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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危爆企业立体化管理是维护危爆企业安全运营和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保证。马鞍山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工

业城市，随着经济发展，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的危爆危险物品越来越多，相应的管理工作任务也

随之增大。本文针对目前本单位在危爆企业管理工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公安部门、企业管理职

能部门、政府其他部门齐抓共管的立体化管理体系设想，希望能有助于化解危爆企业管理工作面临的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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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and explosive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guaran-
tee for maintaining their own operation safety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s a typical re-
source-based industrial city,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hazardous 
and explosive articles involved in enterprises operation in Ma’anshan city, and the correspo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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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tasks are also increased. Aiming at the practical management problem of hazardous 
and explosive enterprises, an idea of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implemented by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enterprise management functional department and othe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s proposed to resolve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hazardous and explosive enterprises manage-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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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鞍山是长江三角洲中心区 27 城之一，是皖江经济带的核心城市之一以及新兴移民城市[1]，是区域

经济的重要支撑。马鞍山又是典型的资源型工业城市，以钢立市，为我国十大钢铁基地之一[2]。随着经

济的不断发展，各类企业不断增加，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危爆危险物品也随之增多。我市现有危爆危险

物品单位 236 家，包括民用爆炸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源等不同类型，分布全市 9 个县分局，47 个辖

区派出所，危管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3]。 

2. 危管工作面临的问题 

2.1. 众多危爆企业存在给危管工作带来巨大压力 

马鞍山多元化企业发展于 2003 年开始进入了集中大建设阶段，拥有江南化工、中钢矿院等民爆物品

生产、使用单位；红太阳化工、丰原药业、蒙牛乳液、雨润食品等大型剧毒、易制爆生产、使用企业。

众多涉及危爆物品的企业存在带来了一定的不安全因素：一是危险化学品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危险

化学品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和腐蚀性等特点，极易对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对社会和环境造成危害。

在生产使用过程中，无论是化学品本身还是产生的废料，都有别于一般化学品，存在一定的危险性，需

要通过一些专业的技术手段进行处理[4]；二是生产使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危险性[5]。不同的危险化学品

对存储条件、设备要求都存在差异性，设计不合理、材质缺陷、焊接质量差、密封不严、操作失误或受

物料腐蚀等因素影响均可能会导致泄露，从而引起火灾爆炸等安全生产事故[6]；三是企业负责人和从业

人员安全意识淡薄[7]。由于规模所限，部分中小企业负责人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片面扩大生产，拉长生

产战线，忽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安全生产相关制度不健全[8]。相关从业人员缺乏安全培训，不具备组

织处置初期突发事故的能力，很多员工甚至不能熟练的使用安防器材，往往导致一些小的生产事故发展

变大。 

2.2.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给危管工作带来新的隐患 

进入 21 世纪，马鞍山依托原有重业城市的基础，大力发展新型产业，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了新的

步伐。城镇化快速发展也为安全生产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职责划分要更明晰、协同配合要更紧密、

履职尽责要更到位。实际工作中，监管部门不健全、责任划分不明确、配套设施不完备等现象或多或少

的存在。拿我市经开区为例，经开区在架构方面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区，属于政府部门派出机构，相关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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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部门还不完善，没有独立的教育、交运、卫生、文体、科教、统计等相关部门。现有部门职责权限划

分不明确，一些行业主管责任难以落实。且马鞍山位于中国华东地区，安徽省东部，属北亚热带季风气

候，突发性自然地质灾害引发的安全隐患给危爆物品管理工作增加了一定难度。首先，处置力量不够完

备。由于监管不力，一些企业内部还没有成立专兼职的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队伍，完全依赖于专业应急

救援部门进行处置。洗消设备、应急药品、专业事故处置工具配备不足，在事故发生后错过了宝贵的初

期处置救援时间[9]，一味地等待应急救援到达事故现场，事故往往到了成形和蔓延阶段。其次，宣传工

作不够全面。安全宣传是危爆企业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推进公共安全建设的重要环节和抓手。但

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危管民警多是兼职，没有对化学品理化特性专业性有足够掌握[10]，对危管的宣传还

停留在法律条文、隐患整改等方面；加之企业从业人员流动性大，往往是培训一批，流动一批，根据企

业实际，按企施策的宣传方法成效不明显。构建精准的防控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2.3. 监管与企业两大主体各自履行职责的机制尚未建立 

根据《危险化学品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各级公安机关对危爆危险物品均承担相应监管责任，企

业承担主体责任，而《安全生产法》也将安全条件、日常管理、建章立制、资金投入、机构人员、按标

配备等 18 项主体责任做了明确要求[11]。2016 年，安徽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制定《安徽省枪爆危险物品单

位治安检查工作规范要求》(以下简称《要求》)，明确了各级公安机关对于涉危爆危险物品单位检查项目、

频次和具体要求。但在实际工作中，基层监管单位虽然能按照上级要求开展日常检查和管理，但或多或

少存在着缺少危爆监管特点所需要的针对性和重点性。基层单位危管民警大多身兼数职，各种工作任务

繁多，在日常对危爆行业的管理中，常常是有任务就发动高频次地毯式检查，没有任务就按照正常频次

按月检查，没有做到根据企业实际和隐患风险等级来科学调整检查频次。加之还有些企业不愿意加大安

全生产的投入，三防建设不健全，损坏和陈旧的安防设备不更新，制度仅仅停留在档案盒内不上墙，落

实主体责任中推诿扯皮，站在了监管的对立面。因此，建立监管和企业两大主体各自承担职责的工作机

制，将二者对立产生的能量由负变正，做好危爆企业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有针对性涉危涉爆企业管

理的长效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3. 对策和建议思考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企业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储存的数量、危险的等级也都不一样，因此我市在危

管工作中，对危爆单位进行风险辨识、精准评估，并加以管理。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通过分级分类

分色管控，构筑立体化涉危涉爆防控体系，在危管工作方面成效显著。 

3.1. 通过分类分级分色管控为构建立体化安全防控体系提供基础支撑 

实行分类分级分色管理，做到一企业一台账[12]。先将生产、储存、使用民爆、剧毒、易制爆等企业

按类型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按照储量、使用量、生产量的大小分为大、中、小三级。最后按照实际工

作中掌握的现实情况进行分色，将基础设施建设、责任制度落实、人员变动调整、机构设置完善、生产

工艺生产规模的变化作为分色管理的主要依据，实际工作中不断调整分类分级后的预警颜色，科学调整

检查频次。能够落实各项主体责任的为绿色，按正常频次检查；存在动态隐患的为黄色，加大一倍检查

频次；存在重大隐患的为红色，蹲点督导，抄报人民政府责令其停产停业，消除隐患后方可复工复产。 
实行挂图作战，做到现实情况一目了然[13]。在对企业进行分级分类后，按照储存的种类、数量、地

点、作业场所环境，以及多物质混合存放禁忌，结合前期分类分级分色的划分，为属地基层民警和相关

职能部门制作一目了然的清单式管控图。工作人员只需要对照图表，便可清晰掌握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

储存物质种类、途径、场所、禁忌，有针对性地突出监管重点，清扫监管盲区，避免一刀切和重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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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事故灾害发生后应急救援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优化管理模式，形成务实高效警务制度。一要尽量减少基层不必要的工作，能一张表解决的事情，

坚决不增加工作量，汇总数据后由指导部门进行融合分析，让基层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实际工作中。二要

深入开展放管服，增强服务意识，在企业做好安全防范的前提下，共同会商研判安全隐患，梳理解决问

题的方式方法，将监管和企业在各自履职中出现分歧而消耗的能量由负转正，将对立转换成统一。三要

常态化开展业务指导及日常培训，全面提升基层公安民警业务能力。建立入职培训机制，在专管民警从

事危爆管理工作前，组织进行培训考核，让民警掌握基础危险品管控知识。打造安全生产样板单位，以

直观的方式提供学习素材，将现场教学与理论学习相结合[14]。同时开展一系列比武、竞赛，给予优胜者

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提高基层危管民警的工作积极性。 

3.2. 通过部门指导为构建立体化安全防控体系提供力量支撑 

深化“谁主管、谁负责”的工作模式，推动行业部门加强对安全工作的监管，力争做到“管行业必

须管安全、管业务必管安全”。一是部门联动，齐抓共管[15]。要完善落实定期会商、隐患抄告、联动执

法、信息反馈机制，形成安全监督管理合力。要在深入推进各类安全专项整治的同时，着力在加强安全

防范治理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上下功夫，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

将中央提出“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精神落到实处，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明确由各主管部门齐抓共管。

二是落实责任，强化意识。各职能部门要与企业负责人签订责任书、告知书，全面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

做到问题自查、隐患自改、责任自负。对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将排查出隐患进行汇总、

分析，以书面形式上报政府部门，由主管部门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从而充分发挥联合执法优

势。 

3.3. 通过政府领导为构建立体化安全防控体系作好顶层设计 

提请辖区政府立足于辖区实际，改变公安部门大包大揽、单打独斗的做法，探索建立多部门综合监

管、联合执法的模式，从“越位”的地方退出，“缺位”的地方补齐，在源头上综合治理、监管上联合

执法、责任上联合督办，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职能互动、齐抓共管的格局。同时，出台危爆行业

安全工作职责规定，政府管理的事务归政府、市场调节的事务归市场，安全生产的事物归应急，公安部

门“不错位、不越位、不失位”，按规定履行职责，解决有限管理、无限责任的问题。通过开放融合的

工作理念将安全防范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推动服务供给多元并存、竞争发展。一是夯实基础，推进企业

安全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安部门配合应急、消防救援等部门研究制定符合辖区实际的企业安全生产规划

和指导意见，将安全管理和防范要纳入整体规划、企业发展、人居环境治理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范

围，实行同部署，同规划，同实施。规划应当结合基层发展实际，因地制宜，按需施策。通过基础设施

的建设，将行政审批、监督检查、隐患整改、救援救灾、资源保障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从而夯实立体化

安全防控体系的基础。二是健全组织，层层落实安全监管职责。各相关部门和企业作为安全防范主体，

要充分认识危爆企业安全防范的重要性，从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角度来落实和加强安全防范工作，使

得安全工作有人管、有人抓、有落实。三是快速反应，提高抗御事故处置的整体作战能力[16]。职能部门

督促企业落实好人防、物防、技防前提下，在定期会商、共同部署、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建立快速应急

反应机制，购置配备必要的初期事故处置工具、药品，最大限度控制事故的发展和蔓延，在专业力量到

达前赢得宝贵时间，为安全防范设置最后一道关口。 

4. 结束语 

马鞍山作为皖江经济带中重要的资源型工业城市，危爆危险物品管理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本文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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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内危爆危险物品管理工作的实际，提出了公安部门、企业管理职能部门、政府其他部门齐抓共管的

立体化管理体系设想，希望能有助于化解危爆企业管理工作面临的困境。 
1) 本部门通过对所管辖的企业进行分类分级分色管控和挂图作战，增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

高了管理的效率；同时优化管理模式，从多方面提高危管工作的效果。 
2) 通过各个职能部门联动机制的建立和企业责任制的建立，形成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和企业根据自己

的责任自我管理的合力，形从而构建了立体化安全防控体系。 
3) 通过政府的立体化管理体系顶层设计，从企业安全基础设施的建设、各相关部门和企业的安全管

理组织建设、事故处置的快速反应力量建设入手，构建安全管理工作的坚固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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