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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安全，何以行稳致远？
——市人大常委会举行城市安全运行工作情况专题询问会

11 月 1 日下午，市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举行联
组会议，就我市城市安
全运行工作情况进行
专题询问。本次专题询
问会以市、县两级人大
视频连线的形式召开，
并同步通过“代表通”
进行网络直播。

市经信局局长王懿栋：

关于小微园区的空间布
局，经信系统主要抓两个方
面的工作：

第一，管住增量。全市
按 照 “2070” 的 空 间 布 局 ，
要求 100%的土地出让在“2070”空间内。今年
已 经 出 让 的 7760 亩 土 地 ， 除 个 别 因 历 史 原 因
外 ， 其 余 95.7%的 土 地 出 让 都 在 “2070” 空 间
内。在 7760 亩土地中，有 31%用在小微园区，
大概新建 30 个小微园区。我们通过规划管控的
方式管住增量。

第二，优化存量。每年对小微园区进行动态
排摸、管理和诊断。对 37 个在安全管理方面相
对滞后的小微园区进行了专项整治。

目前全市 176 个小微园区主要通过两个方面
提高安全管理能力：

一方面是落实三个责任。所有的小微园区必
须成立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全市两级经信系统
对安全管理机构的正常运行负责，对此进行监督；
全市小微园区必须有专职的安全管理员；所有的
小微园区必须与入驻小微企业签订相关责任书。

另一方面，提升小微园区面上的安全管理能
力。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定期开展训练和
演习。今年以来已经开展了 16 场市级部门的演
习。第二，培训。分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安全知
识的培训，第二个是安全案例类的培训。今年已
经开展了 32 场培训。第三，通过技术改造和数
字化改造的方式，设置关于企业设备故障、能
力、检测、维护四个领域的数字化安全场景。目
前 176 个小微园区都应用了这些数字化安全场
景，覆盖到 4500 家左右的企业。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委员王光旭：

关于我市正在开展的小微工业园区安全管理
规范化建设，我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小微园
区的安全管理有没有从规划布局的源头考虑；二
是能力建设。这两方面工作抓好了，整个安全生
产管理的依法管理责任就能够得到有效落实。请
问市经信局，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考虑和部署
的？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农村工委主任郑桂春：

这几天我市正在经受台风“康妮”的侵袭。
宁波地处东南沿海，经常遭受台风影响，有时还
会“风、雨、潮”三碰头，导致江水不能及时排
入大海，造成洪灾和城市内涝。请问市水利局，
通过这几年的资金投入，我市在防御洪涝灾害的
能力方面有哪些改善和提升？

市水利局局长张晓峰：

目前整个宁波市防洪能
力已经达到了 100 年一遇，
平原排涝能力达到 10 至 20
年一遇，有效抵御了“烟
花 ”“ 梅 花 ” 等 台 风 的 侵
袭。尽管如此，随着极端天
气灾害的增加，宁波还经常会出现一些点上或者
局部区域的积水或内涝。

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宁波市现行设计
的防洪排涝标准与高标准相比还偏低；二是城市
有机更新还没有全部到位，有些低洼地段，地坪
高程和河道水面是相平的；三是整体城市管网设
施经多年运行，排水管网老化、受损害。

针对这些问题，接下来主要抓以下几个方面
工作：

一是提高宁波城市的防洪排涝能力。把城市
防洪能力提高到 200 年一遇，排涝能力提高到 20
至 50 年一遇。二是加快流域防洪工程建设。特
别是实施流域的分洪工程，尽量把洪水分向杭州
湾、象山港，减少洪水入城量。三是加快排涝设
施建设。特别是一些排涝泵站，包括排水管网设
施的建设改造。四是提升信息化、数字化管理水
平。科学调度、精准预报，通过数字化手段，提
升对整个城市排水设施运营的管控能力。五是动
员社会力量，形成全社会防洪排涝的氛围。

郑桂春：
继续问水利局一个问题，台风来临之前，老

外滩这些地方安装了很多防水挡墙，我们想知道
是否达到城市防洪的标准，效果怎么样？

张晓峰：
老外滩是宁波的窗口，它的景观建设和防洪

能力结合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现在的防洪插板是二期，2003 年建设城市

防洪工程时，这个地方用的是玻璃防洪墙和翻板
门。前几年改造时，改用了防洪插板，有两个好
处：一是结构和高层是经过安全评估的，能确保
挡住百年一遇的洪水；二是拆了以后不留痕迹，
能保证整体景观效果。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城建环资工委主任诸国平：

近几年发生的几起建筑安全事故跟从业人员的违
章作业密切相关。请问市住建局，如何进一步提升建
筑施工从业人员的安全素养？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参建
各主体安全监管？

市住建局副局长刘鸿雁：

一线施工作业人员的违规操
作是引发建筑安全事故的主因。
目前，全市建筑从业人员 18.2 万，
初中以下文化占到 65.6%，50 周岁
以上占到 39.8%。总体来说，年龄
结构老化、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安全意识存在不足。

接下来，我们要从三方面来加强工作：
第一，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培训和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落实岗前教育和班前培训。第二，强化落实参
建各方主体责任。做到有施工作业必须有人员在现场
管理，通过常态化的考勤和监管，切实保证安全管理
各项操作落到实处。第三，切实提升安全应急处置能
力。通过“四不”安全应急演练 （“四不”是指不提
前通知、不预设脚本、不预设场景、不预设场地） 进
一步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隐患辨识能力、应急处置和
自救逃生能力。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工委副主任周业勇：

请问市应急管理局，我市是如何强化对危化品安
全生产监管的？特别是危化品领域动火等易引发生产安
全事故的特殊作业，是如何有效实施安全风险管控的？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汪志：

宁波是典型的大化工城市，
2023 年规上化工企业的产值近
5000 亿元，占全市规上工业产
值的 1/5，占全省化工企业总产
值的 1/3。化工领域安全生产的
特点，就是出不起事，一出事必
定惊天动地。管理过程中，主要抓好两个全链条：

第一个是责任的全链条。这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企
业的主体责任。二是属地的管理责任。三是部门的监管
责任。

第二个是物的安全全链条管理。主要从几个环节
入手：一是生产环节。这两年重点抓项目建设前期的
预审机制，以及对危险化工工艺全过程的升级改造，
提升化工企业的本质安全水平。二是存储环节。通过
消防、地方的消地合作，重大危险源实现全覆盖检
查。三是运输环节。去年以来，修订了 《宁波市危险
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管理规定》，通过全覆盖在线实
时监测危化运输，实现全过程的管理。四是使用环
节。出台地方标准，督促企业全覆盖的自查以及政府
的检查。另外，开发了危化品全链条智控系统，今年
实现了智控系统并入城市安全在线，实现线上与线下
的联动。

第二个问题，关于动火、高空、有限空间这些危
险作业，主要的管理方法是“3 天管理工作法”。一
是前一天的企业入驻申报，企业第二天要进行作业，
先跟部门申报，评估后安排检查计划。二是作业当
天，对整个作业过程进行抽查。三是“周天”，就是
一周的最后一天，进行复盘统计，对企业的落实情况
进行分类、结果应用。评估为好的，可以减少检查次
数；不好的，加大检查频次，并视情况开展约谈。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办公厅副主任李鑫：

调研发现，部分经营场所安全管理制度不够健全，
有些安全管理的规定落实不够到位，部分经营户乱搭乱
建、违规用电用气，安全管理意识比较淡薄，存在一定
隐患。请问市商务局，你们是如何落实好主体管理责任
的？

市商务局局长励成杰：

目前，全市有大型商超130家、
2.8万就业人员。这些场所日均人流
量在 20 万人次以上，年销售额 190
亿元。今年以来，我们加大了工作力
度，年初开始对各类企业负责人进
行广泛培训，累计有800多人次，组织了31批次的专项督
查，发现问题5400多个。根据“发现一批、整治一批”的要
求，这些问题已经整治到位。下一步，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
任务，我们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强化体系建设。按照“条块结合、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的原则，我们将协同应急管理、消防
救援等相关职能部门，做好联合文章。

第二，强化排查整治。商务系统将牵头组织相关
专业人员对全市各类形式的商业场所进行不间断的排
查，针对问题，发现一批、整治一批。

第三，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大型商超场所的
电子屏、新媒体平台等，制作一批应急逃生、燃气安
全使用、消防等方面的影像宣传资料，进一步加大民
众的监督和参与力度。

●市人大代表、海曙区望春街道胜丰股份经
济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朱升海：

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市渔船外省籍的船长、船
员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相当一部分船员虽然经
过培训，但海上作业经验欠缺，安全意识和自救、互
救能力相对薄弱，同时一些“三无”船筏违法载客、
违法捕捞现象屡禁不止。请问市农业农村局，针对
以上问题将采取哪些措施，切实有效提高船长、船
员的海上安全作业能力，维护海上作业安全？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斌：

宁波是渔业大市，在全
省渔业生产总值中排名第
三，去年渔业在农业总产值
中占到 40.5%。全市有 3965
条渔船，4.5 万渔民。其中
本地渔民 1.2 万，外地渔民 3.3 万。

为了把渔业安全生产隐患降到最低程度，首
先，要把好船员“发证关”。在宁波接受培训的船
员，安全培训、应急救援能力考核、海上自救能力
培训必须达到合格才给予发证。第二，要把好

“安全教育关”。通过现场教学、船老大亲自上课
把教学视频传到相关的渔业乡镇，使他们从中吸
取教训，提高求生技能。第三，把好“编组作业
关”。即出海最起码是双船同行同出，互帮互
助。第四，把好“精密智控关”。市、区、镇乡

（街道） 三级通过“浙渔安”系统干预，来确保
渔船的安全航行。同时，人工干预也很重要，分
析几起事故，90%以上是疲劳驾驶引起碰撞。所以
现在返航途中必须要双人执航才能确保安全。

所谓的“三无”渔船，就是无船名船号、无船舶
证书、无船籍港的渔船。为了解决“三无”渔船问题：
一是强化源头管控。常态化到造船厂、修船厂、重点
部位，对可疑目标追查溯源。对未纳规乡镇的养殖
渔船，依法取缔。二是强化巡查执法。通过智慧渔政
系统，用科技手段对重点渔港、码头、出海口进行监
控。动员海警、海事一起巡航，发现问题就处置。三
是强化警示教育。组织开展以案释法、以案示警，加
强渔船的提醒和关注，确保安全能够好转。

●镇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朱法传：

在市区两级人大联动监督和日常工作中发
现，燃气安全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请问市住建局，
如何进一步加强对燃气管道的保护和安全运行？
如何进一步加大对燃气经营和使用企业的监管力
度？如何进一步加大对居民安全用气的指导力度？

市住建局副局长刘鸿雁：

近三年以来，我们加大了燃气安全的全面治
理，也对既有管道进行了全面排查，提前一年完
成了老旧管网改造。宁波市金属软管覆盖率已经
做 到 动 态 全 覆 盖 ，“ 燃 气 管 家 ” 已 经 覆 盖 了
40.8%的用户，入户安检率由 84.6%提升到 93.5%，
用户隐患整改率由 51.3%提高到 83%。针对还存在
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做好三方面工作：

第一，切实加强燃气管道设施保护。研究出
台制定工程施工涉及燃气安全领域的安全保护制
度办法，压实责任，落实全过程的施工监管。同
时，要利用好“两重”“两新”重大政策利好，
加强既有管网的排查和整治工作。

第二，加强燃气储配站的安全监管。通过落实常
态化、全天候、全链条的24小时线上监控，落实“四不
两直”现场抽查，进一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规范安全操作流程，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第三，提升对燃气用户的服务水平。去年开
始推广“燃气管家”服务活动，2025 年要实现

“燃气管家”和“平安使者”全覆盖，从而提高
户内用户端的隐患排查整治率。加强智能化管
理，在今年安装 10 万套的基础上，明年再安装 8
万套智能表，实现安全管理的远程监控和处置。
通过短信和微信网格平台，加强用气端安全使用
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市人大代表、市基础设施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技术信息部安全专员康俊峰：

专项监督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小区的居民
任意占用消防通道、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一些工业
企业、“九小场所”的消防内部隐患突出，如消防设备
设施配备不全、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请问市消防
救援支队，消防安全管理的最大难点在哪里？采取了
哪些治理手段？如何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管理？

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林辉：

消防安全管理的难点主要
是某些区域消防隐患“量大面
广”，而且有时动态、易反复。比
如刚才提到的上述场所，宁波
有机动车 360 多万辆、电动自
行车 520 多万辆，有些小区停车位紧张，就会出现
占用消防通道和消防登高面等问题。电动自行车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滕头村党委书记傅平均：

近些年来，旅游已成为人民群众假期休闲和时尚
生活的主要选择，一些涉水、高空、大型娱乐设施等
新业态应运而生。同时，新业态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
隐患。请问市文广旅游局，如何加强旅游行业安全监
管？对这些新业态项目，采取了怎样的安全措施？

市文广旅游局副局长王辅橡：

目前，全市文旅管理场所
总 共 有 6000 多 家 ， 分 成 三 类 ：
第 一 类 是 传 统 旅 游 行 业 ， 有
4000 多家；第二类是新业态 365
个；第三类是校外艺培，2000
多家。为了做好风险隐患的防范应对，我们统筹传统
业态和新业态，形成了“1234”的安全监管打法：

“1”是制定出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规范。从
2022 年开始，先后制定出台了 《宁波市旅游新业态
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试行）》 等，以及涉及高
空、涉水、涉崖、涉海、玻璃栈道、大型游乐设施等
的行业安全规范，提升了监管效能。

“2”是建强两个机构组织。一是以市文广旅游局
作为办公室单位的市旅游安全专委会，二是市文广旅
游局成立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由这两个机构高效运
转，统筹全市旅游行业监管。

“3”是健全三个机制。一是旅安委每季度召开一
次分析会，包括隐患排查、化解风险以及清单办结；
二是局里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下设 6 个专业工作
组，分工负责，高效运转。第三个是战时的机制，指
防台防汛、“五一”、国庆、春节等特殊重点时期，启
动文旅系统的综合协调机制 （主要是 24 小时的局领
导 AB 岗带班值班，24 小时应急值守、24 小时安全报
告以及 24 小时投诉电话畅通）。

“4”是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个人四方责任。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浙江盛宁律师事务所主任赵永清：

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比如基层应急消防站
的建设，是防范化解各类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
类事故的基础，也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
社会稳定的关键。请问宁海县政府，将如何在现有工作基
础上，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守牢安全底线？

宁海县常务副县长黄崭：

早在 2019 年 10 月份，宁海就
以梅林街道为切入点，探索壮大基
层应急消防力量。今年 9 月以来，
全县 18 个乡镇街道投资大概 1.4
亿元，建成一批应急消防站，全部
通过市里的规范化验收。

接下来，宁海要发挥最大的特色亮点——基层应急
消防站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写好“防”和“救”两篇文章。

“防”的层面是两个“防”，一个是“人防”，一
个是“技防”。

“人防”方面，要发挥应急消防站“三支队伍”（执法
队伍、辅助队伍、消防队伍）作用，依托“141”平台，真查
问题、隐患真改，形成工作闭环。同时，要加强培训，提
升队伍专业素养，提升指挥调度能力。另外，要发挥应
急消防站基层末梢的作用，推动各类群体开展应急逃
生演练，形成“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的氛围。

“技防”方面，在硬件设施设备配齐配足的基础
上，以问题为导向，全力打造数字化应急消防站。

“救”的层面，也是两块，一是专业性，二是快速性。
从专业性角度讲，要依托应急消防站打造专业救援

队伍。全县整合相关救援队伍，包括政府专职消防队、综
合应急救援队、森林灭火队等，归口到应急消防站统一指
挥，有针对性地提升救援能力。从快速性角度讲，全力构
建三级灭火救援圈。现在全县由300多处微型消防站、18
个应急消防站、5个消防站构建形成了三级灭火救援圈，
力争迈入“县城5分钟消防、全县10分钟消防”的新时代。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安全充电场所不足，导致居民在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充

电。“九小场所”有 15 万余处，这些场所人员流动性较
大，安全达标也存在一些困难。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几
年来做了一些工作：

第一，开展“畅通生命通道”工程。对小区、商业楼
宇等场所的消防通道进行划线、清理障碍。对“九小场
所”、群租房等开展“拆窗破网”行动，打通“生命通道”。

第二，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驿站”，大力推进
10000 个“充电驿站”民生实事项目建设。

第三，在工业企业开展了园区规范化建设。联合
市应急管理局、“三改一拆”办，对小微园区影响消
防安全的违法建筑进行大量拆除。对工业企业产业工
人开展培训。对 1000 个消防微型站提档升级，提高
其自防自救、灭早灭小能力。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监督发现的突出问题，进一步
提高工作效能。对堵塞消防通道问题，参考交警部门，
进行贴单式的提醒和处罚，提高管理绩效。对工业企
业，进一步加大规范化管理力度，对喷淋、报警、消火栓
等消防设施，加大标准化建设。对全市 4700 余个小微
园区，进行达标化创建，提升企业自主管理水平和自防
自救能力，同时，通过加强宣传培训和应急演练，增强
小微园区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

王光旭 郑桂春 诸国平 周业勇 李 鑫 朱升海 朱法传 康俊峰 傅平均 赵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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