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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铁路监督管理局
2024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施方案

今年是全国第23个“安全生产月”，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

公室应急管理部关于开展2024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

(安委办〔2024〕3号)要求，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畅通生命通道”为主题，结合辖区实际，制定成都铁路监督管理

局2024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落实

国务院安委会和应急管理部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树牢安全红线

意识，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为重点

策划活动内容，以线上线下活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安全生产月”

活动，不断提升公众安全意识、 爱路护路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

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推动本质安全水平大幅提升， 促进铁

路行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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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机构

成都铁路监督管理局成立2024年“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小

组：

组长：舒华武

副组长：魏恩会、潘红宇

成员：各部门负责人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监管一处，成员由各部门指定人员组

成，负责收集、汇总、整理、报送活动开展情况。

三、活动时间

2024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于6月1日至30日在全局范围开展。

四、主要活动内容

1.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宣贯活动。各部

门要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认真组织学习宣传贯彻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通过专

题研讨、集中宣讲、培训辅导等多种形式，强化安全生产宣贯，

结合铁路汛期防洪、节假日和国家重大活动等专项监督检查，督

促指导铁路企业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班前会”“以案

普法”等活动交流学习体会，进行警示教育，推动干部职工以非

常明确、非常强烈、非常坚定的态度牢固树立安全红线意识，切

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安全发展工作实效，保障铁路运输和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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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多种载体安全宣传活动。监管一处牵头、各部门配合，

组织参加线上避险逃生公开课、避险逃生知识竞答等活动，增强

公众应对突发事件的避险能力。综合处牵头、监管一处配合，积

极采取横幅、展板和挂图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向干部职工发送

铁路安全知识、安全生产警句等；各部门利用日常检查、会议等

形式，讲好防范事故的案例，激励铁路企业职工、社会力量主动

参与事故防范，营造浓厚的安全宣传活动氛围；监管一处汇总收

集、各部门配合，及时向国家铁路局报送活动动态。

3.扎实推进铁路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部门按

职责分工，落实《铁路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

（2024-2026）》，全面推动铁路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的

有效开展。组织专题学习，深刻领会行动方案的核心要义，准确

把握行动方案目标与任务。结合铁路行业特点，充分利用各种宣

传渠道，深入一线，普及铁路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提高公众对

铁路安全的认识。通过宣传安全生产典型经验做法，曝光存在的

突出问题，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推动铁路企业自觉履行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鼓励铁路企业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建设安全科普宣

传、警示教育和体验实践基地，提升员工的安全生产技能和应急

处理能力，选树先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激发铁路企业开展安全

生产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推动铁路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

坚三年行动取得实效，为铁路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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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深化铁路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各部门要结合监督

检查、行政执法等日常工作，持续深入开展铁路重大事故隐患专

项排查整治，加强《铁路交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铁

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宣传教育力度，指

导督促铁路企业落实铁路行业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性工作机制，深入学习本企业涉及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制定相应的检查计划方案，明确排查范围、内容和标准，按

照规定定期开展自查自纠，及时发现并整改存在的安全隐患，确

保自查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鼓励社会公众举报涉铁安全重大

隐患和 违法行为，提高公众对铁路安全的关注度和自我保护意

识，有效 防范化解铁路重大安全风险。

5.加强推进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治理。执法办牵头，要加强与

其他部门的沟通协调，充分发挥厅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作

用，坚持问题导向，督促企业、协调地方“五个聚焦”精准治理。

监管一处牵头，聚焦路外伤亡管控，加强日常巡查维护管理和设

备更新改造，坚决取缔非法道口和人行过道，加强铁路沿线普法

宣传和安全警示教育，严厉打击破坏铁路防护设施、擅自进入铁

路防护网等违法行为。聚焦道口安全整治，加大道口“拆、并、

改”推进力度，加强道口安全管理，强化物防技防保障，推进重

点繁忙道口加装交通信号灯及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执法办牵头，

聚焦公水铁交汇并行地段防护，加强上跨铁路桥梁、铁跨公桥梁

和跨航道桥梁防护管理，加大公铁并行地段排查整治，压实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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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积极在铁路桥梁运营单位开展防范船舶碰撞铁路桥梁警示

教育，督促加大检查巡查力度，协调地方相关单位净化桥梁防护

水域，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保障铁路桥梁安全运行。聚焦侵

限问题，加大铁路沿线轻硬质飘浮物和大牲畜上道整治力度，实

现动态排查、动态清零，聚焦涉铁施工管控，优化涉铁工程管理

制度，加强铁路安全保护区管理，开展铁路沿线油气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共同维护铁路安全。

6.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活动。聚焦“畅通生命通道”主要内容，

认真组织开展宣传和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综合处

牵头、各部门配合，联合相关部门单位利用海报、短视频等多元

化形式，讲解生命通道标识的含义和识别方法、保持畅通的必要

性和法律责任，组织开展模拟火灾和地震等场景的应急疏散演

练、线上避险逃生公开课等活动，突出生命通道在避险逃生和应

急救援中的关键作用，强化公众不占用、不堵塞的安全意识，宣

传应急疏散知识与技能，增强公众对应急突发事件的避险能力。

7.开展铁路“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6 月 16 日，由

执法办牵头、各部门配合，开展全国铁路 2024 年“6.16”安全

宣传咨询日活动。大力宣传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安全生产法》《高

速铁路安全防护管理办法》《铁路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

动方（2024-2026）》等铁路相关法律法规文件，以及安全生产

岗位责任、安全知识和避险逃生技能等科普知识，各地区铁路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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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局结合辖区实际，可联合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铁路企业，创

新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

五、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安全生产月”活动的

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做好人力、物力和相关经费保障，按

照实施方案，认真部署，精心组织，扎实推进，确保活动有力有

序有效开展。

2.确保活动实效。搞好统筹结合，各部门开展活动要与铁路

安全监管履职相结合，加大对铁路企业督促指导力度，调动铁路

企业、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开展好宣传活动，促进

安全生产水平提升。

3.加强信息联络。各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宣传报道，并及时报送活动进展情况和信息。监管一

处、执法办于5月26日前分别将活动实施方案和“6.16”安全宣

传咨询日活动实施方案报送至国家铁路局，各部门每周五16:00

前及时发送重要事项以及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至监管一处，

活动结束后７月2日前将活动小结报监管一处，由监管一处汇总

活动总结和统计表报国家铁路局。

联系人：邓茂华，联系电话：028-86485863。

成都铁路监督管理局

2024年5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