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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6月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情况

1—6月，全市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

故”）39起、死亡 48人，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14起、下降 26.4%，

死亡人数减少 14人、下降 22.6%。发生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1

起，死亡 6人，事故起数与去年同期持平，死亡人数增加 1

人、上升 20%。其中，6 月份全市共发生事故 8 起、死亡 8

人，同比事故起数增加 4 起、上升 100%，死亡人数增加 3

人、上升 60%。

一、分行业事故情况

（一）商贸制造业：发生事故 8 起、死亡 10 人，同比

事故起数增加1起、上升14.29%，死亡增加3人、上升42.86%，

其中：化工行业发生事故 2起、死亡 2人（去年同期未发生

事故）；工贸行业发生事故 4起、死亡 5人，同比事故起数

减少 2起、下降 33.33%，死亡人数减少 1人、下降 16.67%；

其他行业发生事故 2起，死亡 3人，同比事故增加 1起、上

升 100%，死亡人数增加 2人、上升 200%；

（二）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发生事故 16起、死亡 22人，

同比事故减少 12起、下降 42.86%，死亡人数减少 15人、下

降 40.54%。其中：道路运输业发生事故 15起、死亡 21人，

同比事故减少 13起、下降 46.43%、死亡人数减少 16人、下

降 43.24%；仓储业发生事故 1起、死亡 1人（去年同期未发

生事故）；

（三）建筑业：发生事故 7起、死亡 7人，同比事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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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减少 4起、下降 36.36%，死亡人数减少 4人、下降 36.36%。

其中：房屋建筑施工业事故 3起、死亡 3人，事故起数、死

亡人数与去年同期持平；土木工程建筑业事故 2起、死亡 2

人，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3起、下降 60%，死亡人数减少 3人，

下降 60%；其他事故 2起、死亡 2人，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1

起、下降 33.33%，死亡人数减少 1人、下降 33.33%；

（四）采矿业：发生事故 3起、死亡 3人，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持平；

（五）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发生事故 4起、死

亡 5人，事故起数与去年同期持平，死亡人数同比增加 1人、

上升 25%；

（六）农林牧渔业：发生事故 1起、死亡 1人（去年同

期未发生事故）。

二、县（市、区）事故分布情况

6月份，红塔区、江川区、澄江市、华宁县、峨山县和

新平县 6个县（市、区）发生事故 8起、死亡 8人，其余 3

个县未发生事故。

1—6月，除红塔区、江川区 2个区事故起数、死亡人数

同比均上升外，其余 7个县（市）总体好于去年水平。各县

（市、区）事故起数、死亡人数情况如下：

事故起数
同比

死亡人数
同比

+,- +,- % +,- +,- %
合计 39 -14 -26.42 48 -14 -22.58
红塔区 13 2 18.18 15 4 36.36
江川县 5 3 150.00 10 7 233.33
澄江县 3 0 0.00 3 0 0.00
通海县 1 -5 -83.33 1 -5 -83.33
华宁县 3 -2 -40.00 3 -7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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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门县 3 -3 -50.00 4 -2 -33.33
峨山县 3 -5 -62.50 4 -6 -60.00
新平县 5 0 0.00 5 -1 -16.67
元江县 3 -4 -57.14 3 -4 -57.14

三、主要情况及特点

（一）6 月份事故增幅明显。今年 1—5月，全市安全生

产形势总体好于去年同期水平，2月份事故起数与去年同期

持平，其余 4个月发生事故

起数基本维持在 5—7起之

间（去年同期事故起数维持

在 10—12起之间），1—5

月 事 故 起 数 同 比 下 降

36.7%。6月份全市事故上升明显，共发生各类事故 8起，比

上月份增加 3起，同比上升 100%。

（二）6 月份高处坠落事故多发。6月份，全市先后发

生高坠事故 4起、死亡 4人（去年同期未发生），分别是：

玉溪仙福轧钢有限公司“6·11”高坠事故、江川凤凰天玺项

目（一期）“6·15”高坠事故、华宁县盘溪镇弥玉高速华宁

段“6·21”高坠事故、云南澄江盘虎化工有限公司“6·30”

高坠事故。1—6月全市共发生高处坠落事故 9起、死亡 9人，

同比事故起数增加 4起、上升 80%，死亡人数增加 4人，上

升 80%。6月全市发生的高处坠落事故起数占 1—6月高处坠

落事故数量的 44.4%。

（三）交通运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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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业、商贸制造业事故总量相对大。1—6月，全市道路交通

运输业、商贸制造业、建筑业共发生事故 30起，造成 38人

死亡，三大行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占 1-6月全市事故

起数、死亡人数的 76.92%、79.17%。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一）高度警醒警觉，坚决抓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和李

克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 6月份以来全市事故易发多发

的教训，按照 7 月 11日全国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安

排部署，紧紧围绕“防风险、保安全、迎二十大”这条主线，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高度的警惕性，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云南省 69条举措和市 76条措施，

层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全面深入查治隐患、防

控风险，完善机制、堵塞漏洞，强化监管执法，定期调度检

查，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有效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坚决扭转 6月份以来事故多发势头，全力为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二）狠抓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突出在“严、

细、实”上下功夫。聚焦安全生产“三年行动”专项整治收

官之年各项工作，深化道路交通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扎实开

展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隐患和城镇燃气等安全风险整治，进一

步强化交通运输、矿山、建筑施工、危化品、水上船舶、消

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治理，全面排查治理各类重大风险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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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认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回头看”，依法依规严肃事

故追责问责，对敷衍塞责、治理不力的要严肃问责，坚决防

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以严格执法检查，扎实推进“真查真改”。各级

各部门要采取明察暗访、突击检查、全面排查、综合督查等

多种方式，加强对重点行业领域的监督检查，要坚持“严”

字当头，敢于动真碰硬，对隐患和问题“零容忍”；对新排

查出的隐患，要督促相关单位限时整改到位；对已完成整改

的隐患，要及时组织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出现事故隐

患排查整治工作出现“视而不见”、“查而不治”、“久病难医”

的现象发生。

（四）狠抓安全教育培训，防止形式化走过场。要督促

企业结合从业人员岗位结构和特点，进一步优化安全培训教

学内容，多层级、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不同层级、不同岗位

的专题安全培育培训、技能培训，切实提高企业“三级安全

教育”的质量和效果，真正提高安全管理水平和从业人员的

风险防范意识、安全操作水平，坚决防范并杜绝因“三违”

行为、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引发事故。

（五）严格应急值班值守，强化应急准备工作。严格落

实领导带班、24小时应急值班值守制度；落实应急值班备勤

制度，确保遇到突出情况值班工作不断档；规范值班信息上

报管理，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及时规范报送事故信息和

应急信息。认真做好应急队伍备勤、应急物资调查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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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第一时间接到报告、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第一时间进行

处置和救助，切实做到反应灵敏，行动迅速，处置有力，最

大限度地减少事故伤亡和财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