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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因素普查治理工作，一是把扎实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

作为防范化解非煤矿山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扭转

我省被动局面的一件大事来抓，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紧密结合本

地实际，细化工作方案，周密安排部署，精心组织落实，提出明

确具体的责任分工、目标任务、进度安排和工作要求。二是要把

普查治理工作与当前正在开展的深化非煤矿山安全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治本攻坚、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大提升行动和

“三同时”专项检查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实、做深、做细。三

是各企业主要负责人（含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必须扛起隐

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亲自安排部署、亲自组

织落实，并做好资金、物资和人员保障，确保取得实效。

二、盯紧普查对象，全面开展普查

各市县应急管理局要按照《通知》要求，将“正常生产建设、

停工停产整改或整顿、资源整合和兼并重组的非煤地下矿山”全

部纳入普查对象范围，逐一调查摸底，形成本辖区内非煤地下矿

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台账备查，确保不漏一个矿山、一个生

产系统。所有非煤矿山企业作为集中普查治理工作的具体组织实

施主体和责任主体，要对照普查内容，坚持边普查边治理，在规

定的期限内完成所有涉及本企业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工作，形

成《非煤地下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报告》备查。

三、聚焦工作内容，强化监督检查

各市县应急管理局和非煤地下矿山企业一是要聚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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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四个工作内容，按照规定的时限和步骤，全面开展普查治

理，在坚决落实“13 个查明”的基础上，把监管部门和企业认

为需要重点普查治理的其它隐蔽致灾因素全部纳入普查范围，认

真开展安全风险分析评估研判，建立相应的隐蔽致灾因素台账，

制定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落实责任、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

及时治理到位。二是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督促非煤地下矿山企业

建立隐蔽致灾因素台账，限期完成治理，并将隐蔽致灾因素普查

治理作为各类现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对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

查治理敷衍应付、流于形式、不认真、走过场，甚至弄虚作假的

非煤地下矿山企业，依法从严查处、推倒重来；对隐蔽致灾因素

未查明，或治理不到位、不能保证安全的，坚决依法依规停产停

建整顿。三是要强化服务指导，把非煤地下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

查治理同四类高风险矿山专家技术会诊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帮助

非煤地下矿山企业及时解决安全生产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积

极协调组织好本区域内普查治理服务，确保工作有序开展。

四、紧扣时间节点，按时报送情况

各非煤矿山企业于 10 月底前将本企业《非煤地下矿山隐蔽

致灾因素普查治理报告》报属地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并将《非煤

地下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登记表》中信息录入非煤地下矿山基

本信息系统 APP。各市县应急管理局要加强对非煤地下矿山普查

治理工作的跟踪问效，督促指导企业按时完成方案制定、普查治

理、报告报送、信息录入等规定动作；各市于 2022 年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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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各非煤矿山重点企业。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2022年 5月 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