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师校发字[2019]44 号 

 

关于印发《东北师范大学“防风险、保平安、迎国庆”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学院（部）、各单位：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关键一年，做好校园消防安全工作、确保校园安全意义

重大。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开展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整

治工作要求，结合我校工作实际，特制订《东北师范大学“防

风险、保平安、迎国庆”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

现予以印发，望遵照执行。 

 

附件：《东北师范大学“防风险、保平安、迎国庆”消

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 

 

                             东北师范大学 

                                 2019 年 5 月 10 日 

  



附件： 

东北师范大学“防风险、保平安、迎国庆” 

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一年，做好校园消防安全工作、确保校园安全意义重大。为贯彻落实

国家、省市关于开展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我

校火灾防控工作，有效防范化解火灾风险，预防和遏制群死群伤事故，

确保校园消防安全态势持续稳定，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高等

学校消防安全工作通知》精神和吉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校园消防专项

工作要求，结合我校工作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学校统一

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师生积极参与的原则，坚持以

师生为中心的安全理念，强化底线思维，突出问题导向，紧盯重大活

动、重要场所、重点领域，加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和风险防控，深入

开展火灾隐患综合治理，全力消除火灾风险隐患，提升抵御火灾综合

防范能力，遏制火灾事故发生，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安全环境。 

二、专项整治范围 

集中治理整顿校园各类实验室、教学楼、公寓楼、危化品库、高

层建筑、学生公寓、食堂餐厅、图书馆、体育馆、演播厅、锅炉房、

变电站、设备间、在建工地、物资仓库等场所以及为教学科研服务的

其他重点场所的消防安全隐患。 

三、重点整治内容 

根据吉林省安委会发布的《十类消防安全突出风险整治要求》（详

见附件 1），结合我校工作实际，重点整治和防范以下问题： 

（一）违规使用装修装饰材料。人员密集场所使用易燃可燃材料



装修或者作隔热保温层；住人房间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等问题。 

（二）防火分隔不到位。建筑地下与地上部分、住宿与非住宿部

分未按规范进行防火分隔；防火墙、防火卷帘、防火门等防火分隔设

施缺失损坏；楼梯间、前室常闭式防火门常开；管道井、楼层、门窗

孔洞封堵不严密。 

（三）消防设施运行不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停用或不能正常运

行；消防水泵控制柜等自动消防设施处于手动控制状态；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防火卷帘、机械防排烟等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联动；消火栓、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能正常供水；室外消火栓、水泵接合器被圈占、

埋压；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不能满足火灾扑救要求。 

（四）疏散通道不畅通。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数量不足或者被封

闭、堵塞、占用；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

障碍物。 

（五）岗位责任不落实。单位未依法建立消防安全责任机制，消

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及其职责不明确、责任不落实；单位重点岗位、

重点工种人员消防职责不清；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配备不足，未持证

上岗，不会熟练操作设施设备。 

（六）日常管理机制不健全。单位未建立消防安全组织、制度和

档案并明确责任；未定期开展防火检查巡查并如实登记报告；未及时

整改隐患并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七）宣传教育培训不深入。单位未按照规定要求组织开展消防

安全培训和疏散演练；单位开展检查整改隐患、扑救初起火灾、组织

人员疏散、开展宣传培训能力不足；单位员工不了解本场所火灾危险

性，不会报警、不会灭火、不会逃生。 

四、步骤措施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从 2019年 5月 10日开始到 10月 20日结束，

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部署发动阶段（5 月 20日前） 

1.动员部署。各学院（部）、各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成立组织



机构，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逐级动员部署“防风

险、保平安、迎国庆”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明确职责、细

化任务、制定措施，部署到位。 

2.组织落实。按照学校行动方案和省安委会《十类消防安全突出

风险整治要求》，各学院（部）、各单位对照整治范围和内容，研判分

析本单位火灾事故的可能性，确定重点治理内容和方法，开展火灾隐

患排查，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化解火灾风险。 

3.教育培训。开展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以及消防控制室

值班人员等培训教育和责任约谈活动，提示突出风险，明确工作责任，

明确检查重点、标准和要求。 

（二）组织实施阶段（5 月 20日至 10 月 5 日） 

1.自查自改。各学院（部）、各单位要对照检查标准全面开展“三

自主两公开一承诺”活动，即：自主评估风险、自主检查安全、自主

整改隐患，承诺本场所不存在突出风险或者已落实防范措施，公开自

主工作、安全承诺情况。5 月 30 日前要将评估结果、自查自改、安

全承诺情况报告本单位主管部门。 

2.督导检查。学校各主管部门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要

求，对照检查重点、要求，结合单位自查自改情况，逐类场所、逐项

风险进行集中排查，分门别类建立排查台账，并研究采取有效措施，

督促落实隐患整改。针对突出风险，要组织召开座谈会，通报情况、

提出建议、督促整改。8 月 20 日底前将督导检查情况报送学校防火

委员会办公室。 

3.专项治理。学校将会同上级部门组织专家督察组进行专项检查，

重点治理私拉乱接电气线路、超负荷用电等问题；对高层建筑、实验

室、危化品库、“多合一”场所、学生食堂、体育场馆、学生宿舍等

消防安全和电气场所安全等隐患问题进行重点检查治理，巩固治理成

效。 

4.重点防范。在学校党代会、国庆活动期间，各学院（部）、各

单位要按照“点面结合、确保重点、整体防控”的思路，全面加大管



控力度，确保不发生火灾事故。 

（三）总结验收阶段（10 月 6日至 10 月 10日） 

各学院（部）、各单位要及时总结专项行动工作情况，固化经验

做法，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认真梳理预防和遏制火灾事故

的有效举措，健全完善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工作机制。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强化组织领导。各学院（部）、各单位要站在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充

分认识消防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加强消防安全工作组织领导，

落实消防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一把手要负

总责，带头深入一线督促检查；要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坚决防止走

形式、简单化、一阵风；要推动消防安全管理措施落实到位，全力抓

好“防风险、保平安、迎国庆”专项整治行动。 

（二）健全制度，压实安全责任。各学院（部）、各单位要按照

《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消防安全工作指南》

《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和《东北师范大学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相关要求，建立本单位消防安全责任制，逐级落实安全责任制和岗位

责任制，进一步健全消防安全预警和风险评估制度，落实领导干部带

班和重要岗位值班制度，严格执行信息报告制度，建立健全消防工作

档案、消防安全隐患台帐以及消防应急预案，切实提高消防安全精细

化管理水平。 

学校将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列入年度社会综合治理考核内容，强化

责任追究。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要及时通报批评，进行责任约

谈，督促其加大工作力度；发生较大以上火灾和亡人事故的，综合治

理考核“一票否决”并将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三）重在预防，提高处置能力。各学院（部）、各单位要通过

网络媒体宣传、上安全教育课、发放安全手册等途径，加强消防安全

和逃生自救常识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师生消防安全意识，提高逃生避

险、自救互救能力；做好应急处置工作预案，主动开展消防演练活动，



以演练来提高消防安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演练及时发现问

题并落实整改，增强师生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 

（四）强化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各学院（部）、各单位要主动

开展消防安全自检自查工作。加强实验室、高层建筑、学生公寓等专

项整治范围内的火灾事故多发部位检查；对高低压配电室、校园施工

现场、油气输送管道、电网线路、网络线间、水电气设施等重点部位，

电梯、锅炉、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要集中力量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

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违规停放充电电动自行车等问题加大查处力度；

加强对节假日和夜间时段消防安全的巡查和管理，减少发生火灾事故

的可能性。对于发现的隐患问题要及时进行专项整治，列出安全隐患

清单，分析发生原因，确定预防措施，明确整改责任，建立台账、照

单对号、限时整改、闭环管理，做到“不放过一个漏洞，不丢掉一个

盲点，不留下一个隐患”。 

各学院（部）、各单位要按照本通知要求切实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检查到位、整改到位，各主管部门要做好

督导和检查工作。请各单位于 5 月 20 日前报送专项整治行动部署情

况，并按时报送评估结果、自查自改、安全承诺情况，专项行动期间

好的经验做法随时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