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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矿山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视频培训班举办

3 月 25 日至 29 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矿山安监局会同自然资源部、国

务院国资委、国家能源局、全国工商联联合举办全国矿山企业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视频培训班，首次通过“线下+直播”形式同

步培训全国矿山企业“第一责任人”和有关矿山安全监管监察人

员。

培训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

述，以“知敬畏、明责任、控风险、提能力”为主题，紧紧围绕新

时代矿山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需求，设置思想理论、法治责任、

风险防控、应急处置、案例交流五方面课程体系，主要针对矿山

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尽责必需的关键知识能力，安排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国家矿

山安监局及驻地矿山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人和矿山安全管理先进

企业主要负责人、专家解读矿山安全生产法规政策、讲授“第一

责任人”责任落实要求、分享安全管理良好实践、复盘反思重大

事故教训，全面提升矿山企业第一责任人安全风险防控意识和安

全管理能力。学员普遍反映，此次培训主题鲜明、政策解读权威、

内容讲解深入、案例剖析深刻、工作要求具体，对矿山企业切实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把握新时代矿山安

三年行动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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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工作目标和使命要求、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的

推动作用。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部、国家矿山安监局

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开班式和结业式。培训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设主课堂，在省级党校（行政学院）设分课堂，采取集

中视频授课和研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国开展。涉矿山中央企

业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

源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能源局、全国工商联有关司局负责同

志参加开班式，各省级党校（行政学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自然资源、国有资产监管、能源、工商联等部门负责同志，矿山

安全监管部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各省级局主要负责同志在分

课堂参加有关活动。

国家矿山安监局

召开全国尾矿库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

3 月 22 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召开全国尾矿库安全生产

工作视频会议，纵深推进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压紧压实尾

矿库安全责任，保障尾矿库安全度汛，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

生。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裴文田出席会议并讲

话。

会议强调了当前尾矿库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机遇，介绍了国

家局在健全完善安全法规标准体系、严格安全准入把关、健全落

实汛期预警响应机制、扎实推进重点流域尾矿库治理、推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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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库监测预警能力等五个方面取得的成效。2023 年，在各地

监管监察部门的合力支持下，全国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水平明显

提升，基本杜绝尾矿库亡人事故，连续 16 年未发生尾矿库重特

大事故。

会议指出了当前尾矿库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尤其是近年来

尾矿库泄漏事故多发，各地监管监察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一以贯之深入落实《防范化解尾矿库

安全风险工作方案》和《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

意见》，聚焦工作重点，主动担当作为，精准施策发力，勇于攻

坚克难，倒逼尾矿库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持续提升尾矿库安全保

障能力。

国家矿山安监局印发《矿山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任务目标分解表（2024—2026 年）》

按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2024 年重点工作部署要求，国家

矿山安全监察局矿山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专班（以下

简称工作专班）对矿山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下简称三

年行动）年度具体任务目标进行了分解，制定并印发了《矿山安

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任务目标分解表（2024—2026 年）》。

其中，2024 年任务包含 111 项，2025 年 95 项（含持续推动落实

45 项），2026 年 94 项（含持续推动落实 57 项）。同时，针对

目标任务的贯彻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是明确责任分工。机关各司要深刻把握三年行动的实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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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统筹推进本司各项重点工作与三年行动各阶段目标任务，对

照任务目标分解表，明确司内责任人，逐项抓好贯彻落实。

二是强化督导检查。机关各司要督促联系指导地区认真开展

三年行动，聚焦薄弱环节，通过印发建议函、警示函、交办函、

督促函等，推动有关地方政府和省级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解决

突出问题，及时跟踪问效。

三是加强统筹调度。工作专班要加强组织协调，跟踪调度和

汇总分析各项工作任务进展情况，定期分析三年行动工作成效和

差距不足，及时组织召开三年行动分析调度会、问题反馈会等，

提出改进意见建议，确保任务目标高质量完成。

矿山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专班组织

审核各地实施方案

按照国家矿山安监局矿山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2024

—2026 年）专题动员部署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地矿山安全监

管部门牵头制定了矿山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实施方案，

工作专班对各地实施方案制定情况进行了调度汇总和审核把关，

督促提升方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目前除西藏自治区外，各地

均已报送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但内蒙古、江苏、河南、新疆等四

省（区）的煤矿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以及河南、重庆、新疆三省

（区、市）的非煤矿山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尚未以正式文件印发。

下一步，工作专班将加强督促指导，严格审核把关，推动方案尽

快制定印发，确保各项任务措施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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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开展全省煤矿安全生产诊断体检

为扎实推进煤矿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着力提升山东

煤矿安全水平和保障能力，山东省能源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山东局制定《全省煤矿安全生产诊断体检工作方案》，在 2024

年 3 月至 12 月期间对全省所有生产建设煤矿开展安全生产诊断

体检。山东省能源局会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东局，成立由主

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相关业务处室（单位）

人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各项工作。

一是明确体检内容。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煤矿安全生产条例》

《国务院安委会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

硬措施》等制度规定，将诊断体检工作细化为依法依规组织生产、

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岗位责任制落实、重大安全风险管控、重

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 11 个方面、115 项主要内容。

二是明确工作阶段。诊断体检工作分为自查自改和诊断体检

两个阶段。4 月底前，省内所有煤矿进行自查自改，煤矿上级企

业对所属煤矿自查情况进行现场审查，问题和整改措施清单经企

业主要负责人审核签字后报日常安全监管部门。无上级集团公司

的煤矿，由日常安全监管部门负责审核把关。10 月底前，各市、

县煤矿安全监管部门会同国家矿山安监局山东局相关执法处组

地方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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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诊断体检工作组，对日常监管煤矿开展全面诊断体检，对灾害

严重、安全管理薄弱以及近三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煤矿，优先

聘请专家开展重点诊断体检。

三是强化效果应用。升级改造一批安全基础薄弱、装备水平

低的煤矿；依法依规责令停产整顿一批存在“七假五超三瞒三不

两包”等违法违规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的煤矿；依法依规提请地

方政府关闭一批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且拒

不整改仍然生产建设的，越界开采、以采代建且拒不整改的，3

个月内 2 次及以上发现有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行生产的，经地方

人民政府组织的专家论证在现有基础条件下难以有效防治重大

灾害的，经停产整顿仍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积极引导退出一批长期停产

停建、资源枯竭和安全无保障的煤矿。

河南省：推动全省煤矿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

为深入推进矿山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河南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南局研究制定了河南省煤矿治

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并由省政府负责人审定。

一是全面部署安排。要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煤矿安全生产条

例》《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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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故的硬措施》。

二是对标细化任务。结合河南省实际，对治本攻坚任务进一

步丰富细化，增加全面拧紧责任链条、深化瓦斯防治攻坚、开展

全面评估论证、落实“领导+专家”机制、推进安全依法治理等内

容，将任务细化为 10 方面 42 项具体措施。

三是突出攻坚重点。深刻汲取平煤十二矿“1·12”重大煤与瓦

斯突出事故教训，在瓦斯防治、责任落实、夯基提能、执法检查

等方面补短板强弱项。组织开展灾害严重矿井全面评估论证，利

用 3 年时间，全面摸清瓦斯等重大灾害风险底数，建立“一矿一

册”“一面一册”档案，对不同矿井、不同工作面分类落实针对性

灾害治理措施。

四是强化落实举措。按照“长计划短安排、硬措施严执行”

的工作思路，细化明确年度重点攻坚任务清单、措施清单，统筹

好治标与治本，抓好全面推进与重点企业督导整治。用好“周调

度、月总结、季通报”工作机制，组织开展专项督导检查。

云南省：制定煤矿安全生产治本攻坚

三年行动 2024 年重点任务清单

云南省为扎实推进煤矿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进一步

夯实煤矿安全生产“1+4”框架体系和基层基础，根据云南省煤矿

安全生产实际情况，制定了煤矿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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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点任务清单。

3 月 18 日，云南省能源局印发《关于印发煤矿安全生产治

本攻坚三年行动 2024 年重点任务清单的通知》，通过挂图式作

战强力推进 12 项重点任务，实现深化煤矿重大灾害源头治理，

坚决防范和遏制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努力减少一般事故的

目标。

一是推动实现安全理念显著增强。推动各级煤矿主管部门、

煤矿企业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进一步强化，坚守安全红线的意

识更加强烈，消减重大安全风险、消除重大事故隐患的积极性主

动性显著增强。

二是推动实现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常态化制度化开展隐蔽致

灾因素普查，重大灾害超前治理进一步强化。实现煤矿机械化、

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井下作业人员逐步减少，

正常生产煤矿达到一级、二级标准化管理体系达标率占80%以上。

三是推动实现执法效能明显提升。推动执法规范化、信息化

水平明显提升，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人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水平和强烈意愿大幅提升，执法效能明显提升。

四是推动实现安全形势更加稳定。实现煤矿事故总量持续下

降，较大事故得到有效遏制，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

吉林省：确立目标 强化协作 扎实推进非煤

矿山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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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立足本省现状，直面问题、精准施策，全面开展安全

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进一步夯实非煤矿山安全基础。

一是凝聚共识，加强联动。建立矿山安全监管监察、发展改

革、公安、自然资源、工信、人社、住建和消防等部门协作推进

机制，成立矿山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领导小组，协作推进

职责交叉领域矿山安全生产工作。

二是直面问题，靶向施策。制定印发《矿山安全生产治本攻

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严格矿山规范管理，严肃查处矿山违法

违规生产和瞒报事故行为，不断夯实矿山安全基础，坚决防范遏

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三是确立目标，稳步推进。2024 年实现生产矿山安全生产

标准化三级 100%达标；2025 年完成重点县“摘帽”工作；2026

年大中型非煤矿山占比达到 30%以上、矿山井下人员减少 10%以

上、地下矿山安全生产标准化一、二级的占比 30%以上。

福建省：全面推进非煤矿山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按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部署，福建省结合实际，深化拓展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落实规定动作，做实自选

动作，夯实安全基础。

一是紧盯风险分级管控。研究福建矿山风险系数模型，定期

通报各地风险等级，督促县级政府每月开展一次矿山安全风险研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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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严格安全源头把控。加强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与自然

资源等部门对矿山“三合一”方案联审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三是加强动态监管巡查。严厉打击长探、长建、长停矿以采

代探、以采代建以及明停暗开等违法违规行为，严把在建项目延

期审批。

四是聚焦素质能力提升。面向监管监察人员宣贯解读矿山重

大隐患判定标准，实施“百名”矿长、“千名”班组长、“万名”一线

员工安全培训工程。

五是推进安全标准化创建。力争 2024 年底前，福建非煤矿

山二级安全标准化达标率 25%以上。2025 年底前，非煤矿山二级

安全标准化达标率递增至 30%以上。

报：国家矿山安监局领导。

送：各省（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部门、矿

山安全监管部门，国家矿山安监局各省级局，国家矿山安监局机

关各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