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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安办〔2022〕138号

各地级以上市安委会，省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现印发《2022年 1—7月广东省安全生产情况》，请呈送你

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认真研究，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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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总体情况

据统计，7月，全省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

故”）209起、死亡（含失踪，下同）185人，同比分别下降 28.4%、

21.9%。其中，发生较大事故 3起、死亡 11人，同比减少 1起、

6人。

1—7月，全省发生各类事故 1484起、死亡 1107人、受伤

843人、直接经济损失 16725万元，同比分别减少 390起、301

人、298人、12569.4万元，下降 20.8%、21.4%、26.1%和 42.9%；

其中，发生较大事故 14起、死亡 52人，同比分别减少 4起、15

人，下降 22.2%和 22.4%。

二、分行业事故情况

（一）7月分行业事故情况

7月，全省重点统计行业领域中，事故起数及死亡人数排名

前 3位的行业分别是：道路运输业（发生 134起、死亡 115人，

同比分别下降 39.6%、22.8%）、建筑业（发生 35起、死亡 31

人，同比分别下降 5.4%、43.6%）、工贸（发生 14起、死亡 13

人，同比分别上升 16.7%和 18.2%）。

7月，全省发生较大事故 3起、死亡 11人，均为道路运输

业事故。

（二）1—7月分行业事故总体情况

1—7月，全省重点统计行业领域中，事故起数及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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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 3位的行业分别是：道路运输业（发生 1119起、死亡 755

人，同比分别下降 20.5%、18.6%，分别占全省事故总量的 75.4%、

68.2%）、建筑业（发生 173起、死亡 158人，同比分别下降 19.9%、

30.1%，分别占全省事故总量的 11.7%、14.3%）、工贸（发生

73起、死亡 80人，同比分别下降 26.3%、16.7%，分别占全省

事故总量的 4.9%、7.2%）。

1—7月，全省发生了 14起较大事故，发生的行业领域分别

是：道路运输业（7起、死亡 26人）、工贸（3起、死亡 13人）、

建筑业（2起、死亡 6人）、农林牧渔业（1起、死亡 4人）、

其他行业（商务服务业，1起、3人）。

1-7月分行业领域较大事故起数占比情况

三、各地区事故情况

（一）7月各地市事故总体情况

7月，全省 21个地市中，事故总量排名前 5位的是广州（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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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死亡 34人）、深圳（24起、死亡 21人）、东莞（21起、

死亡 18人）、佛山（17起、死亡 14人）、惠州（13起、死亡

16人）。

7月，发生较大事故的地市分别是：广州发生 2起、死亡 6

人，惠州发生 1起、死亡 5人。

（二）1-7月各地市事故总体情况

1—7月，全省 21个地市中，事故总量排名前 5位的是广州

（188起、死亡 156人）、深圳（156起、死亡 116人）、东莞

（117起、死亡 80人）、佛山（100起、死亡 83人）、韶关（90

起、死亡 33人）。

1—7月，全省有 11个地市发生较大事故，具体是：清远、

惠州、河源、广州各发生 2起，分别死亡 10人、8人、7人、6

人；湛江、阳江各发生 1起，分别死亡 5人、4人；佛山、珠海、

云浮、中山各发生 1起、均死亡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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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月，全省 21个地市中，有 5个地市事故起数及死亡人

数同比“双上升”：江门（分别上升 81.1%和 32.5%）、阳江（分

别上升 18.9%和 12.5%）、梅州（分别上升 17.6%和 53.8%）、

茂名（分别上升 15.4%和 26.9%）、清远（分别上升 8.8%和 31.9%）。

四、执法统计工作情况

1-7月，全省共开展安全生产现场检查 221818次，同比下降

41.33%；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 43760次，同比下降 8.82%；实

施行政处罚 13758 次，同比上升 6.79%；实施经济处罚金额

37422.2万元，同比上升 42.45%。开展安全生产现场检查次数同

比下降最多的 5个地市是深圳、肇庆、广州、东莞、珠海，实施

行政处罚次数同比下降最多的 5个地市是深圳、肇庆、河源、江

门、云浮，实施经济处罚金额同比下降最多的 5个地市是潮州、

汕尾、肇庆、汕头、云浮。1-7月，全省的行政处罚率为 31.44%，

行政处罚率最低的 5个地市是韶关、梅州、肇庆、揭阳、河源。

五、“两客一危一重货”平台监测预警情况

根据“两客一危一重货”重点车辆智能监控预警融合平台的

监测情况，7月红色预警、橙色预警同比分别下降 3.39%、36.09%。

1—7月，发出红色预警的次数由 12610次下降至 9437次，橙色

预警数由 23186次下降至 21000次。按不安全驾驶的次数排名，

7月份的报警类型包括生理疲劳（占 76.77%）、双手脱把（占

22.58%）、未系安全带（占 9.57%）、接打手机（占 6.62%）、

抽烟（占 4.88%），这些不安全驾驶行为，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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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运车辆方面，7月风险提醒最多的地市分别是广州、肇庆、佛

山，风险提醒最多的运输企业分别是广州市桦昱通道路运输公

司、潮州市中凯华丰能源连锁配送公司、佛山市南海能诚工业气

体公司运输分公司、广州凯迅贸易公司、广州穗珠运输公司、惠

州星火能源公司、开平市穗兴储运公司、龙川县八达危险品运输

公司、茂名市庆安汽车运输公司、清远市新运力危险品运输公司、

深圳市鹏铁物流公司、四会诚远运输公司。对此，相关地市要督

促运输企业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监管执法，依法责

成企业对车辆驾押人员采取培训教育、内部处罚、暂时停运等内

部处理措施，有力管控重点车辆安全风险。

六、安全生产工作月度情况

2022年 7月，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完成情况（包括生产安全

事故情况和专项工作落实情况）排在前五位的是佛山、潮州、中

山、珠海、深圳；排在后五位的是茂名、江门、东莞、清远、汕

尾。各地市具体排名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详见附件 1。

各地市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省安委会、省安委办部署的重点

工作进展缓慢，对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工作、燃气安全

整治“百日行动”、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等工作落实不到位。排

名后五位的地市存在的问题具体如下：

茂名市单月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双上升；7月份三年行

动问题隐患、制度措施两个清单数据都为 0；燃气安全整治“百

日行动”处罚率为 0；茂名市茂南石化工业园四至范围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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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总体规划、产业规划和安全控制线；高州市石龙金矿有限公司

未提供人员定位、井下 3D建模；“三个一批”力度不足，进展

滞后。

江门市单月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双上升；7月份三年行

动问题隐患、制度措施两个清单数据都为 0；对省道安办组织的

2022 年度事故多发和严重安全隐患路口路段治理完成率仅为

8.3%，排名全省倒数第 1，进度较缓慢。

东莞市单月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双上升；7月份三年行

动问题隐患、制度措施两个清单数据都为 0；对省道安办组织的

2022 年度事故多发和严重安全隐患路口路段治理完成率仅为

17.6%，排名全省倒数第 2，进度较缓慢。

清远市单月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双上升；未上报地市、

县区应急管理部门和非煤矿山企业检查表；3座尾矿库未制定风

险管控方案，1座尾矿库未开展调洪演算；尾矿库销库工程进展

滞后，风险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三个一批”力度不足，进展

滞后；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力度不足，风险管控措施

落实不到位。

汕尾市 7月份三年行动问题隐患、制度措施两个清单数据都

为 0；餐饮场所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率为 38.66%，低于全省

81.1%；燃气安全整治“百日行动”处罚率为 0；目前仍有 16辆 57

座及以上大客车未被淘汰，数量排名全省第 3，占全省该类车辆

总量的 20.3%，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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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产安全事故特点及问题分析

（一）较大事故有所反弹，7月份发生 3起较大事故，是今

年以来较大事故最多的月份之一

7月份先后发生了大广高速广州从化段“7·16”、惠河高

速惠州段“7·21”、广州市北环高速“7·25”三起较大事故，

且均为道路交通事故，是今年以来较大事故最多的月份之一（4

月份也发生了 3起较大事故）。自 5月份以来，我省较大事故呈

现逐月上升的趋势（5月份 1起较大事故、6月份 2起较大事故），

安全生产形势严峻。

（二）连续发生多起道路交通事故，问题突出、教训深刻

进入暑运期间，我省道路交通事故多发频发，特别是从 7月

16日至 25日，广州、惠州先后发生三起较大事故，共造成 11

人死亡。3起道路交通较大事故暴露的问题十分典型：一是严重

超限超载。惠州“7·21”事故中，涉事货车核载 4.495 吨，高

速公路入口称重 13.3 吨，事故发生后过磅称重 12.7 吨，属严重

超载。二是疲劳驾驶。惠州“7·21”事故，涉事货车驾驶人涉

嫌疲劳驾驶。三是安全意识缺失。广州“7·16”事故中，车辆

驾驶人在车辆错过高速公路出口的情况下，未按规定变更车道，

导致事故发生。惠州“7·21”事故中，涉事货车在前方占道施

工导致车辆缓行的情况下，未采取任何制动措施，造成事故发生。

广州“7·25”事故中，涉事货车未及时正确采取避让措施，与

前方因碰撞事故停靠在第三车道的两辆车追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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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7月份发生一起典型爆炸事故，暴露出企业在危化品

管理上的诸多问题

7月 24日，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盈晖电子科技

园惠州蒽锝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室发生爆炸事故，造成 2人死亡。

经初步调查，事故直接原因是蒽锝公司将晾干后的 11袋（约 200

公斤）固体硝化棉违规储存在不具备降温、通风等安全条件的仓

库中，近期连续高温天气致使硝化棉内部热量不断积聚，最终发

生自燃爆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导致厂房部分外墙混凝土掉落，

造成 2人死亡。

事故暴露出诸多问题：一是企业严重违法违规。蒽锝公司在

明知硝化棉属于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情况下，未按购买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的规定将有关信息报公安机关备案，未录入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信息系统，未及时向属地政府报告登记。二是企业领导履

职悬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缺位。蒽锝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在岗

在位抓安全管安全，已长达半年未到过企业。仓储部主管等缺乏

对硝化棉爆炸危险特性的基本认识，安全风险意识淡薄。惠州市

盈晖电子有限公司作为蒽锝公司租赁场地的业主单位，对出租场

所的用途和安全风险不闻不问，没有履行相应的安全管理责任。

三是属地监管宽松乏力，隐患排查治理流于形式。属地政府没有

建立涉及储存使用硝化棉等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隐患排查治理

长效机制，开展打非治违不深不实，隐患排查走过场、搞形式。

四是部门监管存在漏洞，易制爆化学品疏于管理。属地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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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辖区涉硝化棉的在册企业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对蒽锝公司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的购买、使用、储存环节的日常监督检查不到位。

（四）水上安全形势严峻，各类事故灾害频繁发生

一是船撞桥事故。7月 5日，自南沙开往云浮的“博运 608”

船头龙门架触碰骝岗大桥，造成“博运 608”龙门架受损导致自卸

臂折损，桥梁有刮痕，有混凝土脱落。事故主要原因是驾驶员在

开航前，未能准确掌握桥梁的通航净高度，不熟悉桥区及航道实

际水位情况，没有采取有效手段保持正规瞭望。7月 18日，一

清远籍工程船在行经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桥时，船上装卸砂石的

吊臂碰撞南头大桥左幅桥梁，造成左幅桥梁结构受损，这是今年

以来发生的第 6起船舶碰撞桥梁事故。二是渔船事故。7月 5日，

阳江籍渔船“粤阳江渔 06028”在汕头南澳岛附近海域触礁沉没，

造成船上 10名船员落水（全部获救）遇险。事故主要原因是船

长在对当地海况不了解的情况下，擅自拆卸通导设备冒险出海作

业，导致渔船触礁沉没，事故也暴露出渔船船主和船长安全生产

意识缺失、职务船员配备不足、没有按规定认真落实渔船进出渔

港报告制度等诸多问题。三是海上风灾引发的事故。7月 2日，

海上风电场项目施工浮吊船“福景 001”轮在阳江附近海域防台锚

地避 3号台风“暹芭”时，锚链断裂、走锚遇险，造成 26人死亡

失联，暴露出海上风电施工项目参建单位对恶劣天气的风险认知

不足。近年来我省海上风电施工作业安全风险突出，去年，省防

总就向全省通报过海上风电施工船违反三防指令、未及时撤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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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事件。

八、对策措施建议

一是深入贯彻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为党的二十

大营造良好安全环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

全力维护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 7月

11日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层层压紧压实安

全生产责任和措施，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全面排查

治理各类重大风险隐患，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党的二

十大营造良好安全环境。

二是深刻吸取 7月份 3起较大事故教训，扭转道路交通领域

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各地要抓好道路交通秩序整治，紧盯辖区内

客货车流量大、混行突出的路段，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特别是严

查严处货车超速、超载、疲劳驾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突出交

通违法行为。要加强源头装载治理，严防超限超载车辆出厂上路。

各地要加快推进道路交通事故多发易发重点隐患路段治理，高速

公路要加强中央隔离带、护栏等防护设施的提质升级，强化重要

通道疏堵保畅，提升恶劣天气动态管控力度，国省道要加强穿村

过镇路段工程设施和路面环境的改善，完善平交路口秩序整治。

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宣传，要深入辖区重点运输企业、客货运站

场，集中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督促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三是深刻吸取惠州蒽锝公司“7·24”爆炸事故教训，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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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危化品安全管理。各地要组织对辖区内所有可能涉及化工项

目的企业开展全面、彻底的摸底筛查，核查其实际生产经营中是

否涉及化工生产，是否与营业执照一致，是否违规建设化工装置

等，要特别注意违法租赁厂房或设备代生产以转移安全风险的行

为，要严防涉及重点监管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项目

更名换壳后以实验、研发等名义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要强化

危险化学品使用存储安全风险管控，对于违规储存硝化棉等重点

监管危险化学品，情节严重或构成重大安全隐患的，要依法依规

果断处置。

四是全力做好高温天气安全防范工作。近来高温天气，导致

安全风险上升，高处作业人员因炎热可能发生中暑事件，引发高

处坠落事故；企业和建筑工地的氧气瓶、乙炔瓶、防火材料、油

漆稀料等易燃易爆物品在高温下暴晒，容易引发火灾爆炸。各地

要认真贯彻落实 7月 25日全省高温天气安全防范工作会议精神，

落实好安全防范措施。要加强高温易自燃、易自聚等危险化学品

安全风险辨识与管控，确保储存场所阴凉、通风良好，避免阳光

直射、远离热源，要加强作业管理，减少或避免高温天气下的危

险化学品和液化、压缩气体装卸作业。要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

“七个不准”硬措施，严防出现中毒中暑等事故。要严格执行建筑

施工高处作业“五个必须”，认真落实防暑降温措施，保障室外作

业人员健康安全。

五是针对当前水上安全严峻形势，认真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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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要切实防范船撞桥事故。要根据河道水位水流变化，加强对

集装箱船、进江海船等船舶管控，必要时采取禁航措施。要密切

关注强降雨，督促做好上游河流船舶清理、加固工作，防止船舶

失控触碰桥梁。要切实加强渔船安全工作。要落实渔港所在地乡

镇、街道属地安全管理责任，落实 10人以上渔船进出港逐船安

全检查。要切实落实海上风电项目安全防范措施。要深刻吸取教

训，坚决落实防台风“六个百分百”等要求，认真落实海上风电

施工船的防台风锚固措施，在险情出现之前把受威胁人员全部转

移出去，坚决做到不漏一条船、不漏一个人。

六是做好各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化工方面，要深刻吸取茂名石化“6·8”事故教训，持续开

展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要督促各地加快推进老旧装置

升级改造，该淘汰退出的要坚决淘汰退出，该改造提升的要及时

改造提升。要加强检维修作业等关键环节的安全管理，规范作业

现场人员安全行为，严禁冒险作业、野蛮作业、违章作业等“三

违”行为。工贸方面，要全力推进重点企业专项整治，打好“百

日清零行动”攻坚战，要聚焦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冶金煤气、粉

尘涉爆、深井铸造等重点环节，坚决清除易燃易爆风险点。要通

过信息化技术手段提升安全生产监测预警，并推进工贸重点企业

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试点项目建设。燃气安全方面，要吸取天

津“7·19”燃气爆燃事故教训，持续深入开展燃气安全“百日行

动”，对商业综合体、商住混合体、农贸市集等人员密集用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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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进行排查，重点检查燃气管道占压、穿越密闭空间、擅自改造

等问题，严厉查处燃气新建、改造等工程违规转包、违法分包和

从业人员无证上岗、违规违章作业，燃气管网外部野蛮施工等问

题，坚决遏制燃气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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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排名 地市 存在问题

1 佛山 ——

2 潮州 ——

3 中山 中山市的三角镇高平化工园区安全风险等级复核为 A 级化工园区，未完成规划编制和土地出让，正在重新选址，红线范围不确定。

4 珠海 目前珠海市对省道安办组织的 2022 年度事故多发和严重安全隐患路口路段治理完成率仅为 19.51%，排名全省倒数第 3，进度较缓慢。

5 深圳

深圳“5·17”船舶碰撞事故暴露出当地政府和交通、海事等主管部门在今年全省开展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水上运输和渔业

船舶安全专项整治“六项行动”背景下，多轮督导检查均未及时发现和指出盐田港区长期存在的系统性安全问题，专项整治效果打了折扣，

安全监管流于形式。

6 阳江

“7·5”渔船失联遇险重大涉险事故事故发生在“福景 001”号浮吊龙走锚遇险事件发生后，全省上下全力加强台风期间水上交通和渔业

船舶安全防范的大背景下，反映出当地政府在安全监管责任落实、落实防台风“六个百分百”要求、异地作业船舶安全管理、船籍港和靠

泊港共管机制上仍存较大问题。

7 肇庆
1.单月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上升。

2.1 座尾矿库未制定风险管控方案；尾矿库销库工程进展滞后。

8 河源

1.目前河源市对省道安办组织的 2022 年度事故多发和严重安全隐患路口路段治理完成率仅为 22.5%，排名全省倒数第 4，进度较缓慢。

2.广东天高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宝山铁矿下告矿区未提供环境监测数据，广东省连平县大尖山铅锌矿未提供井下 3D建模。

3.10 座尾矿库未制定风险管控方案，11座尾矿库未进行调洪演算；尾矿库销库工程进展滞后，设计审查把关不严，风险管控措施落实不

到位。

5.龙川县金源通矿业有限公司龙川县锦归镇建材厂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把关不严。

9 揭阳

1.燃气安全整治“百日行动”处罚率为 0，低于全省 1.24%。

2.目前揭阳市仍有 31辆 57 座及以上大客车未被淘汰，数量排名全省第 1，占全省该类车辆总量的 39.2%，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3.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安全风险等级复核为 A 级化工园区，目前只完成建设 1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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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地市 存在问题

10 云浮

1.7 月份三年行动问题隐患、制度措施两个清单数据都为 0。

2.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思劳片区）氢能产业配套制氢专区安全风险等级复核为 A级化工园区，未明确项目安全准入条件，园区

内只有 1家企业，未制定园区发展规划。

3.未上报月调度表。

11 梅州

1.餐饮场所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率为 38.12%，低于全省 81.1%。燃气安全整治“百日行动”处罚率为 0，低于全省 1.24%。

2.2 座尾矿库未制定风险管控方案，2 座尾矿库未开展调洪演算。

3.兴宁市金鑫稀土有限公司潭谷坑萤石矿未提供井下 3D 建模。

4.“三个一批”力度不足，进展滞后。

12 惠州

1.单月发生较大事故 1起。

2.餐饮场所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率为 43.44%，低于全省 81.1%。

3.惠东县铄金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未提供井下 3D建模、地面三维倾斜摄影数据。

4.未上报月调度表。

5.尾矿库销库工程进展滞后。

13 韶关

1.燃气安全整治“百日行动”处罚率为 0，低于全省 1.24%。

2.目前韶关市对省道安办组织的 2022 年度事故多发和严重安全隐患路口路段治理完成率仅为 22.8%，排名全省倒数第 5，进度较缓慢。

3.新丰县环保涂料基地安全风险等级复核为 A 级化工园区，无专业监管人员、未建立园区管理制度、未明确四至范围。

4.未上报地市、县区应急管理部门和非煤矿山企业检查表。

5.仁化县岭田萤石矿有限公司未提供人员定位，乐昌市庆云镇上龙锑矿有限公司未提供人员定位、图纸数据。

6.9 座尾矿库未制定风险管控方案，8 座尾矿库未进行调洪演算；尾矿库销库工程进展滞后。

14 汕头

1.7 月份三年行动问题隐患、制度措施两个清单数据都为 0。

2.餐饮场所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率为 41.02%，低于全省 81.1%。

3.目前汕头市仍有 19辆 57 座及以上大客车未被淘汰，数量排名全省第 2，占全省该类车辆总量的 24.1%，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15 湛江

1.湛江“三无”渔船占全省较大比重，今年 2月份，国务院安委办组织的深夜暗访中，发现湛江市徐闻县海安白沙避风塘存在大量接驳人

员的排筏，安全风险隐患突出，要求湛江市整改。但 6 月 30 日，湛江雷州市乌石镇又发生简易泡沫筏翻沉事故，造成 3人死亡。

2.餐饮场所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率为 35.22%，低于全省 81.1%。燃气安全整治“百日行动”处罚率为 0，低于全省 1.24%。

3.未上报月调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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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地市 存在问题

16 广州 单月发生较大事故 2起。

17 汕尾

1.7 月份三年行动问题隐患、制度措施两个清单数据都为 0。

2.餐饮场所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率为 38.66%，低于全省 81.1%。燃气安全整治“百日行动”处罚率为 0，低于全省 1.24%。

3.目前汕尾市仍有 16辆 57 座及以上大客车未被淘汰，数量排名全省第 3，占全省该类车辆总量的 20.3%，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18 清远

1.单月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双上升。

2.未上报地市、县区应急管理部门和非煤矿山企业检查表。

3.3 座尾矿库未制定风险管控方案，1 座尾矿库未开展调洪演算；尾矿库销库工程进展滞后，风险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

4.“三个一批”力度不足，进展滞后。

5.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力度不足，风险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

19 东莞

1.单月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双上升。

2.7 月份三年行动问题隐患、制度措施两个清单数据都为 0。

3.目前东莞市对省道安办组织的 2022 年度事故多发和严重安全隐患路口路段治理完成率仅为 17.6%，排名全省倒数第 2，进度较缓慢。

20 江门

1.单月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双上升。

2.7 月份三年行动问题隐患、制度措施两个清单数据都为 0。

3.目前江门市对省道安办组织的 2022 年度事故多发和严重安全隐患路口路段治理完成率仅为 8.3%，排名全省倒数第 1，进度较缓慢。

21 茂名

1.单月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双上升。

2.7 月份三年行动问题隐患、制度措施两个清单数据都为 0。

3.燃气安全整治“百日行动”处罚率为 0，低于全省 1.24%。

4.茂名市茂南石化工业园经国务院安委办化工指导服务工作组复核为 A 级化工园区，园区四至范围不明确、无总体规划、产业规划和安全

控制线。

5.高州市石龙金矿有限公司未提供人员定位、井下 3D建模。

6.“三个一批”力度不足，进展滞后。



— 18 —



— 19 —

附件 3



— 20 —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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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不公开

抄送：各地级以上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8月 16日印发

校对责任人：调查统计处梁国斌、杨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