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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目录

1 总 则.......................................................................................................... - 3 -
1.1 编制目的...............................................................................................- 3 -
1.2 编制依据...............................................................................................- 3 -
1.3 适用范围...............................................................................................- 4 -
1.4 工作原则...............................................................................................- 4 -

2 风险分析...................................................................................................... - 5 -
2.1 中卫市民爆行业概况...........................................................................- 5 -
2.2 危险性分析...........................................................................................- 5 -

3 组织体系...................................................................................................... - 5 -
3.1 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 6 -
3.2 主要职责范围.....................................................................................- 6 -
3.3 各成员单位职责................................................................................- 11 -
3.4 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 16 -
3.5 专家组.................................................................................................- 16 -
3.6 民爆企业应急管理机构.................................................................... - 16 -

4 预防与预警................................................................................................- 17 -
4.1 监测预报.............................................................................................- 17 -
4.2 危险源监控方式、方法.................................................................... - 17 -
4.3 预防措施.............................................................................................- 18 -
4.4 分级标准.............................................................................................- 18 -
4.5 预警信息报告与发布........................................................................ - 19 -
4.6 预警行动.............................................................................................- 19 -

5 应急响应.................................................................................................... - 20 -
5.1 信息报告.............................................................................................- 20 -
5.2 先期处置.............................................................................................- 21 -
5.3 响应启动.............................................................................................- 22 -
5.4 响应措施.............................................................................................- 24 -
5.5 信息报送和发布.................................................................................- 26 -
5.6 社会动员.............................................................................................- 26 -
5.7 事故应急响应结束.............................................................................- 27 -
5.8 应急岗位实行自动代位制度............................................................ - 27 -



- 4 -

6 保障措施.................................................................................................... - 28 -
6.1 通讯与信息保障.................................................................................- 28 -
6.2 应急队伍保障.....................................................................................- 28 -
6.3 应急物资装备保障.............................................................................- 29 -
6.4 经费保障.............................................................................................- 29 -
6.5 治安保障.............................................................................................- 29 -

7 恢复重建.................................................................................................... - 30 -
7.1 善后处置.............................................................................................- 30 -
7.2 总结评估.............................................................................................- 30 -

8 日常管理.................................................................................................... - 30 -
8.1 宣传培训.............................................................................................- 30 -
8.2 预案演练.............................................................................................- 31 -
8.3 维护与更新.........................................................................................- 31 -
8.4 责任与奖励.......................................................................................- 32 -

9 附 则......................................................................................................- 33 -
9.1 术语和定义.......................................................................................- 33 -
9.2 制定与解释.......................................................................................- 34 -
9.3 应急预案实施...................................................................................- 34 -

附件 1中卫市民爆行业应急通讯录.........................................................- 34 -

附件 2中卫市民爆行业应急专家组通讯录.............................................- 35 -

附件 3辖区内危险源分布图表.................................................................- 36 -

附件 4应急工作所需要联系部门的联系方式.........................................- 37 -

附件 5中卫市民爆领域突发事件事故接报记录表.................................- 38 -



- 5 -

1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为了规范中卫市民用爆炸物品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工

作，提高对辖区内民用爆炸物品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的综合应急处

置能力，在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实施快速、及

时、有效地响应，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灾害和损失，保障人民群

众的生命、国家财产安全。结合中卫市民用爆炸物品行业现状，

制定《中卫市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以下简称《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2021〕

第 88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主席令〔2007〕

第 69号）；

（3）《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 653号令）；

（4）《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 493号

令）；

（5）《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 708号令）；

（6）《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 2号

令）；

（7）《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20）；

（8）《民用爆炸物品工程设计安全标准》（GB50089）；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08/30/content_732593.htm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08/30/content_7325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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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工业和信息化部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及预案编

制导则》（工信部安〔2010〕493号）；

（10）《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24〕5

号）；

（11）《宁夏回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2）其他有关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法律法规办法规定。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市辖区内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发生的造成人员伤

亡，或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或造成较大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

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1.4 工作原则

1.4.1属地为主原则

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应急处置的领导和指挥以地方人民政府为

主，发挥各地民爆安全监管部门和相关单位应急机构作用，充分

利用国家和当地事故应急救援各种资源，组织开展事故应急救援

工作。

1.4.2分级响应原则

各级民爆应急机构根据各自职责，按照事故大小、危害程度

并依据反应快捷、救援有效的要求，实施分级响应，开展应急救

援。

1.4.3科学、规范原则

应急预案的制定要紧密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体现自身工作

特点。经过危险因素辨识、事故类型与风险分析、危险源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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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科学合理的应急措施，应急预案要经过评审，保证其科学、

规范、实用。

1.4.4平战结合原则

应急预案实施后，应定期组织培训、演练、评估和修订，确

保内容和措施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同时，要健全应急队伍，配

备必要的应急设备及器材，保证应急机构及人员、装备处于备防

状态，一旦发生事故能够快速、有效地投入相关应急工作。

2 危险性分析

2.1 管辖地区概况

2.1.1中卫市共有民爆销售企业 1家，为中宁县安泰民爆器材

有限责任公司，地址：中宁县老南街锦绣苑 C区 17-8号，现有职

工 30人，许可经营范围：工业炸药、工业雷管的销售。公司爆炸

物品仓库位于中宁县新堡镇风塘沟，库区内有炸药库 1座，核定

储量 50吨，雷管库 1 座，核定储量 40万发。仓库区远离市区，

距最近的零散住户 1500米。

2.1.2 中卫市民爆企业销售的民爆物品品种主要有 2 类火工

品，这些民爆物品储存场所经重大危险源辨识，构成重大危险源

的有 2个，分布在中宁县安泰民爆器材有限责任公司仓库区。

2.2 危险性分析

危险源区域内的民爆物品具有易燃易爆的危险属性。存在的

重大风险有:

2.2.1爆炸

民用爆炸物品在储存、销售等环节中，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

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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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燃烧

民用爆炸物品在储存、销售等环节中，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

燃烧事故。

2.2.3其它伤亡

民用爆炸物品在销售过程中的其它伤亡事故有火灾事故、中

毒事件、交通事故、机械伤害事故、灼烫事故、高处坠落事故、

窒息事件、物体打击事故、触电事故、坍塌事故、车辆伤害等。

3 组织体系

3.1 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

指 挥 长：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

副指挥长：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中宁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中卫军分区、武警中

卫市支队、市发展改革委、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安局、

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

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旅游和文

体广电局、卫生健康委、应急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总工会、

红十字会、国网中卫供电公司、市气象局、中卫市消防救援支队、

中宁县等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3.2 主要职责范围

负责全市民爆领域及其有关的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工

作，组织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抢险救援、应急

处置工作；制定和完善应急预案及措施，有效应对突发民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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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各成员单位职责

3.3.1市委宣传部：负责指导相关部门部署和组织民爆领域突

发事件期间新闻宣传工作，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审核新闻通稿；

协调市域外媒体新闻采访事宜，协助有关部门处理涉外、涉港澳

台事务。

3.3.2市委网信办：负责监测民爆领域网络舆情，及时通报相

关网络动态情况，管控网络民爆造谣信息，指导民爆相关部门做

好网络突发事件相关回应工作。

3.3.3中卫军分区：负责组织协调驻卫部队和民兵预备役部队

抢救民爆领域发生事故造成的伤员和被困人员；负责调集防化部

队处置危化品泄漏事故。

3.3.4武警中卫市支队：负责调集武警中卫支队应急救援队对

伤员和被困人员开展搜救，负责协助民爆领域事故发生地及周边

区域的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维护道路交通秩序。

3.3.5市发展改革委：保障民爆领域事故发生地及周边区域的

能源需求；负责和有关部门督导、协调民爆领域事故发生地及周

边区域易于发生衍生事故的地区、行业和设施采取紧急处置。

3.3.6市科技局：负责指导有关企事业单位、自治区科研院所

为民爆领域突发事故提供科技支撑；指导民爆领域突发事故的相

关科研工作。

3.3.7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应急状态下紧缺物资生产组织

协调工作；负责组织医药储备应急调度；负责协调组织应急物资

的生产；指导企业做好其他民爆物品的管理或转移；核报民爆企

业事故损失情况；协调市内各电信运营商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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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市公安局：负责维护民爆领域事故发生地及周边区域的

社会治安，负责打击盗窃、破坏民用爆炸物品违法犯罪活动，依

法受理查处涉嫌犯罪案件及治安事件，负责事故现场的保护工作，

协助组织周边群众紧急转移工作，维护事故发生地的应急期间交

通秩序，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取证。

3.3.9市民政局：负责受到事故影响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发挥

社会救助制度性保障作用。

3.3.10 市司法局：负责民爆领域突发事件涉法性的合法性审

查、法律咨询和援助服务等工作。

3.3.11市财政局：负责安排市级事故应急救助资金；向自治区

财政申请事故应急生活补助等专项资金，按规定管理分配并及时

拨付资金，对应急救助资金及物资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参

与民爆领域突发事故调查与损失评估核定工作。

3.3.12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利用航空遥感和卫星遥感等手段提

供事故发生地的影像资料，根据事故救援需求制作专题地图，提

供专题数据和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资料并快速判定分析结果；对

事故可能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进行动态监测，及时向上级部门和

涉灾单位报送监测信息：并协助开展事故救援及善后处理工作：

3.3.13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提供民爆领域突发事故地重大污染

源分布情况和快速判定污染危害影响情况；负责对事故造成环境

质量影响的监测、提出减轻或消除环境污染危害的建议；组织开

展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涉及环境保护的应急监测和环境安全隐患

排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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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4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开展民爆事故企业房屋及周

边建筑安全鉴定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对衍生事故进行紧急处置和

防范；参与事故调查与损失评估核定工作。

3.3.15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对民爆领域突发事故被影响公

路和有关设施的抢险抢修，确保事故救援人员、物资运输的畅通；

组织协调转移伤员所需的交通运输工具。

3.3.16市水务局：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水利工程抢险工作和

民爆领域突发事故发生造成水利设施损坏的修复工作；负责检查、

监测事故救援期间的饮用水源，保障事故救援期间供水安全。

3.3.17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抢修民爆领域突发事故发生地

及周边区域农业基础设施，恢复农业生产，负责组织调运蔬菜与

动物食品的市场供应，保障事故救援期间饮食安全。

3.3.18市商务局：负责组织调运食品与物资，保障事故救援期

间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

3.3.19市旅游和文体广电局：负责发布针对赴事故发生地旅游

的预警信息；负责旅游景区及游客的应急救援处置工作，核报事

故造成文化、体育、广电系统损失情况。

3.3.20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民爆领域突发事故的医疗救

援、卫生防疫、伤病人员救治和心理疏导干预等工作；组织调度

医疗器械、药品；做好伤员、受事故影响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医疗

服务与心理援助；对医疗救援和卫生防疫工作进行评估，对事故

救援期间食品、饮用水进行检查、监测，防范，核报事故造成医

疗卫生系统损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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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核查、报告民爆领域突发事故

险情；负责组织、协调开展应急救援工作；组织转移安置事故周

边群众；分配应急救援物资并监督发放使用，保障事故救援期间

群众基本生活；会同市财政局申请、管理、分配应急救援资金；

组织接受社会资金物资捐赠工作，组织指导应急救援捐赠和管理、

分配救援捐款赠物；会同有关部门分析会商核定事故，完成事故

损失评估工作；做好事故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防范工作。

3.3.22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民爆领域突发事件事故应急

救援期间饮用水、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的质量安全进行监督

管理；负责事故应急救援期市场价格监管，组织开展价格监督检

查，采取措施维护市场物价秩序；

3.3.23市总工会：负责依法保障民爆领域突发事件事故伤员和

受影响群众的合法权益；监督事故赔偿金和伤员医治期间的资金

的正常发放；因故伤员申请仲裁、提起诉讼的，依法给予支持和

帮助；参与和监督民爆领域突发事故调查与损失评估核定工作。

3.3.24市气象局：负责开展民爆领域突发事件事故发生地的气

象动态监测服务；及时发布事故发生地的中短期天气预报和灾害

性天气预报预警；确保事故救援期间自燃气象条件信息保障。

3.3.25国网中卫供电公司：负责组织恢复被民爆领域突发事件

破坏的主要电力设施，提供应急救援场所临时电源，保障应急救

援电力供应；核报事故造成电力系统损失情况。

3.3.26中卫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调集辖区内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对伤员和被困人员开展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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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7中宁县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民爆领域突发事件的

应急管理，成立应急指挥机构，综合协调、指挥本行政区域的突

发事件应对工作，督导各有关单位按职责划分落实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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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表

序号 工作组 牵头单位 成员单位 主要职责 备注

1 抢险救援

组

民爆行业生

产安全事故

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

市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中卫

气象局、中卫军分区、武警中

卫支队、中卫市消防救援支队

制定实施抢险救灾力量配置方案；调配救援队伍和装备；搜救伤员和被困人

员；组织救援人员和物资的运送工作；清理事故现场。

2 群众生活

保障组

市应急管理

局

市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局、

民政局、财政局、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商务局、

气象局

制订实施事故伤员及周边群众救助工作方案以及相应的资金物资保障措施，

组织调集生活必需品等物资，指导事故发生地做好伤员及周边群众的紧急转

移和安置工作，保障伤员及周边群众基本生活和市场供应。组织和统筹安排

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参与灾民救助和帮扶等工作。

3
医疗救治

和卫生防

疫组

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

市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局、

公安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

生态环境局，中卫军分区、武

警中卫支队

组派医疗卫生救援队伍，调集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对伤员进行救治和转

移后送；检查、监测事故发生地饮用水源和食品，防范和控制各种传染病等

疫病的暴发流行；做好伤员及周边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医疗服务与心理援助。

4
基础设施

保障和生

产恢复组

市发改委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应急管理

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

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旅

游和文体广电局

组织抢修维护受影响交通设施和供电、供水、供气、防洪、通信、广播电视

等设施，调运抢险救援产品，调运应急物资和装备，保障事故应急救援物资

供应；对周边的工矿商贸和农业损毁情况进行核实，指导制订科学恢复生产

方案，安排落实有关扶持资金和物资。

5
社会治安

组
市公安局

市委网信办、武警中卫支队、

市司法局、市交通运输局、事

发地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

负责维护民爆领域事故发生地及周边区域的社会治安，协助组织周边群众紧

急转移工作，维护事故发生地的应急期交通秩序；做好事故矛盾纠纷化解和

法律服务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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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事故调查

及损失评

估组

市应急管理

局

市财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

负责利用航空遥感和卫星遥感等手段提供事故发生地的影像资料，根据事故

救援需求制作专题地图，提供专题数据和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资料并快速判

定分析结果；分析事故发生对周边环境污染、地质污染、河流污染的严重程

度，并提出防止事故扩大和污染治理的对策措施，并协助开展事故救援及善

后处理工作。

7
信息发布

及宣传报

道工作组

市委宣传

部、网信办

市旅游和文体广电局、中卫市

新闻传媒中心、应急管理局

指导做好民爆领域突发事故信息发布工作；按规定组织安排新闻媒体进行采

访报道，加强舆情收集分析，正确引导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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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作为市民爆领域突发

事件应急指挥的临时工作机构，设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主任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兼任。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负责落实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指挥部议定的相关事项；制定、修订应急预案及配套文

件，组织开展预案演练；监督指导县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

机构、民爆销售企业开展应急管理工作；负责应急专家组日常管

理；负责参与事故应急和现场处置；承担其他交办事项。

3.5 专家组

由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牵头，建立中卫市民

爆领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专家库。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发生后，从

专家库中确定相关专业专家，组建市民爆领域突发事件专家咨询

小组，为较大以上（Ⅲ级以上，含Ⅲ级）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专家组主要职责：参与现场应急救援技术指导工作；研究并

提出相关技术报告和建议；对事故救援完成后恢复生产提出意见

和建议。

3.6 民爆企业应急管理机构

民爆企业必须按照国家有关法规标准设立事故应急管理机

构，对自身生产经营现场进行危险性分析、评估，确定危险源，

并组织制定、修订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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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爆企业应急管理机构主要职责为：贯彻国家和自治区有关

事故应急工作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对生产经营现场进行危险性

分析、评估，确定危险源，并组织制定、修订应急预案；根据事

故应急工作需要，建立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应急救援装备和器材、

开展应急培训和演练；发生事故时，按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救援工

作，及时上报事故信息和应急救援情况；建立完整的社会救援、

救助联系网络体系，在本单位救援力量不足以控制事态时，及时

向社会救援、救助机构求助。

4 预防与预警

4.1 监测预报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要督促企业抓好危险源监控管理、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民爆企业要认真辨识可能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危险源，完善

监控管理制度，采取相应的监控措施，对危险源进行分级管理，

有效防止事故的发生。并针对危险源失控可能造成的生产安全事

故，分别制定相应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4.2 危险源监控方式、方法

4.2.1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监控

利用报警装置，监视、电子监控装置等进行监控。

4.2.2利用管理制度进行监控

完善消防、防雷防静电、环境保护、职业卫生、安全保卫等

安全设施；对危险源进行隐患排查和整改；危险源监控情况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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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上报。

4.3 预防措施

4.3.1技术类预防措施

通过安全技术措施、现场安全技术管理、安全技术培训以及

国家安全生产规程、标准、技术规范的贯彻，加强生产安全事故

的预控管理。

4.3.2管理类预防措施

加强危险源排查整改，做到排查整改闭合管理到位。加强生

产设备、装置、安全设施的检测维护和保养，防范事故的发生。

4.4 分级标准

报告市委、市政府和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的

信息要按照民爆领域突发事件的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可控性和

影响范围等因素，注明可能引发突发事件的级别。

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分为一般、较大、重大、特别重大四个级

别。其中分级标准为：

特别重大事件级别（Ⅰ级）是指造成 30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 1亿元及以

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重大事件级（Ⅱ级）是指造成 10人及以上 30人以下死亡，

或者 50人以上 100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0万元以上 1亿元以下

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较大事件级别（Ⅲ级）是指造成 3人以上 10人以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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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10人以上 50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万元以上 5000万元以

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一般事件级别（Ⅳ级）是指造成 3人以下死亡，或者 10人

以下重伤，或者 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本条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4.5 预警信息报告与发布

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接到信息报告后，要组

织会商或进行分析研判，并将监测预测预警信息向指挥部成员单

位和有关县人民政府通报，督促和指导按照相应预案做好处置工

作；对可能引发较大级别以上（Ⅲ级以上，含Ⅲ级）的民爆领域

突发事件的监测预测预警信息，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

挥部成员单位要及时报告市应急委，并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突

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提出预警信息发布方案，并配

合做好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同时，向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

4.6 预警行动

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接到可能导致较大级

别以上（Ⅲ级以上，含Ⅲ级）突发事件的监测预测预警信息后，

要密切关注事态进展。按照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或市民爆行

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的统一安排和部署，组织、协调市民

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县人民政府，按照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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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做好应急准备和预防工作，并及时向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和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动态报送有关信息。

预警可采用固定电话预警、无线电话（手机）预警、报警装

置预警等方式。

图 4.6 预警程序框图

5 应急响应

5.1 信息报告

5.1.1 对较大级别以上（Ⅲ级以上，含Ⅲ级）突发事件或者

事件本身比较敏感，可能演化为较大级别以上（Ⅲ级以上，含Ⅲ

级）的突发事件，事发地县（区）人民政府和各行业主管部门、

责任单位及应急工作机构接到事件报告后，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和相关规定，及时向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和

市委办公室信息调研科、市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总值班室）报

告信息。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接到预警信息报告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将预警信息报告指挥长

指挥长下达预警可以发出的命令

应急指挥部发出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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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报告以《中卫市民爆领域突发事件事故接报记录表》为

模板，内容主要包括：接报人、事件发生单位，事件发生的时间、

地点，伤亡人数，简要经过，可发生事故的周边情况及预后趋向、

已采取的应急措施及事故控制的效果，请求协调应急救援的事

项。

5.1.2 按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工作联络员报告制度的通知》（卫政办发〔2016〕167号）要求，

事发地区县（区）人民政府和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

部各成员单位在向市人民政府首报突发事件信息的同时，要按照

上述规定的联络员范围报告联络员姓名、职务、联系方式、出发

时间、到达现场时间或拟到达现场时间。如在应急处置过程中更

换联络员，要及时报备。

应急处置联络员包括：事发地区县（区）人民政府赶赴现场

指挥先期处置工作的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随同前往的县政府办

公室负责人或应急办主任；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

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及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赶赴现场的市直有关部

门领导和相关单位负责人均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联络员。

5.2 先期处置

对较大级别以上（Ⅲ级以上，含Ⅲ级）突发事件或者事件本

身比较敏感，可能演化为较大级别以上（Ⅲ级以上，含Ⅲ级）的

突发事件，事发地县（区）政府和相关单位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按照相关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先期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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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响应启动

按照民爆领域突发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应

急响应分为Ⅳ级、Ⅲ级、Ⅱ级、Ⅰ级四级，依次分别对应一般、

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级别的突发事件。

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事态发展及其情况变化对响应级别及

时进行相应调整，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造成损失。事件有扩

大趋势或已扩大，需启动高级别应急响应时，应及时报告上一级

应急救援指挥机构。

5.3.1Ⅰ级响应

发生特别重大（Ⅰ级）民爆领域突发事件时，自治区民爆行

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组织指挥部成员单位紧急会商或对事件影

响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判后，会同自治区政府应急办（总值

班室）向自治区应急委提出预案启动和响应级别建议。经批准，

由自治区应急委宣布启动Ⅰ级响应，并向各有关单位发布启动相

关应急程序的命令。自治区应急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自治区民

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和有关地区、部门、单位组织开

展应急处置各项工作；视情况，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向

国务院或有关部委提出支援或委派工作组来宁指导应急处置工

作。

5.3.2Ⅱ级响应

发生重大（Ⅱ级）民爆领域突发事件时，自治区民爆行业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组织指挥部成员单位紧急会商或对事件影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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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判后，会同自治区政府应急办（总值班室）

向自治区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提出预案启动和响

应级别建议，由自治区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宣布启

动Ⅱ级响应，并向各有关单位发布启动相关应急程序的命令。自

治区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事

发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5.3.3Ⅲ级响应

发生较大（Ⅲ级）民爆领域突发事件时，中卫市人民政府或

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组织各成员单位和专家进

行分析研判，对事件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估后，由市人民政

府或市应急指挥机构决定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并向各有关单位发

布启动相关应急程序的命令。必要时，请求自治区民爆行业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派出工作组赶赴事件现场，指导开展相关应

急处置工作。

5.3.4Ⅳ级响应

发生一般（Ⅳ级）民爆领域突发事件时，事发地县（区）人

民政府或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机构组织各成员单位

和专家进行分析研判，对事件影响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估

后，由县应急指挥机构决定启动Ⅳ级应急响应，报市民爆行业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并向各有关单位发布启动相关应急程序

的命令。必要时，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机构派出工

作组赶赴事件现场，指导县区开展相关应急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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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响应措施

5.4.1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紧急处置措施

5.4.1.1发生Ⅰ级、Ⅱ级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处置措施

接到民爆领域突发事件报告后，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指挥部立即启动市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研究确定

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工作方针、政策、工作规则、处置

系统和保障体系；及时将突发事件动态及救援情况上报市安全生

产委员会办公室和自治区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

5.4.1.2发生Ⅲ级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处置措施

接到民爆领域突发事件报告后，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指挥部立即启动市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研究确定

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工作方针、政策、工作规则、处置

系统和保障体系；及时将突发事件动态及救援情况上报市安全生

产委员会办公室和自治区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提

出启动或终止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应急响应的建

议。

5.4.1.3发生Ⅳ级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处置措施

接到民爆领域突发事件报告后，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指挥部立即安排指挥部办公室协助配合县应急指挥机构开展

应急处置工作。并将突发事件动态及救援情况及时上报市安全生

产委员会办公室和自治区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

5.4.2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紧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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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1发生Ⅰ级、Ⅱ级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处置措施

接到民爆领域突发事件报告后，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指挥部立即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调查确

认、对突发事件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立即向市安全生产委员

会办公室报告。

5.4.2.2发生Ⅲ级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处置措施

接到民爆领域突发事件报告后，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指挥部立即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调查确

认、对突发事件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确认结果，向市安全生产委

员会办公室提出启动响应级别的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

建议，按照预案迅速落实应急处置工作。

5.4.2.3发生Ⅳ级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处置措施

接到民爆领域突发事件报告后，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指挥部立即报应急指挥部，同时协调、配合县应急指挥机构开

展应急处置工作，及时上报工作进展情况。

5.4.3事发单位紧急处置措施

民爆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发单位应立即展开现场自

救，并按事故信息上报要求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民爆行业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有关部门报告，事发单位、各级民爆行

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机构根据事故大小和事故发展态势，启

动应急预案，明确应急指挥、应急行动、资源调配、应急避险、

扩大应急等响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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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现场应急指挥与调度

由市人民政府设立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应急

处置现场指挥部，具体负责指挥现场的应急处置工作。各有关单

位按照职责参与组织营救、伤员救治、疏散撤离和妥善安置等处

置工作，及时上报事件情况和人员伤亡情况，分配救援任务，协

调各级各类救援队伍，查明并及时组织力量消除次生灾害，组织

抢修公共设施、接收与分配援助物资等。必要时，请求自治区民

爆领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派出工作组赶赴事件现场，指导应急

处置工作。

5.5 信息报送和发布

应急预案启动后，依据相关规定发布信息，有关民爆专业方

面事故信息，由自治区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统一向

自治区政府及国务院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等有关

单位报告，新闻宣传和信息发布统一对外，其他部门工作人员未

经批准不得对外接受有关此方面的采访或发布信息。

信息发布主要内容包括：民爆领域突发事件的性质及其次

生、衍生灾害的监测和预警情况；事件发生时间、地点、人员伤

亡（包括下落不明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救援进展情况、事件

区域交通管制情况以及临时交通措施；事件责任单位基本情况

等。

5.6 社会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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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市、县人民政府或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

根据民爆领域突发事件的性质、危害程度和范围，广泛调动社会

力量参与事件处置，紧急情况下可依法征用、调用车辆、物资、

人员等。

5.6.2 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发生后，市、县人民政府或民爆行

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组织各方面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组织基层单位和人员开展自救、互救；邻近的区（县）人民政府

根据灾情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对事发地提供援助。

5.6.3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益事业捐赠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捐赠和援助。审计、

监察部门对捐赠资金与物资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

5.6.4 根据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发展情况，向社会公布志愿服

务需求指南，明确专门人员，及时开通志愿服务联系电话，统一

接收志愿者组织报名，做好志愿者派遣和相关服务工作，引导志

愿者有序参与救援工作。

5.7 事故应急响应结束

事故现场应急救援工作完成后，事故调查处理小组正式进驻

事故发生单位后，由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向上级

有关部门报告事故应急情况，按照“谁启动，谁结束”的要求，事

故现场应急指挥机构宣布事故应急程序结束，相应的应急响应状

态解除，事故应急响应工作结束。

5.8 应急岗位实行自动代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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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因通讯、职务变动等方面的影响，造成应急响应期间

指挥、控制的中断或延误，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

县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机构、专家组和民爆企业相关

人员，实行应急岗位自动代位制，在紧急情况下按任命顺序自动

代位履行职责。

6 保障措施

6.1 通讯与信息保障

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县民爆行业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指挥机构、专家组和民爆企业必须明确应急机构成员的

联系方式和方法，保持移动通讯工具和固定电话两种同时有效的

联系方式，且处于 24小时开机状态。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指挥部负责定期检查维护通讯设施保证通讯畅通。市民爆行

业应急通讯及联络方式（见附件 1《中卫市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应

急通讯录》）。

6.2 应急队伍保障

6.2.1企业应急救援队伍：民爆企业要根据事故应急的需要，

建立事故抢险救援队伍。应急队员应选择身体好、业务素质高的

人员，以保证应急救援工作的需要。

6.2.2 社会应急救援队伍：当自身应急救援队伍不能满足应

急需要时，应做好与当地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衔接，及时进

行扩大应急申请，向市（县）消防、医疗、环保等专业应急队伍

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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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关单位对应急救援队伍进行定期培训与考核，动态管理

人员和设施、设备，适时调整人员数量及专业结构。

6.3 应急物资装备保障

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县民爆行业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指挥机构要指导、督促民爆物品销售企业足额配置应急

救援所需的消防器材、急救医疗器械、通信器材、交通工具等装

备，并定期检查维护，确保完好。

民爆销售企业应针对各个专项应急预案，配备对应的应急物

资，物资保障机构应定期检查维护，防止应急物资过期、失效或

丢失，确保应急物资始终完好无缺。并明确应急物资和装备的类

型、数量、性能、存放位置、管理责任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

6.4 经费保障

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县民爆行业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指挥机构、民爆销售企业应落实应急装备与物资、应急

预案培训及演练等年度资金预算，保障必要的应急项目支出。

6.5 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要对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的重要目标和

危险区域实施治安、警戒和交通道路管制；严厉打击干扰、阻碍

行政部门执法、暴力抗法和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物

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做好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法规等宣传教

育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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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事件发展态势，向事件可能蔓延到的地方人民政府通报

信息，提醒做好应对准备。

7 恢复重建

7.1 善后处置

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市、县人民政府及

有关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开展善后处置工作。包括人员安置、抚

恤补偿、保险理赔、征用补偿、救援物资供应、环境污染消除、

灾后重建、危险源监控和治理等措施，防止事件造成次生、衍生

危害，尽快恢复正常秩序，确保社会稳定。

7.2 总结评估

7.2.1 较大及较大以下（Ⅲ级及Ⅲ级以下）民爆领域突发事

件，由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报请市人民政府同意

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

7.2.2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事发地县（区）

人民政府要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形成处置突发

事件专项工作报告，报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

7.2.3 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要根据事发地县

（区）人民政府提交的处置突发事件专项工作报告，组织分析、

研究，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形成工作报告报市政府应急办（总

值班室），并抄送各成员单位。

8 日常管理

8.1 宣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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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县民爆行业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指挥机构等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

报纸等各种媒体开展应急预案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增强有关人

员的安全意识；掌握应急救援知识、应急避险常识、岗位的主要

危险有害因素、风险及操作人员自身的职责，不断提高应急救援

和避险能力。

8.2 预案演练

市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县民爆行业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指挥机构、民爆企业应定期开展应急预案演练，提高对

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应当制定本单位的应急

预案演练计划，并根据本单位事故预防的重点，每年至少组织一

次综合应急演练和专项应急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现场处置演

练。

8.3 预案管理与更新

8.3.1 本预案由中卫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制定，报中卫市人民

政府批准后实施，由中卫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8.3.2 中卫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根据预案演练时发现的问题、

机构变化等情况，适时组织修订完善本预案。县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单位按照本预案规定履行职责，制定并完善本级行政区域民爆

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中卫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备案。

8.4 责任与奖励

8.4.1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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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事故应急工作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进行责任追究。

8.4.2奖励

在事故应急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据

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8.4.2.1处置及时、正确、果断，有效制止险情扩大，或防止

次生、衍生事故的，或在应急救援中有突出立功表现的；

8.4.2.2完成事故应急任务成绩显著，有效防止重大损失发生

的；

8.4.2.3抢险、救灾、排险工作中有突出立功表现的；

8.4.2.4对事故应急准备与响应提出重要建议，实施效果显著

的；

8.4.2.5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9 附 则

9.1 术语和定义

9.1.1 应急预案：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为迅速、有序地开

展应急行动而预先制定的行动方案。

9.1.2 应急救援：指在发生事故时，采取的消除、减少事故

危害和防止事故恶化，最大限度降低事故损失的措施。

9.1.3 危险源：指可能造成人员伤害、疾病、财产损失、作

业环境破坏或其它事故的根源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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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重大危险源：指长期地或临时地生产、搬运、使用或

者储存危险物品，且危险物品的数量等于或者超过临界量的单元

（包括场所和设施）。

9.2 制定与解释

本预案由中卫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9.3 应急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中卫市民爆领域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卫政办发〔2021〕3号）同时废止。

附件：1.中卫市民爆行业应急通讯录

2.中卫市民爆行业应急专家组通讯录

3.辖区内危险源分布图表

4.应急工作所需要联系部门的联系方式

5.中卫市民爆领域突发事件事故接报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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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卫市民爆行业应急通讯录

单 位 姓 名 职 务 电 话

中卫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

孙占宏 副局长 0955-7068682

麦志峰 科 长 0955-7068328

丁和平 科 员 0955-7068328

局值班室电话：0955-7068328（白天）

18209532334（夜间）

应急办公室传真： 0955-7068683

中宁县应急救援

中心
吴长峰 主 任

中宁县工业和信

息化局

王佳晶 局 长

黄殿成 副局长

杨善林 干 事

中宁县公安局 马 超 大队长

中宁县安泰民爆

器材有限责任公

司

蔡耐学 总经理

韩建升 副 总

潘向东 安全总监

马彦霞 安全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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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卫市民爆行业应急专家组通讯录

序号 姓名 所属行业 单位

1 路胜利 民爆 宁夏民用爆破协会

2 陈志清 民爆 宁夏民用爆破协会

3 康 萍 民爆 宁夏民用爆破协会

4 马向军 民爆 宁夏天长民爆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5 蔡耐学 民爆 中宁县安泰民爆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6 赵永平 民爆 宁夏天长民爆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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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辖区内危险源分布图表

名 称 详细地址 危险物品 核定储量

中宁县安泰民爆器

材有限责任公司

中宁县新堡镇风

塘沟

工业炸药 50吨

工业雷管 40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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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应急工作所需要联系部门联系方式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0951-6363404（24小时值班电话）

中卫市工业和信息化局：0955-7068675
中卫市应急管理局：0955-7068553
中卫市公安局：0955-7067520
中卫市消防救援支队：0955-7072600或 119
中卫市人民医院急救中心：120
中宁县政府应急办：0955-5025777
中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0955-579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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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中卫市民爆领域突发事件事故接报记录表

接报人： 接报时间：

报告人姓名： 联系电话：

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伤亡人数：其中死亡 人，重伤 人，轻伤 人，经济损失 万元。

事故发生的简要经过：

发生事故的周边情况及预后趋向：

已采取的应急措施及事故控制的效果：

请求协调应急救援的事项：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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