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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9月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情况

据各县（市、区）上报统计，1—9月，全市共发生各类

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43起、死亡 50人，同比

事故起数减少 26起、死亡人数减少 30人，分别下降 37.68%

和 37.5%。1—9月全市发生较大事故 1起、死亡 3人，事故

起数与去年同期持平，死亡人数同比减少 3人、下降 50%。

9月份，全市发生各类事故 2起、死亡 3 人，同比事故

起数减少 5 起、死亡人数减少 4 人，分别下降 71.43%和

57.14%。

一、行业领域事故情况

9月份全市有 2个行业发生事故，其中：交通运输业发

生事故 1起、商贸制造业发生事故 1起。1—9月各行业事故

情况分别是：

（一）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共发生事故 23起、死亡 27

人，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15起、死亡人数减少 19人，分别下

降 39.47%和 41.3%。其中：道路运输业发生生产经营性交通

事故 22 起、死亡 26 人，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15 起、死亡人

数减少 19人，分别下降 40.54%和 42.22%；仓储业发生事故

1起、死亡 1人，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持平。

（二）建筑业：共发生事故 6起、死亡 7人，同比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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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数减少 5 起、死亡人数减少 4 人，分别下降 45.45%和

36.36%。其中：土木工程建筑业发生事故 3起、死亡 3人，

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1起、死亡人数减少 1人，两项指标降幅

均为 25%；房屋建筑业发生事故 1起、死亡 1人，同比事故

起数减少 3起、死亡人数减少 3人，两项指标降幅均为 75%；

房屋建筑装修装饰、建筑物管道和设备安装业发生事故 2起、

死亡 3人，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1起、下降 33.33%，死亡人数

与去年同期持平。

（三）商贸制造业：共发生事故 8起、死亡 8人，同比

事故减少 3 起、死亡人数减少 5 人，分别下降 27.27%和

38.46%。其中：化工行业发生事故 1起、死亡 1人，同比事

故起数减少 2 起、死亡人数减少 2 人，两项指标降幅均为

66.67%；工贸行业发生事故 7起、死亡 7人，同比事故起数

增加 2起、死亡人数增加 1人，分别上升 40%和 16.67%。

（四）采矿业：共发生事故 3起、死亡 4人，同比事故

起数减少 1起，下降 25%，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持平。

（五）农林牧渔业：农业发生事故 1起、死亡 2人，事

故起数与去年同期持平，死亡人数同比增加 1人、上升 100%。

（六）其他行业：共发生事故 2起、死亡 2人，同比事

故减少 2起、死亡人数减少 3人，分别下降 50%和 60%。

二、县（市、区）事故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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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2起事故均在红塔区发生。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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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26 -37.68 50 -30 -37.50

红塔区 12 -9 -42.86 14 -10 -41.67

江川区 3 -4 -57.14 3 -9 -75.00

澄江市 2 -3 -60.00 2 -3 -60.00

通海县 4 -2 -33.33 4 -3 -42.86

华宁县 3 -2 -40.00 5 0 0.00

易门县 2 -4 -66.67 2 -5 -71.43

峨山县 5 -1 -16.67 6 -1 -14.29

新平县 8 1 14.29 10 3 42.86

元江县 4 -2 -33.33 4 -2 -33.33

三、主要特点

（一）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向好。1—9月全市共

发生各类生产事故 43起、死亡 50人，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26

起、死亡人数减少 30 人，分别下降 37.68%和 37.5%，全市

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好于去年同期水平。

（二）三季度事故回落明显。一、二季度全市事故呈易发

多发态势，一季度全

市共发生事故 15起、

死亡 17人；二季度全

市事故上升明显，共

发生各类事故 18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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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22 人，三季度发生事故 10 起、死亡 11人，比一季度

减少 5起、6人，比二季度减少 7起、11人，三季度全市事

故回落较为明显。

（三）“三违”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1—9月全

市非煤矿山、危化、工贸

八大行业、建筑施工等工

矿商贸领域（不含道路交

通）发生的 21起事故中，

因企业安全培训教育工

作落实不到位、员工违反

操作规程或劳动纪律等依然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

（四）项目承包商安全管理有待加强。1—9月，因项目

建设单位对承包商把关不严，承包商安全管理不到位引发事

故增多。1 月 7日，新平戛洒龙都尾矿库尾矿自流沟局部加

高工程项目，项目承包方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未对自流沟作业段设置防护板、拦渣筛等防护

设施，现场作业人员没有配备使用安全绳、安全带等个人装

备，在实施尾矿沟盖板拆除作业时，滑倒后坠入沟内发生淹

溺，造成 1人死亡；2月 26日，玉溪舒雅装饰有限公司未取

得建筑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施工劳务企业资质，违规承

包伴山云麓二期样板房装修水电预埋改造工程项目，临边作

业现场防护措施不到位，现场作业人员未采取防坠落安全防

护措施，进行样板房装修水电安装打样时发生高处坠落事

事故原因 合计 占比%

设备、设施、工具附件有缺陷 1 2.56

安全设施缺少或有缺陷 2 5.13

生产场所环境不良 1 2.56

个人防护用品缺少或有缺陷 5 12.82

没有安全操作规程或不健全 1 2.56

违反操作规程或劳动纪律 11 28.21

对现场工作缺乏检查或指挥错误 4 10.26

教育培训不够、缺乏安全操作知识 13 33.33

其他 1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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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造成 1人死亡；3月 13日，昆明铁鑫工程承包有限公司

大红山项目部违规安排未取得“金属非金属矿山支柱作业”

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人员实施清撬浮石作业，未能对巷道顶板

边帮浮石全面辨识、彻底清撬，被清撬作业的巷道顶板上掉

落的浮石打中，造成 1 人死亡；5月 29日，三峡能源云南省

峨山县甸中镇昔古牙 300MW农（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因项目承包方云南钰成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作业人员违章作

业造成钻孔作业车发生侧翻，造成 1人死亡；6 月 6日，浙

江兰电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 2#1350 立方高炉在建总承包项目，在进行高炉煤

气干法除尘系统设备安装调试过程中，发生一起中毒与窒息

事故，造成 2人死亡，1人受伤；6月 26日，华宁裕发纸业

有限公司违规将脚手架搭设项目发包给无相应资质的个人

施工队，作业人员违反高处作业安全管理规范，未系安全绳

违规开展高空作业，且在高空无防护行走，导致发生高处坠

落事故，造成 1人死亡；7月 31日，玉溪卓越华著项目劳务

分包单位四川恒基盛弘建设工程在对 10 号楼使用吊篮在外

墙做抹灰工作时，因员工违反操作规程，发生高处坠落事故，

造成 1人死亡。

四、工作建议

（一）高度重视第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第四季度历来

是生产经营活动的高峰期，也是各类事故的易发高发期，各

级党委、政府、市级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

的严峻形势，深刻汲取国内、市内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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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

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心态和厌战情绪，以“时时放

心不下”的危机感和“成绩每天归零”的责任感，切实把安

全生产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充分压紧

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切实守

牢安全生产的红线、底线。

（二）抓实抓细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进一步强化“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对照重大事故隐患

专项排查整治 2023行动方案要求，坚持关口前移，针对我

市今年以来重点行业领域发生的各类事故，从落实部门行业

监管责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方面认真分析查找引发事

故的根本原因，找准工作短板、漏洞，精准制订工作措施并

抓好落实；加大暗访暗查和“打非治违”力度，确保压力传

导到边到角，问题整改形成闭环，推动专项行动落实落地见

效。

（三）从严从实开展精准执法。聚焦建筑施工、道路交

通、非煤矿山、危化及烟花爆竹、冶金工贸、特种设备等重

点行业领域，各级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有关部门要加大对重

大事故隐患的监管执法力度，对检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和

突出问题，依法采取限期整改、停产整顿、关闭取缔、上限

处罚，坚决做到零容忍；对重大事故隐患不认真整改或消极

整改的，一律依法予以查处；对排查整治不力导致重大事故

隐患依然存在或发生事故的，要依法对企业和企业主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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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案双罚”；涉嫌构成犯罪的，要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要坚持以案说法、以案为鉴，定期通报、及时

曝光典型执法案例，形成警示震慑作用。严格落实“谁检查、

谁签名、谁负责”，坚决做到重实效。

（四）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工作。严肃应急值班值守工作

纪律，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按照“在岗、在位、在状态”的

要求保证 24小时全天在岗在位，保持通讯畅通，及时响应，

做好上传下达，为稳妥高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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