐患；对未与供气企业签订供用气合同的餐
饮场所，督促其与合法供气企业签订安全供用气合同。

负责对经有关部门确定，在燃气使用方面存在重大隐患的餐
饮场所，依法责令其停产停业或者立即停止使用供用气设施、
设备。

（四）工商所：负责对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餐饮场所依法
进行查处。

（五）餐饮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负责对未取得餐饮服务许可
的餐饮场所依法进行查处。

四、工作步骤

（一）宣传发动和自查自纠阶段（5月1日至5月1 5日）。

有关部门要做好专项行动的宣传发动工作，通过广播、字报
宣传燃气安全用气常识、消防安全知识及安全应急常识，加



强对餐饮场所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提高餐饮服务单位
从业人员的安全防范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燃氕管理部
门要组织燃气经营企业深入现场，大力宣传燃气防爆安全知
识和有关安全管理要求，做好指导和服务工作。

要对辖区内的`餐饮场所进行一次全面调查摸底，摸清使用燃
气的餐饮场所数量、种类、重大隐患等基本情况，建立基础
台帐，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工作。餐饮场所要对液化气瓶组
间、厨房用气设备、燃气管线、就餐场所的用气安全状况及
员工用气安全知识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对存在的违章操作行
为要立即纠正，发现尚在使用的报废、超期未检或不合格气
瓶，应当立即停止使用。对查出的隐患，要逐一登记、建档，
强化整改，做到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落
实’’，对整改期间可能危及安全的，应当主动停业整改。
未与供气单位签订安全供气协议的应当补签协议。餐饮场所
要于5月15日前将执行燃气防爆有关规定的情况、存在问题及
整改计划报当地燃气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

（二）督促整改阶段（5月16日至5月31日）。

镇专项治理领导小组要组织公安、质监、安监、工商、餐饮
食品安全监管等部门，对餐饮场所自查自改情况进行全面督
导和检查。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据安全生产、
公安消防以及燃气、餐饮行业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
规定，对存在燃气使用安全隐患的餐饮场所，责令餐饮场所
整改消除安全隐患；一时难以整改以及整改期间无法保证安
全的，采取停产停业整顿措施，责令限期消除安全隐患；对
未与供气企业签订供用气合同的餐饮场所，要督促其与合法
供气企业签订安全供用气合同。对非法餐饮扬所，申请县政
府组织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取缔。对逾期未整改的，有关部门
要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对拒不整改的以及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的典型案件，要通过新闻媒体予以曝光。

（三）抽查和总结阶段（6月1日至7月31日）。



要通过抽查、互查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开展专项治理情况的
监督检查，并于6月底前将专项治理工作总结报镇专项行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镇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将组织有关部门组成检
查组，对专项治理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予以通报。

五、保障措施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餐饮场所量多面广，绝大
多数规模小，安全生产条件差，容易发生燃气泄漏爆炸事故；
且多位于人员密集场所，一旦发生事故，将造成严重的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社会影响巨大。因此，要对餐饮场所集中
组织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治理，全面排查治理隐患，坚决依法
取缔淘汰一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和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
的餐饮场所，强化源头治理，建立长效机制，防范和遏制餐
饮场所燃气事故的发生。要深刻吸取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喜
羊羊火锅店“1123”重大液化气爆炸事故教训，采取有效措
施，督促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
管理责任。要认真分析本地餐饮场所实际情况，研究制订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工作职责，细化工作措施，严格落实
到位。

（二）加强宣传培训。在开展专项治理的同时，要结合实际，
抓紧建立健全具有针对性的燃气防爆相关规定和标准，并采
取制作专题节目、印发宣传资料、举办培训班、以案说法等
多种形式，宣传燃气防爆安全知识。要如强对餐饮场所从业
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精心组织编写安全培训教材，充实师
资力量，改进培训形式，确保培训工作的质量和覆盖面。

（三）加强协调配合，行政监管合力。要针对治理检查涉及
面广、餐饮场所数量多的情况，充分发挥有关部门包村工作
人员和村民委员会的作用，及时发现和依法取缔各类非法违
法餐饮场所。各有关部门要在认真履行各自职责的基础上，
积极建立健全部门间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协作配合，及时信
息沟通、情况通报，对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涉及其他部门监



管的违法行为，要立即向有关部门移送。要大力组织开展联
合执法，形成案件查办的部门联动机制，切实形成监管合力。

（四）坚持统筹兼顾，实施标本兼治。要把餐饮场所非法经
营和违规违章行为作为“打非治违”的重点内容，与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相结合，与加强
安全生产基层建设，严格日常监管执法，建立安全监管长效
机制相结合。要以落实餐饮场所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主线，
针对小型餐饮场所的特点，从开展岗位达标入手，提高从业
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规范作业行为，减少和杜
绝“三违”现象，全面提升现场安全管理水平。

（五）加大查处力度，严格依法行政。要严格按照专项方案
的要求，坚决依法取缔一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的餐饮场所。
对不认真开展专项治理检查，导致发生事故的，要严格按
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
实效”的原则，查明原因，分清责任，依法严肃处理，并及
时向社会公布调查处理结果，推动餐饮场所燃气安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