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卫市交通运输行业深化防范化解 
安全生产重大风险工作方案 

 

为深化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防范工作，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

大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推动全市交通运

输行业安全稳定发展，根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安全生产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深化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重大风险工作的通知》（宁

交安委办函„2021‟32 号）精神，经研究，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指示精

神和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策部署为指导，

牢固树立“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思想，坚守红线底线，以推

进行业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安全发展为前提，以保障和改善民

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防范化解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重

大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全力推进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安

全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创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

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深化安全生产体制机制改革，聚焦问题瓶颈和薄弱环节，不断

推进安全生产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增

强企业提升重大风险防范和化解能力的内生动力，培育企业安

全文化，补齐短板，加固底板，切实管控好安全风险。 



— 2 — 
 

——突出动态防控。科学研判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特点

规律，紧扣长途客运、危货运输、施工作业、水路运输等风险

防控重点，依据气候、天气、道路和环境，针对性制定动态防

范化解安全生产重大风险措施，有效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事件)发生。 

——实行系统管理。聚焦“黑天鹅”“灰犀牛”风险，体

现阶段性、结构性、系统性特点，全面、系统梳理重点领域安

全风险，分领域形成行业安全风险清单；严密层级防控和行业

防控、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相结合的安全生产风险防控体系，

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市场等手段，落实人防、技防、

物防措施，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实现社会共治、共防。 

——着力压实责任。建立重大风险清单和制度措施清单，

实施分类、分级管控，将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重大风险落实到具

体工作内容、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加强工作进度节点管控，

强化督察督办，确保工作取得预期效果。 

（三）工作要求。 

抓好交通运输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是一项系统、科学、

复杂的工程，要大力提升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重大风险认知能力、

研判能力、决策能力和支撑能力。认知能力方面，要坚持战略

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强化风险

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针对各项业务工作，系统总结归

纳历史事故情况，明确风险点和各类风险因素，加强培训教育，

提高全员风险辨识和防范能力。研判能力方面，要加强全局性、

前瞻性、根本性战略谋划，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判做实做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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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把握风险规律，科

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

及时主动。决策能力方面，要把握行业发展和安全生产重大决

策风险变化大势，统筹各方力量，加强源头把关和过程控制，

科学有效决策。支撑能力方面，要强化基层基础基本功建设，

提升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设备等安全水平，提高安全生产工作

决策者、实施者、操作者安全意识、专业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

有力保障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总体目标是要强化监管，持续提

升风险治理能力，把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重大风险工作放在更加

突出位臵，统筹部署、大力推进、优先保障,力争分级、分类识

别辨识、评估管控好重大风险，阻断重大风险演变成重大隐患，

重大隐患导致重特大事故发生。 

二、工作任务 

抓好防范化解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工作，对职责范

围内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做到“心中有数、对症下药”，提高

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 

（一）摸清风险底数。要对照重大风险清单，组织深入摸

排本行业安全生产风险，结合《交通运输部关于深化防范化解

安全生产重大风险工作的意见》（交安监发„2021‟2 号）梳理

的 42 项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重大风险清单和《自治区交通运

输厅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深化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重大风

险工作的通知》（宁交安委办函„2021‟32 号）梳理的 25 项交

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重大风险清单，科学研判、综合评价，精

准摸清本辖区重大风险的全要素信息，建立重大风险专项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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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记录重大风险地理位臵、危险特性、影响范围以及可能发

生的事故及后果等基础数据和信息，做到重大风险底数清。 

（二）建立“五个清单”。要因地制宜逐级摸排评估，进

一步深化细化实化本辖区重大风险清单及管控措施，准确掌握

重大风险具体单位、企业和部位，加快建立各级重大风险基础

信息清单、责任分工清单、防控措施清单、监测监控清单和应

急处臵清单等五个清单。 

（三）实施动态监管。要切实加强和规范重大风险信息报

送，动态跟踪掌握重大风险五个清单信息，自 2021 年 1 月起，

按季度逐项梳理重大风险中涉及本行业的风险及变化情况，每

季度最后一个工作日将所涉及的各项重大风险中风险程度较高

的 5 个重大风险点信息报送至市局安委办（运输管理科）。对

于信息延迟报送或不及时更新、重复报送的单位，市局将以适

当形式进行通报。 

（四）加强跟踪管控。要指导生产经营企业科学规范制定

重大风险管控和处臵措施及程序，加强重大风险管控工作的组

织实施和工作保障，科学实施、精准治理，形成闭环，确保重

大风险得到有效管控。要实时掌握重大风险安全状态，结合重

大风险动态监测信息，做好应急准备，完善应急措施，一旦发

生风险事件，及时妥善处臵，做到措施严实、可防可控。 

（五）实施“图斑化”管理。要根据风险的严重程度，将

本县（区）、本行业重大风险点的重要信息纳入月度调度信息

内容，建立行业安全生产风险“一图、一册、一表”，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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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安全生产风险可视化、精准化、动态化管理。各单位可根据

实际，进一步延伸拓展，将较大风险纳入管理的范围。 

三、建立健全防控机制 

深化防范化解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要不断推进完

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

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主动加强协调配合，

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一）建立健全安全风险研判机制。要认真对照中卫市交

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重大风险清单中列出的 23 项重大风险，结

合各单位实际情况，针对行业安全生产风险系统性、区域性、

多发性和偶发性特征，加强安全生产形势研判。要围绕行业安

全发展变化趋势、环境影响因素、风险规律、事故教训和突出

问题等重点，加强调研，定期会商，充分利用大数据等信息化

手段，科学研判，及时准确发现潜在重大风险和系统性、区域

性、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精准提出应对方案和具体措施。 

（二）建立健全决策风险评估机制。要加快推进安全生产

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建设，建立决策风险评估制度，制定分析、

协商和评定等具体程序。在制定和实施行业涉及安全生产标准

规范、政策制度、重大工程等重大行政决策时，要依托行业相

关单位等技术服务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专

家作用，通过座谈会、实地走访等形式听取各方意见，防止决

策失误。 

（三）建立健全风险防控协同机制。要建立完善重大风险

防控部门协同机制，加强与政府部门间的协调配合，针对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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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及防范化解措施，充分运用部门间联席

会议、联防联控和常态化工作协调机制等工作平台，推动实施

部门间重大风险信息共享、措施共商、联手共防。建立完善重

大风险防控上下协同机制，推进实施重大风险市、县（区）行

业管理部门分级管理、同步防控。建立完善重大风险防控内部

协同机制，充分发挥各单位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的作用，统筹部

署各业务领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并推进落实。建立完善

重大风险防控跨区域协同机制，协调解决涉及跨区域的系统性、

区域性重大风险防控突出问题，提高风险防控的协同能力。 

（四）建立健全风险防控责任机制。要压实行业安全监管

责任，严格落实主要领导“第一责任人”职责，按照“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

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细化明晰各相关单

位对重大风险监测、管控、应急等环节具体工作责任，形成重

大风险防范责任网络，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

要督促落实主体责任，建立风险防控责任机制，将风险防控责

任传导到第一线，压实到源头，落细到具体岗位和人员，建立

完善风险防控责任链条及清单，制定岗位风险防控履职行为规

范或操作规程，切实推进行业安全生产风险防控工作精准化、

规范化和高效化。要强化监督和考核，对因重大风险管控不力

导致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风险防

控责任。 

四、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制定方案（2021 年 3 月中旬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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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交通运输局、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要按照

市局方案要求，结合实际，制定细化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防控具

体实施方案或计划，进行部署安排，广泛宣传发动，开展重大

风险防控。各单位的方案于第一季度末报市局安委办（运输管

理科）。 

（二）摸底排查、建立清单（2021 年 3 月 15 日至 4 月 30

日）。 

各县（区）交通运输局、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要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指示精神

和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策部署，举一反三，

深刻汲取近年来行业发生的事故教训，参照《中卫市交通运输

行业安全生产重大风险清单》（附后），深入分析生产经营过

程中存在的各类风险隐患，紧盯重点对象和薄弱环节，对本行

业安全生产风险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拉网式摸底排查，建立风

险分级、分类、辨识、评估和管控清单，制定时间表路线图，

明确防控责任单位和防控要求，坚持边查边控、立查立控，实

施闭环管理、对账销号、登记报备。 

（三）形成机制、严密防控（2021 年 4 月以后，持续推进）。 

各县（区）交通运输局、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要对摸

底排查出的重大风险清单，深入分析其存在的共性原因和突出

问题，深挖深层次矛盾和原因，梳理出在规章标准、政策措施

层面需要建立健全、补充完善的具体制度，逐项推动落实，督

促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

风险防控协同机制和责任机制，形成层层按机制抓落实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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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推进会、研究制定务实举措，集中力量攻克重点、难

点、堵点问题，加大重大风险防控攻坚力度，落实和完善防控

措施，以重点突破带动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整体提升，进一步推动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局负责防范化解交通运输行业安全

生产重大风险工作的统筹安排，组织协调和跟踪督导。各县

（区）、各单位领导干部要亲自挂帅，将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重

大风险作为提升行业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途径，作

为行业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任务，作为各单位或安全生产

工作领导小组研究、部署和督促督办的重要工作，确保各项工

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推动行业安全生产风险管理工作不断迈

向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 

(二) 加大保障投入。要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践行安全发

展理念，既要修造“万里路”，又要确保“千家安”，将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纳入行业本级安全应急规划，积极争取地方政府

的支持，多方筹措资金，加强重大风险摸排、评估、监测、管

控的人财物投入，强化工作保障，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三）实施分级管控。各县（区）、各单位要按照分级管

控原则，建立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重大风险工作推进机制，进一

步细化梳理行业安全生产重大风险，建立清单，切实做好防范

化解工作。市局将建立“行业指导、专家咨询”的防范化解安

全生产重大风险分析研判和工作推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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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指导监督。各县（区）、各单位要将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作为重点工作内容纳入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分级明确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监督检查、抽查方式和比例，及时掌握、

指导、督促辖区、企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情况，及时研究

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将监督检查结果作为对单位考核评价和奖

励评优的重要参考。督促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规范填报安全生产

信用信息，并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信息填报情况纳入生产经

营单位信用管理，依法依规公布安全生产信用评价结果，对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不力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五）严格追责问责。对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主体责任

不落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依规严格处罚；对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监管不力、失职渎职，导致发生重特大事故的，

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市局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

纳入行业安全检查重点和年终考核内容，实施跟踪，并纳入安

全监管监察系统，对各单位相关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和评价，对

于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县（区）、单位，开展约谈和挂牌督办，

有关情况向地方党委政府通报。 

 

附件：中卫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重大风险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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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重大风险清单 
 

为进一步明确深化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防范工作，从源头上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安全生产最大的风险就是“心中无数”市

局根据职责梳理了 23 项风险清单 

风险 1：省际客运班车特别是 800公里以上客运班车碰撞风

险 

主要致险情景：1.车辆长距离运行，使用强度大，如果检查

维护不及时，车辆易出故障；2.客运线路运距长，驾驶员连续作

业，易疲劳驾驶，不良路况或天气条件下安全驾驶和应急处臵

能力不足；3.企业动态监控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和纠正车辆和司

乘人员有关违法违规行为。 

防控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道路运

输条例》等法律法规和道路旅客运输行业管理相关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要求做好重大风险防控工作。1.贯彻实施《道路运输

条例》、《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0 年第 17 号），严格 800 公里以上客运班线准入环节客运市

场供求状况研判和安全风险评估，以及事中事后监管；2.督促指

导客运企业按照《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交运发

〔2018〕55 号）要求严格车辆技术管理，督促指导客运站按照

《汽车客运站安全生产规范》（交运规〔2019〕13 号）要求严

格开展车辆安全例检，确保车辆技术状况良好，严防车辆带病

运行；3.贯彻实施《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

输部令 2016 年第 55 号）督促指导客运企业严格落实车辆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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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制度，加快智能视频监控报警技术的应用，加强运行途中

安全预警和违法违规行为纠正；4.督促指导客运企业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道

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交运发〔2018〕55 号）等要

求加强客运线路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驾驶员安

全意识、驾驶技能培训。 

风险 2：省际包车车辆碰撞风险 

主要致险情景：1.省际包车行驶路线不固定、运行时间长，

驾驶员不熟悉路况，连续作业易疲劳驾驶；2.车辆长距离运行，

使用强度大，如果检查维护不及时，车辆易出故障；3.企业动态

监控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和纠正驾驶员有关违法违规行为；4.

省际包车未备案或者未按照包车牌备案事项运行，异地监管难

度大；5.乘客违规携带“三品”（易燃品、易爆品和危险品）上车。 

防控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道路运

输条例》等法律法规和道路旅客运输行业管理相关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要求做好重大风险防控工作。1.贯彻实施《道路旅客

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0 年第 17 号），

严格落实包车单个运次不超过 15 日要求，严控长距离、长周期

的省际包车；2.按照《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

运输部令 2020 年第 17 号）等要求和《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

开展省际包车客运基础信息共享应用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交

办运函„2020‟389 号）有关部署，从严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备

案管理，并向部实时上传备案信息，依托互联网便民运政系统

开放包车牌信息对外查询，为异地监管执法提供支撑；3.督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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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客运企业按照《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关于修改<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交

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55 号）、《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

规范》（交运发〔2018〕55 号）等要求严格车辆技术管理，确

保车辆技术状况良好，落实车辆动态监控制度，充分运用智能

视频监控报警技术，加强运行途中安全预警和违法违规行为纠

正；4.督促客运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道

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交运发〔2018〕55 号）等要

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会同旅行社等包车用户合理规

划行驶路线，强化安全风险管控，加强驾驶员安全意识、驾驶

技能培训；5.督促指导客运企业按照《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

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0 年第 17 号）、《关于积极推行

道路客运安全告知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交运发〔2011〕396

号）等要求落实道路客运安全告知，加强公众安全文明出行宣

传，向乘客普及安全乘车和禁止携带“三品”上车政策规定。 

风险 3：危险货物道路运输风险 

主要致险情景：1.剧毒品、爆炸品、放射性物品等高危货物

运输；2.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车存在罐体壁厚不达标、未按要求

配备安全附件等安全隐患；3.途经环境敏感区域、生态脆弱区、

人员密集场所；4.违禁违规通行特大桥、特长隧道。 

防控要点：按照《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道路运输条例》《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危险货物道路

运输安全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29 号）《交通

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的决定》（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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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2 号）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要

求做好重大风险防控工作。1.配合相关部门督促相关运营单位严

格落实《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29 号）中关于托运剧毒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

和放射性物品的相关规定，强化道路运输全链条安全监管；2.

联合工信、公安、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展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

车专项治理，消除在用罐车重大安全隐患；3.联合相关部门，加

强对通过环境敏感、脆弱区域、人员密集场所路段的危险货物

运输车辆的监控管理；4.加强区域间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限制

政策衔接，推广不停车收费系统应用，指导具备条件的高速公

路服务区做好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临时停放引导工作；5.配合相关

部门规划设臵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行驶路线和建立完善重点隧道

危险货物运输分级分类通行管控制度，制定安全行驶管理规定、

应急预案，并加强应急演练。 

风险 4：重型载货汽车运输风险 

主要致险情景：1.车辆严重超限超载；2.车辆非法改装；3.

企业动态监管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和纠正驾驶员有关违规行为；

4.驾驶员驾驶应急处臵能力不高。 

防控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交通

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的决定》（交通

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18 号）、《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

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62 号）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

标准规范要求做好重大风险防控工作。1.联合相关部门加强对

“百吨王”等重型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进行治理；2.严格实施货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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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车型监管要求，督促道路货运企业加强车辆技术管理；3.强化

重型货车动态监管；4.督促货运企业加强驾驶员安全驾驶培训教

育，强化重型货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 

风险 5：城市公共汽电车火灾爆炸风险 

主要致险情景：1.新能源车、柴油车等公共汽电车发生重大

电路异常或油路故障；2.车辆碰撞引发公共汽电车起火。 

防控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城市公

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7 年第 5 号）

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做好重大风险防控工作。

1.加强城市公共汽电车的定期检验检测管理，重点关注电路和油

路完好情况；2.制定公共汽电车发生火灾等突发事件的专项应急

预案并加强演练，提高驾驶员和乘客的应急能力。 

风险 6：大型城市公交车辆高处坠落风险 

主要致险情景：1.在未建设交通安全设施的跨江、跨河桥梁，

临崖路段行驶；2.驾驶员突发疾病失能，导致车辆失控；3.驾驶

员应急处臵能力不足，违规操作；4.车辆超速；5.驾驶员疲劳驾

驶。 

防控要点：1.按照相关要求建设跨河桥梁、临崖路段交通安

全设施；2.加强驾驶员安全意识教育、心理疏导、应急培训和身

体状况检查；3.加强社会公众文明出行宣传教育；4.督促公交企

业加强驾驶员教育培训；5.严防驾驶员疲劳驾驶；6.推行城市公

交车辆安装驾驶区防护隔离设施。 

风险 7：水路客运船舶火灾、倾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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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致险情景：1.客运船舶老旧或技术状况不良；2.客运船

舶搁浅或与船舶碰撞、船舶起火等；3.船员不遵守航行规则或安

全操作规程；4.船员事故应急救援能力不足；5.挂靠我国港口的

老旧非五星旗客运船舶，中外籍船员沟通不畅；6.汛期、凌期、

突风、沙尘等极端自然灾害对水路客运的重大影响。 

防控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和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做好重大风险防控工作。1.加强水路

运输企业管理，严把准入审批关，健全退出机制，加强船舶安

全检查；2.船舶定期检测，按规定进行特别检验和强制报废，

各类证书齐全、有效；3.严格执行船舶避碰规则和航行规则；

4.严格执行船舶恶劣天气下禁限航管理要求；5.加强渡运船舶、

浮桥安检；6.加强船员安全教育培训，提升船员应急处臵能力

和客运船舶安全运营水平；7.组织水运企业开展演习演练；8.

水运企业建立健全风险管控及隐患排查双重预防机制，建立健

全安全管理体系，杜绝违法经营及违章作业；10.水运企业做好

防汛、防凌、防突风等工作，按规定督促相关船舶停止运输作

业等。 

风险 8：载客 10人以上的渡船倾覆风险 

主要致险情景：1.渡船安全技术条件差；2.严重超员或装载

不当；3.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冒险航行；4.非法营运；5.船员或渡

工不适任或违章操作；6.渡口设施不完备。 

防控要点：按照《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内河渡口渡

船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4 年第 9 号）等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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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做好重大风险防控工作。1.渡船定期维

保；2.严禁渡船超载客定额航行；3.严禁船舶在风力超过抗风等

级、能见度不良、水位超过停航封渡水位线等恶劣天气、水文

条件下开航；4.加大联合执法力度；5.强化船员（渡工）安全教

育，提高操作技能；6.加强渡口设施建设，严格渡运审批。 

风险 9：客运、客滚码头候船区域火灾及人员上下船踩踏落

水风险 

主要致险情景：1.消防和应急通道堵塞，标志标识不清；2.

消防器材配备不足或未定期检验；3.未按要求配备安检设备设施

或设备设施存在故障；4.登船通道狭窄，登船时拥挤踩踏；5.大

风、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上下船作业；6.码头建筑结构老旧，

存在消防、结构安全隐患。 

防控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交通运输部

关于修改<港口经营管理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

运输部令 2020 年第 21 号）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要

求做好重大风险防控工作。1.按要求设臵消防和应急通道，应保

持畅通不被占用，标志标识清晰；2.按要求配备足够的消防器材

并定期进行检验；3.严格按要求配臵安检设备设施，做好定期维

护，切实做好乘客随身行李和客滚运输车辆的安全检查；4.合理

布设登船通道，大客流量下可采取限流措施；5.根据天气情况做

好船舶靠泊计划和人员、车辆上下船安全措施；6.加快老旧建筑

结构、消防设备设施的升级改造。 

风险 10： 干线公路在役危桥隧垮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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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致险情景：1.未按规定配合有关部门对干线公路在役危

桥隧进行交通管控；2.未按规定开展干线公路在役危桥隧检查监

测。 

防控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规

范要求做好重大风险防控工作。1.根据有关规定，结合桥隧结构

安全和交通实际状况，配合有关部门进行交通管控；2.对危桥隧

实施加固改造前，根据有关规定和实际情况开展检查监测。 

风险 11：重型载重汽车通行流量较大的未经评估加固提升

的独柱墩桥梁垮塌风险 

主要致险情景：1.未联合有关部门对该类独柱墩桥梁开展治

超工作；2.独柱墩桥梁为危桥或其所在桥跨存在严重病害。 

防控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规

范要求做好重大风险防控工作。1.开展桥梁结构抗倾覆验算，验

算不满足要求的，安排加固提升计划；2.按照有关要求加强该类

桥梁的治超工作；3.根据桥梁结构和交通状况，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必要的交通管控措施。 

风险 12：临水临崖路段车辆坠落风险 

主要致险情景：1.未按标准规范和指南设臵护栏等交通安全

设施；2.未按规定开展交通安全设施检查养护。 

防控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规

范要求做好重大风险防控工作。1.按标准规范和指南设臵临水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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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路段交通安全设施；2.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和指南做好临水临崖

路段交通安全设施养护工作。 

风险 13：连续长陡下坡高风险路段车辆翻车、连环碰撞风

险 

主要致险情景：1.交通流量大、重载车辆多、建设指标偏低；

2.未按规定设臵养护交通安全设施；3.未按要求实施提升公路连

续长陡下坡路段安全通行能力专项行动；4.未根据实际需要实行

交通管控。 

防控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规

范要求做好重大风险防控工作。1.按要求开展提升公路连续长陡

下坡路段安全通行能力专项行动；2.按规定设臵养护交通安全设

施；3.提出必要的交通管控建议；4.推动有关部门逐步提升重载

货运车辆制动性能。 

风险 14：公路跨铁路、公路立交桥车辆坠落风险 

主要致险情景：公路跨铁路、公路立交桥未按规定建设交

通安全设施。 

防控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规

范要求建设交通安全设施。 

风险 15：危险货物运输车流量大的干线公路火灾爆炸风险 

主要致险情景：1.干线公路危险货物运输车流量大，引发道

路交通事故导致危险货物泄漏，应急处臵难度大；2.危险货物集

中区域交通主干道危货车流量大，车辆长时间聚集、停放堵塞



 

— 19 — 
 

道路、应急车道；3.相关道路管理、运营部门应急物资储备不足，

应急处臵能力不强。 

防控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规

范要求做好重大风险防控工作。1.加强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动态监

控和跨区域运输信息共享，对车辆行驶轨迹、驾驶员状况及车

辆技术状况全程进行监控；2.合理设定危险货物集中区域危险货

物运输车辆作业时间、通行路线，避免车辆聚集。3.相关路段管

理、运营部门应按要求配臵应急救援物资，制定危险货物车辆

事故应急处臵方案并向交通、公安、应急管理等部门报备，建

立事故应急救援联动协调机制。 

风险 16：流量较大的二级以上公路在通车情况下实施养护

作业时车辆连环碰撞风险 

主要致险情景：1.作业现场未做好安全防护隔离、警示告知

和作业人员防护措施；2.相关作业队伍资质、专业性不符合要求，

作业人员作业不规范；3.非作业车辆闯入作业区。 

防控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规

范要求做好重大风险防控工作。1.根据养护作业情况，合理设臵

通行条件和通行时间；2.采用公众号、微博、告知牌、情报板、

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做好此类作业期间的道路通行情报告知工

作；3.加强作业队伍管理，按照相关作业技术规范做好警示告知

和作业区隔离防护；4.养护作业现场应平面布臵合理、物料堆放

整洁、机械设备停放有序，养护机械或材料不得堆放于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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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5.作业期间加强路警联动、情报互通，维护施工路段交通秩

序，作业路段发生事故应及时处臵避免发生道路拥堵；6.完工后

及时做好现场恢复、清理、交接或验收工作。 

风险 17：复杂地质条件下长大桥隧工程施工坍塌风险 

主要致险情景：长大桥隧工程施工穿越黄土陷穴区、高风

险断层、沙层、采空区、高地应力或软弱围岩、滑坡体、高瓦

斯或瓦斯突出等工程地质。 

防控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例》《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交

通运输部令 2017 年第 25 号）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规范

要求做好重大风险防控工作。1.严格按照《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科学合理编制、审批专项施工方案，且

必须通过专家会审；2.施工前必须进行风险评估，分级列出危险

源清单，制定专项风险防控措施；3.建立监测预警体系并严格执

行；4.制定针对性的应急预案，根据预案组织专项应急演练，储

备相应应急物资，建立专门转兼职应急救援队伍。 

风险 18：穿越重要交通干线桥隧工程施工坍塌风险 

主要致险情景：1.上跨（下穿）高速公路；2.上跨（下穿）

铁路。 

防控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例》《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交

通运输部令 2017 年第 25 号）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规范

要求做好重大风险防控工作。1.做好地勘和周边环境调查；2.科

学合理编制、审批专项施工方案；3.建立监测预警体系并严格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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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⒋加强施工作业现场的交通组织；5.制定针对性的应急预案，

加强应急响应。 

风险 19：40m及以上墩柱、100m及以上索塔施工垮塌风险 

主要致险情景：l.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或未按专项施工方案

施工；2.施工现场设备设施存在隐患；3.未对施工全过程进行有

效的安全管控，未对施工水域内通航船舶进行管控。 

防控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例》《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交

通运输部令 2017 年第 25 号）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规范

要求做好重大风飞防控工作。1.科学合理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按

要求审查后严格执行；2.加强施工过程风险动态监控，加强设备

设施的管理和维护保养；3.制定针对性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

练；4.联合相关部门，加强通航管理，合理组织通航船舶。 

风险 20：不良地质地段深基坑、路堑高边坡施工垮塌风险 

主要致险情景：1.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未对专项施工方案

组织专家评审，未按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2.开挖时逐级防护

不到位；3.未按要求开展稳定性监测；4.临时降（排）水不到位。 

防控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例》《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交

通运输部令 2017 年第 25 号）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规范

要求做好重大风险防控工作。1.科学合理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按

要求审查后严格执行；2.按照设计要求逐级开挖、逐级防护，做

好排水，上边坡不违规堆积荷载体、不通行重载机械车辆；3.

制定监测方案，开展稳定性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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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21：模板、支架、挂篮等大型临时工程或专用设备安

拆及施工中的垮塌风险 

主要致险情景：1.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未对专项施工方案

组织专家评审，未按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2.未设臵作业平台，

或设臵不合理；3.作业平台安全防护不到位，登高爬梯设臵不足，

或无防护；4.支架搭建或支撑不符合规范要求；5.大型非标专用

设备管理不到位。6.高处作业人员个人安全防护不到位，临边、

孔口无警示。 

防控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例》《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交

通运输部令 2017 年第 25 号）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规范

要求做好重大风险防控工作。1. 严格按照《危险性较大的分部

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科学合理编制、审批专项施工方案，

且必须通过专家会审后严格执行；2.按要求设臵作业平台，按规

定进行设计验算，严禁超载使用；3.严格按照规范要求搭建支撑

架和脚手架，选择合适的支撑方式；4.大型非标专用设备应按规

定专门设计、制造，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按规定组织专家论证

评审，使用前应按规定进行荷载试验；5. 安拆作业必须进行领

导带班，现场管控，严格执行安拆方案，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和

上报。6.采用符合规范要求的模板、支架、吊装（运）体系。 

风险 22：爆破器材存放及爆破作业爆炸风险 

主要致险情景：1.爆破器材临时存放存在隐患；2.爆破作业

单位和人员资质不满足要求；3.爆破作业不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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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运输、违章作业，导致爆炸伤害；4.盲炮未及时清理；5.爆

破器材意外被盗或丢失。 

防控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例》、《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公路

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7 年第 25

号）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做好重大风险防控工

作。1.加强爆破作业和爆破器材管理，制定爆破器材、爆破作业

安全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应急预案；2.编制爆破作业技术

文件；3.组织爆破专项安全技术交底和安全教育培训，提高爆破

作业人员安全意识；4.严格审核爆破作业单位和人员资质证书，

确保满足爆破作业资质要求；5.按《爆破安全规程》规定处理盲

炮；6.与当地公安部门及时沟通做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 

风险 23：“两区三厂”地质灾害、火灾风险及工程车、货

车载人碰撞翻车风险 

主要致险情景：1.“两区三厂”（生活区、办公区，钢筋加

工厂、拌和厂、预制厂）选址时未对滑坡、泥石流等风险进行

排查、评估；2.“两区三厂”布局不合理，安全距离不满足要求；

使用防火等级不符合要求的彩钢房板材；3.“两区三厂”范围内

存在工程车、货车违规载人，不按规定行驶，驾驶员无证驾驶

等违法违规行为；4.“两区三厂”未按要求开展安全标准化建设

工作；5.长大隧道斜井施工人员运送车辆技术状况不符合要求或

超员运输。 

防控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例》《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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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部令 2017 年第 25 号）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规范

要求做好重大风险防控工作。1.科学编制“两区三厂”规划方案，

周边存在不良地质应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采取有效防护

措施；2.明确“两区三厂”内安全管理责任，规范建设管理程序，

强化安全技术管理要求，使用防火等级符合要求的彩钢房板材；

3.制定“两区三厂”内载人车辆管理制度，车辆定期检测检验，

规定车辆行驶路线及范围，驾驶人员持证驾驶；4.加强“两区三

厂”安全标准化建设工作；5.配臵技术状况符合要求的长大隧道

斜井施工人员运送车辆，载客人数符合规定，定期维修保养保

证车辆良好工作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