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应急演练 严防安全事故

生产安全事故，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

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每当有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时，我

们不免会感叹惋惜，怎么会发生这种悲剧呢？其实，对于各类生产经

营来说，拥有一套明确完整的应急预案，提前做好应对事故发生的准

备，日常加强综合演练和实操技能，就可以加上一条“安全带”，尽

最大可能地避免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定时开展应急演练

提高工作人员遇险能力

2016 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下发了第88号令，颁发了

《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管理工作，迅速有效处置生产安全事故。办法规定，生产经营单

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根据本单位的事故风险特

点，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

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近日，温泉镇某企业开展露天危化品储罐消防应急演练。演练中，

该企业员工发现露天储罐的丙酮泄漏并发生自燃，火势迅速蔓延，过

火面积达 30平方米，现场弥漫着大量浓烟和刺激性有毒气体。该员

工立即向企业负责人报告，并通过手机拨打119 报警，同时按响了邻

近的消防警铃。随后，该企业负责人迅速启动公司应急预案赶到现场，



指派灭火组切断电源，携带灭火器、消防水带等救援器材赶赴事故现

场进行扑救，并通知疏散安置组开展企业员工疏散安置。

在灭火行动中，一名灭火工作人员突然晕倒，其同伴立即将其抬

离事故现场，并呼叫“医疗救护组”紧急救援。医疗救护组人员到达

现场后，将伤者搬上担架，撤离到医疗救护点。现场还安排了物资抢

救组，现场警戒组拉起警戒带，疏散引导组引导所有人员有序撤离危

险区域。最后，消防官兵到达火灾现场实施灭火，在各个应急救援小

组的协作下，大火很快被扑灭。

这次演练是该企业为确保安全生产而开展的一次演练。在日常的

工作中，该企业还重视对消防设备的定期维修和保养，并定期进行翻

新甚至是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会让员工参与到消防设备的

维修保养中，让他们进一步清晰消防设备的使用。同时，我们还会定

期组织开展全员性的消防演练，分好灭火组、疏散组、救援组等组别

开展细化演练，并倡导他们独立完成各项任务，让每个员工在特殊事

件发生的时候都能做到心中有数，应急措施到位。”该企业有关负责

人说。

加强监督管理

确保企业预案完善

一份好的应急预案，往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

生。为此，区安监局多措并举，严格要求企业落实好《安全生产事故



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及时编制好相应的应急预案。

在编制应急预案前，企业应当进行事故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

查，确立本单位的应急预案体系，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并体现自救

互救和先期处置等特点。随后，企业要按照 GB/T29639-2013《生产

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对应急预案中的格式和内

容进行编写。应急预案编写完后，企业还需进行征求意见和专家评审，

并按照企业发文的程序进行发布。应急预案发布后，企业还应当按照

相关要求，在应急预案公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提交备案申请和

材料，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进行告知性备案，并取得

《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应急预案发布到岗位后，企业还需要进行

宣传、教育、培训，使得员工能够熟知应急处置的流程、方法的理论

知识，具备应急处理的知识储备。此外，企业还要根据组织开展演练、

抢险救援等，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不断检验应急预案的完善性。

据了解，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预案分为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

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综合应急预案，是指风险种类多、可能发生多

种类型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为应对各种生产安全事故而制定的综合

性工作方案，是本单位应对生产安全事故的总体工作程序、措施和应

急预案体系的总纲；专项应急预案，是指生产经营单位为应对某一种

或者多种类型生产安全事故，或者针对重要生产设施、重大危险源、

重大活动防止生产安全事故而制定的专项性工作方案；现场处置方

案，是指生产经营单位根据不同生产安全事故类型，针对具体场所、

装置或者设施所制定的应急处置措施，对于事故风险单一、危险性小



的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只编制现场处置方案。

另外，除了各类生产经营单位要组织其单位员工要学习应急处置

技能之外，地方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

应急预案的宣传教育，普及生产安全事故避险、自救和互救知识，提

高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的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技能。在监督管理方

面，地方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工

作纳入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明确检查的重点内容和标准，并严格按照

计划开展执法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