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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11月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情况

1—11月，全市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

故”）86起、死亡 98人，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11起、下降 11.34%，

死亡人数减少 10人、下降 9.26%，全市事故起数、死亡人数

继续保持“双下降”。1—11月，全市共发生较大道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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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全市共发生各类事故 10起、死亡 11人，同比事

故起数增加 2起、上升 25%，死亡人数增加 2人、上升 22.22%。

一、行业领域事故情况

11月，全市共有道路运输业、建筑业、商贸制造业、农

林牧渔业等 5个行业发生事故，其中：道路运输业发生事故

5起、死亡 5人，同比事故起数增加 1起、上升 25%，死亡

人数与去年同期持平；建筑业发生事故 2起、死亡 2人，同

比事故起数增加 1 起、上升 100%，死亡人数增加 1 人、上

升 100%；商贸制造业发生事故 1 起、死亡 2 人，同比事故

起数减少 1起、下降 50%，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持平；农林

牧渔业发生事故 1起、死亡 1人（去年同期未发生）；居民

服务业等行业发生事故 1起、死亡 1人（去年同期未发生）。

其余行业未发生事故。

1—11 月各行业事故情况主要是：

（一）交通运输和仓储业：累计发生事故 48 起、死亡

56人，同比事故减少 3起、下降 5.88%，死亡人数减少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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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9.68%，其中：道路运输业发生事故 47起、死亡 55人，

同比事故减少 4起、下降 7.84%、死亡人数减少 7人、下降

11.29%；仓储业发生事故 1起、死亡 1人（去年同期未发生

事故）；

（二）建筑业：累计发生事故 13起、死亡 13人，同比

事故起数减少 6起、下降 31.58%，死亡人数减少 6人、下降

31.58%。其中：房屋建筑业事故 4起、死亡 4人，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均与去年同期持平；土木工程建筑业事故 5起、死

亡 5人，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5起、下降 50%，死亡人数减少

5人，下降 50%；其他行业发生事故 4起、死亡 4人，同比

事故起数减少 1起、下降 20%，死亡人数减少 1人、下降 20%；

（三）商贸制造业：累计发生事故 12起、死亡 15人，

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7起、下降 36.84%，死亡人数减少 4人、

下降 21.05%。其中：化工行业事故 3起、死亡 3人，同比事

故起数增加 2起、上升 200%，死亡人数增加 2人、上升 200%；

工贸行业事故 6 起、死亡 8 人，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10 起、

下降 62.5%，死亡人数减少 8人、下降 50%；其他行业发生

事故 3起，死亡 4人，同比事故增加 1起、上升 50%，死亡

人数增加 2人、上升 100%；

（四）采矿业：累计发生事故 4起、死亡 4人，同比事

故起数增加 1 起、上升 33.33%，死亡人数增加 1 人、上升

33.33%；

（五）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累计发生事故 6起、

死亡 7人，同比事故起数增加 1起、上升 20%，死亡人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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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加 2人、上升 40%；

（六）农林牧渔业：累计发生事故 3起、死亡 3人（去

年同期未发生事故）。

二、县（市、区）事故分布情况

11月份，红塔区、通海县、华宁县、易门县和元江县 5

个县（区）共发生各类事故 10起、死亡 11人，其余 4个县

未发生事故。1—11月，江川区、通海县、易门县 3个县事

故起数、死亡人数均超过去年同期，红塔区事故起数与去年

同期持平，死亡人数超过去年同期，其余 5个县（市、区）

比去年同期下降。

1-11 月各县（市、区）事故情况如下：

事故起数
同比

死亡人数
同比

+,- +,- % +,- +,- %

合计 86 -11 -11.34 98 -10 -9.26

红塔区 26 0 0.00 30 3 11.11

江川县 9 4 80.00 14 8 133.33

澄江县 5 -2 -28.57 5 -2 -28.57

通海县 9 1 12.50 10 2 25.00

华宁县 6 -1 -14.29 6 -6 -50.00

易门县 9 2 28.57 10 3 42.86

峨山县 6 -6 -50.00 7 -7 -50.00

新平县 7 -6 -46.15 7 -7 -50.00

元江县 9 -3 -25.00 9 -4 -30.77

三、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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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 月事故出现反弹。从 1—11月全市事故月度分

布情况来看，6月份是上半年事故最多的月份，当月发生事

故 10 起、死亡

10人；进入 7月

全市事故总体

呈现回落态势，

7 月、8 月各发

生事故 8 起，9

月、10月各发生

事故 7 起。11 月全市事故出现反弹，当月发生各类事故 10

起、死亡 11人，比 10月分别增加 3起、4人。11月事故起

数与 6月份持平，死亡人数比 6月份超 1人。

（二）四季度工矿商贸领域事故反弹明显。三季度，全

市工矿商贸领域

（不含道路运输

行业）事故总体

呈现出平稳回落

的态势，9 月是

前三季度全市工

矿商贸领域事故

控制最好的月份，当月发生事故 1起、死亡 1人。进入四季

度，全市工矿商贸领域事故出现反弹，10月份全市工矿商贸

领域发生事故 2起、死亡 2人，11月份共发生事故 5起、死

亡 6人，比 10月增加 3起、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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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半年道路运输行业事故易发多发。进入下半年

以来，全市道

路运输行业事

故呈易发多发

态势，月平均

事故起数均在

5起左右。截止

11 月末 ,全市

共发生道路运输事故 47起、死亡 55人，事故起数、死亡人

数分别占全市总量的 54.65%、56.12%。

（四）高处坠落、物体打击二类事故比重过大。1—11

月，全市工矿商贸领域共发生高处坠落事故 12起、死亡 12

人，物体打击事故 8起、死亡 8人，二类事故起数、死亡人

数分别占全市工矿商贸领域事故的 51.28%、46.51%。其中：

建筑业共发生事故高处坠落事故 7起、死亡 7人，发生物体

打击事故 3起、死亡 3人；商贸制造业发生高处坠落事故 2

起、死亡 2人，发生物体打击事故 2起、死亡 2人；居民服

务等行业发生高处坠落事故 3起、死亡 3人，发生物体打击

事故 1起、死亡 1人；采矿业发生物体打击事故 1起、死亡

1人；农林牧渔业发生物体打击事故 1起、死亡 1人。

（五）部分县区事故超过去年同期。1—11月，江川区、

易门县和通海县 3个县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已经超过去年同

期，其中：江川区发生事故 9 起、死亡 14 人，同比分别增

加 4起、8人；易门县发生事故 9起、死亡 10人，同比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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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2起、3人；通海县发生事故 9起、死亡 10人，同比分

别增加 1起、2人。红塔区事故起数与去年同期持平，死亡

人数比去年同期超 3人。

四、工作建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全面压实政府部门监管责任。进

入四季度以来，全国部分地区事故易发多发，特别是河南安

阳市“11·21”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发生，给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造成了重大损失，教训十分惨痛。各县（市、区）、

市直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

神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批示要求，按照国家、省、市安委

会部署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针对年终岁尾安全生产工

作特点，统筹好经济发展和安全生产关系，坚决扛牢防范化

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切实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措

施，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各类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有

效防范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

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抓好《规定》宣贯，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2022年 11月 12日，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云南省生

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规定》从建立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生产投入保障

机制、设备设施安全管理责任、危险因素管理责任、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责任、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责

任等方面，对生产经营单位相关具体责任创新性地进行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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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列举，让从业者直观清晰明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干

什么、怎么干”，突出指导性、实用性、操作性。《规定》

的出台，必将进一步指导规范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工

作，提升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能力水平，助推高水平安全和

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各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要

以此为契机，认真组织学习贯彻《规定》要求，全面压实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加大工作力度，全面落实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收官各项工作。今年是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工作收官之年，12月更是收官工作的关键时期，各县（市、

区）、市直有关部门要对标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工作目标，认真做好查缺补漏工作，落实落细各项措施，推

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走深走实，圆满完成各项

目标任务。

（四）聚焦重点行业，全面加强行业安全监管。各县（市、

区）、市直有关部门要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非金属矿

山、化工、烟花爆竹、冶金工贸等行业领域，认真分析总结

本辖区、本行业领域今年以来发生事故的行业、单位、事故

类型及特点，认真厘清监管对象清单，找准事故易发多发的

黑点盲点，坚决消除监管盲区死角；要结合岁末年初安全生

产形势，进一步细化监管方案并抓好监管措施落实；严厉打

击各类非法违生产经营行为，坚决纠正“三违”引发事故，

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五）强化应急值班，全面落实应急值班值守纪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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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正值岁末年初，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期，也是安全事故多发

期，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市县有关部门要认真按照玉溪

市自然灾害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玉溪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

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和值班值守工作的通

知》要求，严格执行应急值班工作规定，切实加强应急值班

工作管理，值班人员要严守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规定，及

时接听电话、记录事件，随时观察动态，切实做到任务到岗、

责任到人、管理到位，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及时妥善应

对和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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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