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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 2021年 1—2月生产安全事故情况

一、总体情况

2 月，全市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

2 起、死亡 6 人，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2 起、下降 50%，死亡人数

增加 2 人、上升 50%。其中，发生 1 起较大道路运输事故，死亡

5 人，去年同期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1—2 月，全市共发生各类事故 14 起、死亡 20 人，同比事

故起数增加 3 起、上升 27.27%，死亡人数增加 11 人、上升

122.22%；发生一起较大道路运输事故，造成 5 人死亡，去年同

期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与 2019 年相比，事故起数

减少 3 起、下降 17.65%，死亡人数增加 1 人、上升 5.23%。

二、行业事故分布情况

（一）道路运输行业领域：1—2 月，全市发生道路运输事

故 7 起、死亡 13 人，同比事故起数增加 3 起、上升 75%，死亡

人数增加 11人、上升 550%。

（二）公路建设项目施工：1—2 月，全市发生事故 2 起、

死亡 2 人，去年同期未发生事

故。

（三）金属非金属矿山行

业：1—2 月，发生事故 2 起、

死亡 2 人，去年同期未发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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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四）冶金等工贸行业：1—2 月，发生冶金等工贸行业事

故 2 起、死亡 2 人，与去年同期持平。

（五）工商贸其他行业：特种设备领域发生事故 1 起、死亡

1 人，与去年同期持平。

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铁路建设施工、水利建设施工、

铁路交通、水上交通、农业机械、渔业船舶、修理维护、技术服

务等行业均未发生事故。

三、县区事故分布情况

1—2 月，红塔区未发生事故，去年同期发生事故 3 起、死

亡 3 人；江川区发生事故 1 起、死亡 1 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事故

起数减少 1 起、下降 50%，死亡人数持平；澄江市发生事故 1

起、死亡 1 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事故起数减少 1 起、下降 50%，

死亡人数持平；通海县发生事故 1 起、死亡 1 人，与去年同期持

平；华宁县发生事故 3 起、死亡 8 人，均为道路运输事故，去年

同期未发生事故；易门县发生事故 3 起、死亡 3 人，去年同期未

发生事故；峨山县发生事故 2 起、死亡 2 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事

故起数增加 1 起，上升 100%，死亡人数增加 1 人，上升 100%；

新平县发生事故 3 起、死亡 4 人，去年同期未发生事故；元江县

未发生事故。



- 3 -

四、意见建议

（一）深刻汲取教训，清醒认识当前我市安全生产形势的严

峻性复杂性。今年以来，我市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较去

年均呈上升趋势，特别是较大事故频发，截止目前，发生了江川

区“1·07”较大事故，造成 3 人死亡，新平县“2·16”较大事

故，造成 4 人死亡，华宁县“2·20”较大事故，造成 5 人死亡、

1 人受伤，这些事故的发生暴露出我市对安全生产思想认识还不

到位、责任落实还不到位、监管执法还不够严等突出问题，教训

极其深刻。各县（市、区）、市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个必须”要求，对照国家、省、

市部署要求和重点检查内容，带队深入一线认真开展督导检查，

对前期工作落实还不到位的，要督促及时“补课”，查缺补漏，

要做到检查全覆盖、隐患零容忍，对隐患排查不深入、整改不到

位、检查走过场、“三违”行为禁而不止的情况和存在重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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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的，该处罚的一律依法顶格处罚，该停产整顿一律停产整顿，

该关闭取缔的一律关闭取缔，坚决遏制我市安全事故特别是道路

运输事故高发的势头，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严格风险管控，深入组织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

各县（市、区）、市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全省全市

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会暨道路交通安

全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公安部、省、市相

关领导批示、指示精神，在全市持续、深入组织开展一次全覆盖

的道路运输安全专项整治，持续推进交通运输领域综合治理。要

突出“两客一危一面”、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等重点车辆和重点

路段，加大重要时期、重点时段路面巡查管控力度，强化主要高

速公路、干线国省道的桥梁、涵洞、隧道、交叉路口、弯坡道路

等重点路段的通行秩序管理，不断加大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

力度；要深入推进公路交通秩序整治，严厉打击违法从事道路旅

客运输、出租车客运企业和车辆，加大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力

度，严查超速、超员、超载等违法行为。持续清理整治“马路市

场”。加强长途客车、旅游客车、危险品运输车、重型载货汽车

等重点车辆安全监管，整治运输企业“挂而不管”“以包代管”

等问题；要加强农村地区道路通行秩序管理，切实落实人员，落

实“一盯一、一帮一”等措施，强化农村道路和车辆、驾驶人的

监管，完善预防农村道路运输事故工作体系，减少漏管失控面，

严防农村客运车辆超员和拖拉机、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违法

载人，坚决做到发现一起取缔一起。

（三）切实举一反三，扎实推进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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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市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结果导向，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结合正在开展的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持续深化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冶金

工贸、消防、建筑施工、重点建设项目、民用爆炸物品、特种设

备、旅游、油气管道、城镇燃气、电力、商务、学校、卫生健康、

水上交通、渔业船舶、农业机械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

主要领导要亲力亲为，定期听取专项整治工作汇报，总结研判工

作开展情况，及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要压实工作责

任，强化监管执法，彻底排查治理各类事故隐患，严厉查处打击

各类非法违法、违规违章生产经营建设行为。要认真落实春节后

企业复工复产相关要求，严格把关，督促企业切实做好复工复产

前隐患排查整治和检查验收工作，坚决做到相关证照不齐全不复

产，安全条件不具备不复产，安全措施不落实不复产。

（四）严格值班值守，强化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要严格

应急值班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班、关键岗位 24 小时

值班制度，认真落实事故信息报送规定，确保信息畅通，事故信

息及时、准确上报，坚决防止迟报、漏报和瞒报。要全面强化做

好应急准备各项工作，及时修订完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定

期开展有针对性的应急演练，加强应急队伍、装备、物资等应急

准备。同时，要广泛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

警示教育，不断提升广大从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