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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高文静 通讯员李磊报道
聊城市安委办结合工作实际，印发 《聊城市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压
实市、县 （市、区）、乡镇 （街道）、村 （社
区） 等各级责任，明确各级安委办负责统筹
协调抓落实。在全市推行市包县、县包乡镇

（街道）、乡镇 （街道） 包村、村包户制度，
以及联防联控、网格化管理模式，确保层层
有人管，户户有人帮。

该市深入开展入户排查，截至目前，共
入户排查非集中供暖 123 余万户。实行分级
分类监管，合理区分一氧化碳中毒低、中、
高风险家庭；关注重点区域，非集中供暖的
出租屋、拆迁房、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基
层乡村等家庭取暖户，纳入重点区域全面排
查；紧盯重点人员，覆盖鳏寡孤独者、残疾
人、留守儿童、务工返乡人员、城区务工人
员等重点家庭和人员，确保重点人群排查不
漏一人。

该市采取“谁排查谁整治”“谁检查谁
治理”的方式，针对一般隐患，即查即改；
一时难以解决的隐患，采取挂账销号的方
式，消除隐患；针对各级排查的问题，采取
分类管理的方式，逐项闭环解决。

该市将“一隔离、二通风、三报警”作
为宣传重点，普及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知识，
开展警示宣传教育，户户张贴居民防范一氧
化碳中毒明白纸。截至目前，共推送各类宣
传信息 10059 条，发布预警信息 68925 条，
居民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安全意识持续增强。
同时充分利用村 （社区） 活动室、文化站、
文化广场以及宣传栏等传统宣传渠道，普及
燃煤、用气、秸秆取暖安全常识，营造出

“人人皆知、人人皆防”的良好局面。

聊城市

网格化管理
济宁市

多措并举
本报讯 记者高文静 通讯员王栋报道

济宁市安委办印发了 《关于切实做好今冬明
春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工作的通知》，通过召
开专题工作会议，进行再强调、再动员、再
部署。泗水县通过压实乡镇 （街道） 和村

（社区） 联系包保“两个责任”，抓实抓细一
氧化碳中毒防范工作。鱼台县迅速发动村庄
巷长、联户长和社区楼长对照现有人户房信
息，对非集中供暖户逐户走访登记造册，织
密安全防护网。

该市减灾办组织开展了“大宣传、大教
育、大培训、大体验、大提升”应急安全知
识宣传培训活动，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主
要负责人任组长的工作小组，抽调骨干力量
组成 9 支宣讲队伍，在全市 156 个乡镇 （街
道） 各上一堂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安全课，切
实增强群众的安全意识。

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委宣传部，通过
多重途径，刊播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公益广
告、科普视频及警示教育片，营造防范一氧
化碳中毒的浓厚氛围。

金乡县 276 个中小学校开展了“小手拉
大手”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主题班会，邀请专
业人员为学生们讲解相关知识。

梁山县充分利用流动宣传车和大喇叭循
环播放音频提醒，宣传冬季采暖注意事项。

邹城市全面开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安全
隐患排查，加强对出租屋、拆迁房、城中
村、城乡接合部等重点区域、重点群体的排
查。

鱼台县联合应急管理、消防、住建、市场
监管等部门机构，对所有行政村进行全覆盖
式督导，直接进村入户。针对督导发现的问
题，建立台账并要求及时整改，形成闭环。

本报讯 记者高文静 通讯员樊祥东报
道 泰安市专门印发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宣传
方案，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全覆盖立体式
开展防范知识宣传。

该市专门录制 6 分钟的防范一氧化碳中
毒知识音频，利用“村村响”应急广播等宣传
载体滚动播放。在泰山安全网设置专栏，收
集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科普动漫视频、公益广
告片，供各级免费下载并在各社区、公园、广
场等公共场所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制作带
有防范科学知识和典型事故案例警示的宣传
海报 1 万份，在村（社区）进出口、宣传栏张
贴。制定具体详细、易于操作的居民防一氧
化碳中毒宣传明白纸，村（社区）干部逐门登
户全覆盖发放，面对面逐条讲解注意事项。
在各类媒体平台，常态化宣传防范一氧化碳
中毒安全常识、应急自救等科普知识。

新泰市紧盯冬季重点时段，强化安全宣
传和隐患排查，全力构建立体式全方位防范
一氧化碳中毒群测群防网络。入冬前召开专
题会议安排部署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工作，要
求各部门单位、各乡镇（街道）、村（社区）制定
方案；发动市镇基层干部和志愿者队伍深入
社区，开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宣传工作；开展
敲门入户行动，安装一氧化碳报警装置，开展
邻里互助行动。目前，新泰市开展集中宣传
320 余次，入户走访 2 轮，发放张贴明白纸 43
万余张，排查整改安全隐患 3628 条。

肥城市应急管理局充分利用媒体平台、
发放一氧化碳防范明白纸、大喇叭、“一站式”
宣传等形式，普及燃气安全使用常识，做到防
微杜渐，坚决防范一氧化碳中毒。

泰安市

四级联动
本报讯 记者高文静 通讯员王绪爱报

道 日照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防范一氧化
碳中毒工作，多次组织召开防范一氧化碳中
毒工作会议，对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专项行动
再强调、再动员、再部署，印发《关于切实做好
今冬明春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工作的通知》。

该市对非集中供暖户开展登门入户、全
覆盖式摸排，特别加强对非集中供暖的重点
区域、重点家庭的重点排查。对采取燃气取
暖的住户，督促燃气企业加大入户安全检查
力度，确保燃气阀门、管线、器具、报警装置、
炉具等安全有效。

该市安委办成立专项督导组，采取明察
暗访、“四不两直”等形式，把防范一氧化碳中
毒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常态化督导检查范围。
各级各有关部门成立督导检查组，深入村（社
区）进行督导检查。

该市把“一隔离、二通风、三报警”作为宣
传重点，普及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常识。印发
了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宣传挂历、明白纸 278
万余份。通过媒体资源，普及预防一氧化碳
中毒知识，开展警示宣传教育。

该市身穿蓝马甲的“百千万”应急安全宣
传志愿者纷纷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讲解
冬季取暖安全知识。在各个社区，志愿者通
过各类方式向群众围绕一氧化碳中毒的症
状、一氧化碳中毒的情境、一氧化碳中毒怎么
办、如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等安全知识进行
教育宣传。同时，志愿者走访入户向居民宣
传预防“用火、用电、用气、一氧化碳事故”知
识，每到一户，志愿者详细了解炉具、取暖器、
一氧化碳报警器等设备使用情况。

日照市

常态化督导
本报讯 记者高文静 通讯员李达报

道 淄博市立足于防早、防小、防患于未然，
通过强化隐患排查、督导检查、监督问责、应
急处置四项硬核举措，四手联弹，夯实全市防
范一氧化碳中毒工作基础。

该市进一步加大一氧化碳中毒隐患排查
力度，实行联防联控、网格化管理，夯实基层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工作责任，督促区县加大
燃煤、柴草、秸秆、木炭等取暖户隐患排查，确
保隐患排查和防范措施到位、有效。截至目
前，共排查问题隐患 21116 条并整改到位。

该市安委办制定下发《关于将防范一氧
化碳中毒工作纳入常态化督导检查内容的通
知》，成立 6 个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工作专项督
导检查组，深入乡镇（街道）、村（社区）检查各
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截至目前，市、区县两
级共派出督导检查组 118 个，共督导检查问
题隐患 72条并整改到位。

市安办通过严肃问责监督，推动防范一
氧化碳中毒工作责任落实，对工作推进不力、
未达到“五个 100%”要求的，采取通报、约谈
等处置措施。对因工作落实不及时、不到位
导致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亡人事件的，将移交
有关部门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该市督促各区县根据实际，制修订一氧
化碳中毒应急救援预案，明确任务分工，健全
应急预案体系，完善处置流程，确保及时、有
序、高效、妥善地开展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减
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同时，强化部门间
协调联动和信息共享，做好人力、物力、财力
保障，加强应急值班值守，确保一有险情立即
处置，有效应对各类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淄博市

整改到位

本报讯 记者高文静 通讯员臧晓林
于婷婷报道 临 沂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健 全

“13335”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工作机制，确保群
众温暖安全过冬。

该局组织各乡镇（街道）、村（社区）开展
实施拉网式、起底式摸排，逐家逐户敲门入
户，仔细询问群众取暖方式、宣传防范知识、
查看居住环境，共排查非集中供暖户 294万余
户，并由村（社区）建立台账，确保“不漏一户”。

该局在村（社区）主要道路和重点区域、场
所密集悬挂宣传标语，通过广播、电视、流动宣
传车、“大喇叭”、应急“直通车”等方式循环播放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宣传音视频；沿街门店电子
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通过公众号、网格微信
群、抖音、快手等网络渠道转发警示视频等方
式，全面宣传防范知识，对重点关注人群入户
提醒讲解。截至目前，该市共发放明白纸、宣
传画393余万张（页），组织群众观看宣传片565
余万人（次），通过电视、广播、条幅等方式宣传
85余万条（次），入户排查355余万次，确保入脑
入心，明白纸发放率、宣传率达100%。

该市建立访查考核机制，市安委办通过
电话访查对全市群众和企业职工就县区、乡
镇（街道）落实宣传措施、中毒防范、观看警示
片等情况进行随机调查，共访查 3 万余名群
众，群众对中毒防范工作满意率达 97%。市安
委办将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工作纳入平安建设
和安全生产年度考核范畴，组织 4个督导组对
14个县区开展明查暗访，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每个村（社区）紧盯孤寡老人、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独居户以及外出务工节日返乡人
员等五类重点关注人员，全市共排查 5.8 万
人，按照网格分工包户到人，定期走访提醒，
有效确保群众温暖安全过冬。

临沂市

健全机制
本报讯 记者高文静 通讯员王志秀报

道 东营市建立“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督导
检查机制，由各级安委办组织应急管理、农
业农村、住建、城管、卫健、公安、教育等
部门单位成立 7 个督导组，深入排查整治冬
季取暖安全隐患。重点检查炉具完好、室内
通风、烟道通畅等情况，特别是要加强对独
居老人、空巢老人、残疾人、留守儿童等重
点家庭的重点排查。印制图文并茂、易于操
作、通俗易懂的居民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居
家防火、燃气安全等明白纸，与帮扶村和党
员双报到社区合作共建，深入村居、商户广
泛宣传，确保群众知晓率 100%，累计发放
宣传资料 100余万份。

该市结合安全宣传“五进”，依托安全
文化主题公园、安全体验场馆，以及基层救
援站等载体广泛普及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居
家防火、燃气安全等常识知识，延伸安全宣
传触角。联合驻村工作组拍摄预防一氧化碳
中毒专题短剧，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
正确预防一氧化中毒；制作防一氧化碳中毒
和防火公益广告每天在当地媒体播出刊发。

为提升冬季取暖本质安全，针对独居老
人、五保户等特殊群体，垦利区应急管理局
联合各乡镇 （街道） 投资 100 万元，对全区
2187 户 特 殊 群 体 免 费 安 装 一 氧 化 碳 报 警
器，并在取暖季来临之前对一氧化碳报警器
安装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排查，保障取暖期间
一氧化碳报警器正常运行。报警器可实时探
测房间内的一氧化碳浓度，一旦浓度超标，
就会发出警示声提醒居民，有力保障辖区居
民冬季取暖安全，有效防范居民一氧化碳中
毒事件的发生，为辖区居民居家生活装上了
一道“安全锁”。

东营市

全方位开展

本报讯 记者高文静 通讯员冯林报
道 烟台市召开全市事故防范工作视频会
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防范一氧化碳中毒
工作的通知》《关于为使用煤炉取暖居民安装
一氧化碳报警器的通知》《关于开展防范一氧
化碳中毒工作督导检查的通知》等文件，进一
步压实各级各有关部门责任，以县级负责人
包乡镇（街道）、乡镇（街道）负责人包村（社
区）、村（社区）干部包户的形式，层层压实责
任、逐级传导压力。

该市督促各县（市、区）组织基层干部深
入村居，对非集中供暖的出租屋、拆迁房、城
中村、城乡接合部、基层乡村鳏寡孤独等家
庭，开展登门入户、全覆盖式摸排。全市累计
排查 200 余万户，问题隐患全部列出清单，坚
决整改到底，确保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该市制作组织省市媒体开设专题专栏刊
发科普常识，统一制作公益音频，通过全市
7500 个“村村响”应急广播反复播放。各级
各有关部门按照“镇不漏村、村不漏户”原则，
发放防范一氧化碳中毒明白纸；每个村（社
区）在显要位置至少悬挂 2 条防范一氧化碳
中毒宣传横幅，抓好警示宣传教育。该市累
计发放明白纸 210万份，悬挂横幅 3.2万条。

该市成立 5 个暗查暗访组，同步依托 12
个驻区市督导组，以城乡接合部非集中供暖
的出租房、临时工地、厂房、棚户区、农业大棚
等部位为重点，针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先后
开展 2 轮集中暗查暗访专项行动。累计排查
92 个乡镇（街道）、244 个村（社区），走访非集
中供暖住户 1079 户，发现问题隐患 9 项，目前
已全部整改到位。

烟台市

包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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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是一氧化碳中毒事故高发期，为切实做好防范一氧化碳中毒

工作，山东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前谋划，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

级各部门抓好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工作，增强群众安全意识和提升自我

防范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增强群众安全意识
提升自我防范能力

本报讯 记者高文静 通讯员赵凤荣
张文政报道 进入数九天后，受较强冷空气
影响，济南市气温持续偏低。该市下发《关于
进一步抓好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工作的紧急通
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乡
镇（街道）、村（社区）的主体责任，安排专人靠
上抓，治标治本、严防死守、常态长效，并做好
隐患排查，强化宣传教育，增强安全意识。

该市安委办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安
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百日督导检查，并将防范
一氧化碳中毒工作列为一项重要的检查项
目。应急管理、住建、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负
责本行业领域内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工作并适
时开展多形式的督导检查，各区县（功能区）
安委会负责辖区内一氧化碳中毒风险隐患的
排查和检查。重点排查非集中供暖的仓库、
出租屋、拆迁房、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等场所
以及乡村鳏寡孤独等家庭取暖户，合理区分
并记录一氧化碳中毒低、中、高风险，全面排
查风险隐患，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督促
生产经营单位并引导群众自觉安装一氧化碳
报 警 仪 。 截 至 目 前 ，该 市 共 登 门 入 户 排 查
164 余万个非集中供暖户，安装一氧化碳报
警仪 22余万个。

该市积极利用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
持续宣传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知识、应急自救
知识，开展警示教育；发挥网格员、志愿者作
用，对重点家庭和人群、重点场所，进行入户
宣传，确保宣传工作“村不漏户、户不漏人”，
加强警示宣传和教育引导，增强防范意识。
截至目前，共组织 12735 个村（社区）观看一
氧化碳中毒警示教育片，发布 47 余万条预警
信息，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发布 29055 篇稿件，
发放明白纸、张贴海报 195余万份。

本报讯 记者高文静 通讯员张五星报
道 潍坊市坚持“四到位、二覆盖、一推广”认
真落实山东省关于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相关工
作部署，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安排部署到位，该市安委办印发《关于切
实做好今冬明春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务必提前谋划部署
做好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工作。隐患排查到
位，各级各有关部门加强联防联控、网格化管
理，全覆盖入户持续开展一氧化碳中毒隐患
排查，建立工作台账，指导居民及时整改，动
态掌握辖区居民安全取暖情况。宣传引导到
位，充分发挥宣传教育强大效能，制作播放公
益广告。督导检查到位，市安委会有关成员
单位组成 16 个督查组，自 2022 年 11 月 15 日
至 2023 年 3 月 15 日对各县市区防范一氧化
碳中毒工作开展督导检查。

明白纸全覆盖，制作图文并茂、警示性强
的居民防范一氧化碳中毒明白纸，按“镇不漏
村、村不漏户”要求逐户发放讲解。截至目
前，共排查燃煤用户 78 万余户，发放明白纸
并全部登记造册，覆盖率达 100%。宣教全覆
盖，潍坊市应急管理局与潍坊市安全生产委
员会、潍坊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关
注安全 关爱生命》节目每月播出，并邀请专
家为群众普及一氧化碳中毒的相关知识。

2022 年 11 月 8 日以来，该市对燃煤取暖
住户开展全面摸排，并对非集中供暖的出租
屋、拆迁房等进行重点核查，积极推广安装一
氧化碳报警器，加强调试和售后服务，确保用
户熟练使用设备。截至目前，该市免费为 78
万余户燃煤取暖住户安装一氧化碳报警器。

济南市

治标治本

潍坊市

“四二一”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