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邑县四川邑丰食品有限公司“2021·6·13”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6月13日10时30分许，位于大邑县青霞街道的四川邑丰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邑丰公司）污

水处理站生物接触氧化工序间（以下简称接触氧化间），在准备抽排污水作业时，发生一起有限空间中毒

和窒息事故，造成6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542余万元。

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彭清华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救

援，做好善后处置，维护社会稳定，举一反三，在全省深化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和安全知识教育及制度建

设，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同类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

黄强率队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应急救援和事故善后处置工作。原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作出批示，要求

全力抢救，防止次生事故。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凤朝立即率谢瑞武、田蓉、曹俊杰等市领导及市级相关部

门主要负责同志赶赴事故现场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四川省应急厅、生态环境厅、市场监管局主

要领导、分管领导率队赶赴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和事故调查。6月14日，省安办对事故进行挂牌督办。按照

《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市政

府成立了以常务副市长为组长，分管副市长、分工副秘书长、市应急局局长任副组长，市公安局、市经信

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应急局、市卫健委、市生态环境局、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分管负责同志和大邑县政

府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大邑县四川邑丰食品有限公司“2021·6·13”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组（以下简

称事故调查组），分设技术组、管理组、综合组，并邀请市检察院派员参加。依据相关规定，市纪委监委

同步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对属地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和公职人员涉嫌违法违纪及失职渎职问题开展

审查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通过现

场勘查、取样检测、调查取证、调阅资料、人员问询、专家论证等，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人员伤

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以及事故企业和相关人员的责任，查明了属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

门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防范整改的措施建议。

一、事故发生经过、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邑丰公司污水处理系统由两部分组成，其中接触氧化间由盐渍池改建而成，位于盐池车间西南角。因

接触氧化间功能池内污泥养分不足， 6月10日，邑丰公司总经理吴建秋安排副总经理李雪峰利用端午节（6

月12日至6月14日）放假期间置换接触氧化间池内污水、添加营养土。6月11日上午，李雪峰安排长期为邑

丰公司提供劳务服务的曹某红、高某君、高某（女）3人将接触氧化间内1号至14号池内的污水抽排到接触

氧化间外闲置的盐渍池内静置。6月11日14时至6月12日20时许，在公司污水处理站管理人员唐某兵的协助



下，曹某红、高某君、高某3人完成了接触氧化间1号至14号池的污水抽排工作，期间，还将公司购买的重

约8吨的营养土（农用污泥）加水拌合后用潜水泵泵入接触氧化间的1号至4号池内。工作完成后，唐某兵因

未接到公司要求节日期间加班的通知，放假回家。

6月13日8时许，高某君、高某到邑丰公司回收6月12日抽排污水时留置在接触氧化间外的潜水泵和水

带。10时许，公司机修部部长徐某来到现场，要求将盐池区的一台污水泵抬到设备房，并找高某君及正在

盐池车间从事食品原材料加工的男工组组长郑某洪帮忙，3人合力将污水泵抬到设备房后，曹某红接到李雪

峰的电话后也来到现场，要求将15号池、16号池内的污水及污泥浆抽排到接触氧化间外北侧闲置的盐渍池

内静置。

10时33分，曹某红、高某君、徐某和高某通过检修通道来到接触氧化间1号门旁，曹某红、高某君、徐

某三人在未开启接触氧化间抽风机的情况下先后爬上钢斜梯从1号门进入接触氧化间内准备抽排15号池、16

号池内的污水及污泥浆，高某因闻到呛人气味未进入，在1号门旁等候。

10时41分，高某听到异常响声，发现高某君落入3号池内，曹某红倒在2号池和15号池间的隔墙上，徐

某转身时坠入2号池内。高某迅速跑到接触氧化间外呼救。郑某洪听到呼救声后立即给吴建秋打电话报告，

并赶往公司生产车间寻找防毒面具。10时45分，吴建秋与正在为公司锅炉房焊接铝合金作业的“拉特斯不锈

钢制作”门市部负责人黄某荣、员工唐某及公司部分员工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吴建秋进入接触氧化间后在对

坠入2号池内的徐某实施救援时坠入1号池内，黄某荣、唐某在对吴建秋实施救援时坠入1号池内。

　　（二）应急救援情况。

　　闻讯赶到的公司员工积极开展救援，在拆除接触氧化间四周密封玻纤瓦增加通风的同时，拨打110、

119和120电话求救。11时03分，大邑县消防大队救援人员到达现场，4名消防队员佩戴空气呼吸器及防护

救援装备后进入接触氧化间内开展救援。11时09分，青霞街道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随即开展警戒、疏散

及秩序维护。大邑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率应急、公安、卫健、生态环境等部门负责人

赶赴现场，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11时18分，消防救援人员将昏迷的曹某红救出并移交120。现场救援指挥

部根据事故及现场情况，决定采取破拆盐池车间西面外墙，用污水泵、排污车对1、2、3号池污水进行抽

排。14时50分，高某君被救出；15时27分，徐某被救出；16时18分，唐某、黄某荣、

吴建秋被救出。5人被救出时，已无生命体征。曹某红送医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图一 接触氧化间功能及死亡人员位置示意图

救援过程中，大邑县应急管理局于6月13日16点30分，在2号池上方，使用便携式气体检测仪测得H2S

浓度为58.39mg/m³（42ppm，常温常压），超过工作场所空气中H2S的最高允许浓度（MAC）10mg/m³的

5.8倍。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6月13日15点46分至16点28分，使用直读仪对事故现场环境中的CH4、

NH3、H2S、CO、NO2、CO2、O2进行了应急检测，结果均在职业接触限值范围以内。大邑县环境监测

站对车间开展监测，成都市大邑生态环境监测站《环境监测快报》显示监测结果显示空气中含有H2S、

CH4、NO2、SO2，废水中含有硫化物。



事故发生后，市、县消防救援部门共出动10车34人前往救援，大邑县应急局调集3支应急救援队伍11

车37人参与现场秩序维护、运输救援装备并辅助救援处置，大邑县医疗救援共出动9车次67人展开救援，大

邑县生态环境部门对该公司雨、污外排口进行封堵，在入河排污口处设置围堰，建立污水蓄水池，对污水

进行了拦截。救援过程中，未发生次生事故，未对地表水造成污染。

（三）善后处置及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发生后，大邑县组建善后处置工作专班，分别由县领导带队，一对一做好家属情绪安抚和善后工

作，截至6月15日，死者家属与用人单位签订善后赔偿协议，死者遗体相继火化。此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为542万元。

二、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邑丰公司2003年12月23日成立，原名四川邑丰榨菜食品有限公司。2005年

取得用地性质为工业的国有土地使用证；2009年取得房屋产权证，登记建筑面积为10222．84平方米。

2017年12月至2019年6月，因原有厂房、设备老化，公司处于停产状态。2019年6月，吴建秋入股邑丰公

司，公司法人代表、控股股东和公司实际负责人变更为吴建秋，股东2人，吴建秋占股54%、冯某占股46%

（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6月19日，公司取得大邑县行政审批局颁发的《营业执照》。随后，吴建秋启动

企业技改，从2019年7月至2020年2月间，对厂房进行了新、改、扩建。2020年6月9日，公司取得《食品

生产许可证》，2021年1月18日变更食品生产许可范围，有限期至2025年6月8日，产品种类主要有土豆、

竹笋、金针菇等制成的狼牙土豆、泡椒春笋、蔬菜包、金针菇等休闲食品和自热系列五大类。2020年10月

23日，公司取得排污许可登记，日处理污水120—150米。该企业属县工业园区外工业企业。

邑丰公司属于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按加工过程分为前工序、拌配料、内包和外包等工序，事故发生时

有员工179人。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为吴建秋；设两名副总经理，李雪峰分管生产、环境保护等工作，另

一名分管财务、后勤等工作；公司设财务部、物流部、采购部、行政人事部、销售部、品控部、生产部、

机修部8个部门；明确由行政人事部负责安全生产工作，部长杨伟兼任公司安全员，未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污水处理站由副总经理李雪峰分管，唐某兵负责污水处理站日常管理，杨伟不负责污水处理站日

常监督管理工作。2021年端午节（6月12日至14日）放假，6月13日公司有15人进行生产作业。当日，李雪

峰临时安排人员抽排污水，未通知唐某兵配合作业。

宜宾长宁“5·24”事故发生后，邑丰公司派杨伟参加了5月28日市政府安办、大邑县政府安办组织召开

的地下管线保护和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题电视电话会议和6月8日青霞街道组织召开的“迎大庆防风险保安全”

工业企业安全生产会，两次会议都专门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进行了培训和工作部署。会后，杨伟给吴

建秋作了汇报但均被忽视，会议精神未在公司内部传达，有限空间作业教育培训、安全检查也未开展，仅

在公司微信群内对有关消息进行了转发。

（二）事故单位项目技改申报情况。2019年6月，邑丰公司向青霞镇政府（2019年12月25日改为街道

办事处）及大邑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以下称大邑县经科信局）申报“技改项目”。6月12日，大邑县经科

信局召开县工业园区外新上工业企业（项目）联审会议，同意企业实施技改，明确项目需要符合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以及环评要求，完善相关手续后依法依规开展技改，由青霞镇政府把关。7月19日，邑丰公司通过

“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案，备案号为川投资备〔2019—510129—14—03—374342〕，备案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为“对企业现有厂房、办公楼等建筑面积7000平米进行改造，改建1180平米厂房为

仓库。配套建设相应的消防环保设施设备。建食用菌食品生产线、薯类食品生产线、半固态调味品生产

线、肉类生产线各一条。建成后达到20000吨/年的生产能力，其中新增10000吨/年。配套建设日处理400吨

的污水处理系统1座”。7月25日，企业对建设内容及规模进行变更，将“改建1180平米厂房为仓库”删除，

将“日处理400吨的污水处理系统1座”变更为“日处理380吨的污水处理设施1套”。



按照大邑县相关规定，联审会议通过后，企业需在“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案，涉及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的技改项目需由属地镇（街道）将企业技改情况报县“工业强县领导小组”（县长任

组长，办公室设在县经科信局，成员单位26家）审查，审查同意后由技改企业持“工业强县领导小组”会议纪

要等资料到相关部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邑丰公司技改项目通过联

审会议后，青霞镇政府未按规定报请县“工业强县领导小组”履行相关报批程序。

（三）事故单位技改项目建设情况。邑丰公司技改项目在未经县“工业强县领导小组”审查批准、未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于2019年7月至2020年10月，完成了

厂房主体工程新、改、扩建施工（见图二、三、四），其中一车间在原基础上实施改造，层数为一层，建

筑面积3482.4平方米；二车间为新建，层数为两层，第一层建筑面积1664平方米，第二层建筑面积1878平

方米；成品库房为新建，层数为两层，建筑面积800平方米，共计7824．4平方米，以及日处理260吨的污

水处理系统的建设和设备安装。污水处理系统由新建和利旧改造两部分组成（见图五），其中新建部分为

厂区原有荒废的污水处理池及周边空地上新建的地埋式格栅池、隔油池、集油池、调节池，新增厌氧反应

器；利旧改造部分将盐池车间西南侧的16个盐渍池改造成为接触氧化池、沉淀池与清水池。公司技改项目

设计及土建施工均由吴建秋聘请当地的泥瓦匠曹某红组织工人完成，技改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均未开

展。  

 

 

 

 

 

 

 

 

 

 

  

 

图二 邑丰公司平面布置示意图

 

 

 

 

 

 



 

图三 邑丰公司厂区改造前卫星图

 

 

图四 邑丰公司厂区改造后卫星图

图五  污水处理系统

2021年1月，四川中科绿盾生态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绿盾公司）对邑丰公司接触氧

化间进行环保验收时，要求邑丰公司对接触氧化间四周及顶部进行围护，按照验收意见邑丰公司在接触氧

化间上方约 2米处设置顶棚，顶棚及四周用透明玻纤板围护，形成一个密闭空间，同时，增设一台7.5千瓦/

时的抽风机，抽风机前端接活性炭除臭装置，并安排工人唐某兵负责污水处理系统管理。经查验设备运行

记录和询问了解，事故发生时抽风装置完好。

（四）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四川九合安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合公司）。2020年10月23日，大邑县应急局执法检

查时指出邑丰公司技改项目未开展安全设施“三同时”。2020年11月15日，邑丰公司与九合公司就年产20000

吨蔬菜食品技改项目签订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综合分析报告、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安全验收评价三份技术

服务协议，完善安全设施“三同时”手续。2021年1月6日，九合公司与辽宁艾希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签订

“安全设施设计专篇”转包协议。出具的《邑丰公司技改项目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综合分析报告（正式稿）》

落款时间“2020年3月18日”与实际开展综合评价工作的时间不符。“安全验收评价”服务协议至事故发生时

尚未履行完毕。　

　　2．辽宁艾希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希电力工程设计公司），与九合公司签订邑丰公司

“安全设施设计专篇”技术服务协议，2021年3月，出具《邑丰公司技改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3．中科绿盾公司。2020年10月底，邑丰公司委托中科绿盾公司对技改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接受委托时，该项目建设内容已完成。2020年11月中旬、2021年1月底，中科绿盾公司安排技术人员两次

现场踏勘，委托四川蜀检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对邑丰公司技改项目进行监测，就现状部分环保设施未按照环

境影响报告表设置问题督促邑丰公司进行整改，并依据有关规定进行了公示和上报。



（五）尸检情况。

根据成都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提供的《鉴定报告》（成公鉴（理化）字〔2021〕2175号）的鉴定意

见，本次事故6人的死亡原因如下：

1．曹某红心血中检出碳氧血红蛋白含量为18.91%，硫化物含量为2.47mmol/l，死亡原因为有毒气体

吸入导致窒息死亡。

2．吴建秋心血中检出碳氧血红蛋白含量为22.06%，硫化物含量为2.34mmol/l，死亡原因为有毒气体

吸入后溺水死亡。

3．徐某心血中检出碳氧血红蛋白含量为20.89%，硫化物含量为1.96mmol/l，死亡原因为有毒气体吸

入后溺水死亡。

4．高某君心血中检出碳氧血红蛋白含量为20.95%，硫化物含量为2.44mmol/l，死亡原因为有毒气体

吸入后溺水死亡。

5．黄某荣心血中检出碳氧血红蛋白含量为18.99%，硫化物含量为1.60mmol/l，死亡原因为有毒气体

吸入后溺水死亡。

6．唐某心血中检出碳氧血红蛋白含量为18.80%，硫化物含量为1.60mmol/l，死亡原因为有毒气体吸

入后溺水死亡。

三、事故性质及原因认定

（一）事故性质。事故调查组认定，邑丰公司“6·13”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类型为中毒

和窒息事故，事故等级为较大事故。

（二）直接原因。邑丰公司在接触氧化间准备抽排污水作业时，作业人员在未开启抽风机进行通风、

未采取个体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硫化氢等有毒有害气体逸出积聚的相对密闭空间，吸入硫化氢等有毒

有害气体导致中毒窒息，施救人员盲目施救导致事故扩大。

（三）事故间接原因。

1．邑丰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不落实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项目未批先建，

未开展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不落实，应急管理缺位、应急处

置失当。

2．属地安全监管不到位。对安全生产工作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统筹安全与

发展不够有力。推动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属地监管责任和行业“三管三必须”要求不到位，

部分行业主管部门、街道安全生产监管职能弱化。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专题会

议精神不力，督促有关部门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

四、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单位及相关单位情况。

1．邑丰公司。

（1）对安全生产工作不重视。未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未设置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虽编制了

部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但均未严格落实；宜宾长宁“5·24”事故发生后，对市、县、街道连续召开的加强有限

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专题会议精神置若罔闻，未针对性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和培训教育。



（2）技改项目未批先建。在未经大邑县“工业强县领导小组”审查批准、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于2019年7月至2020年10月期间，完成了7824．4平方米厂房

的新改扩建和日处理260吨的污水处理站建设及配套设施安装，上述建设项目均未经有资质单位进行设计和

施工，未依法开展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给事故发生埋下了安全隐患。

（3）未建立健全和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未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和有限空间作业台账，

未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审批制度，未依法组织对接触氧化间进行环保设施改造后形成的密闭空间进行安

全风险辨识评估，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现场未配备个人防护用品。

（4）企业管理人员安全风险意识差。事故发生当日准备抽排污水作业前，未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先通

风、再检测、后作业”的原则，未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条件确认，未对进入有限空间作业人员进行相应的

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风险提示，未安排相关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监护作业，第三方劳务承包管理不规范、不

到位。事故发生后，企业人员在未采取任何个人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开展事故救援，导致死亡人数增加。

2．九合公司。出具的《邑丰公司技改项目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综合分析报告（正式稿）》落款时间与

实际开展综合评价工作的时间不符。

（二）有关部门。

1．大邑县经科信局。负责全县工业、能源、盐业、信息化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负责在行业领域管

理中加强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指导、督促企事业单位加强安全管理。对园区外工业企业安全生产工作重视

不够，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对邑丰公司技改项目失管失察，未督促属地镇政府按程序报工业强

县领导小组审查。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指导、督促不力，组织开展有限空间作业摸排走过场。贯彻落实市、

县关于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专题会议精神不力，组织督促行业领域企业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

不到位。

2．大邑县应急局。依法承担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指导、协调、

监督检查县级有关部门和各镇（街道）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考核，监督检查工矿商贸

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及安全生产条件、安全生产管理情况，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等职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不到位，组织督促工贸企业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工作不全

面、不深入、不扎实；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不严格、不认真、不规范，对检查发现邑丰公司受限空间无

警示标志的重大安全隐患没有依法采取暂停作业的行政处罚措施；有限空间警示标志尚未设立、凭企业提

供的与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签订的服务协议就通过隐患整改复查验收。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加强有限空间

作业安全管理专题会议精神不力，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不到位。

（三）属地党委政府。

1．青霞街道办事处。依法承担执行和督促落实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出的安全生产决定，对本辖区内

的公共设施安全隐患整治排查，提出整治意见，并协助落实，负责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并及时报

告相关部门，对重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重大隐患及时向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报告等职责。“打非治违”工作

开展不力，邑丰公司技改项目通过县工业园区外新上工业企业（项目）联审后，未按规定向工业强县领导

小组上报技改项目涉及的总平规划和调整设计方案，2019年7月至2020年10月，长达一年多时间里未对邑

丰公司违规进行项目新、改、扩建施工实施打击，也未向负有违法建设监管职能的县级有关部门报告。履

行属地安全监管责任不到位，安全检查流于形式，未发现企业存在的违法建设问题和安全生产违法违规问

题。应急管理办公室职能弱化，明确该办主要负责人不负责安全生产工作，抽调街道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

心副主任万某龙到应急办负责安全生产工作，具体工作由1名快到退休年龄的女同志和1名2020年刚入职人

员负责。吸取宜宾长宁“5·24”事故教训不深刻，未对辖区内涉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开展针对性监督检查。事故

调查期间，提供调整后的简报材料，没有客观反映有关会议情况。



2．大邑县委县政府。依法承担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支持、督促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及时协调、解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加强对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

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增强全社会的安全生产意识等职责。对安全生产工作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安全

发展理念树得不牢，统筹安全与发展不够有力。推动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街道属地监管责任

和行业“三管三必须”要求不到位，部分行业主管部门、街道安全生产监管职能弱化。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加

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专题会议精神不力，督促有关部门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

五、对事故有关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一）有关企业人员。

1．吴建秋，邑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安全生产法制意识淡薄，非法进行技改项目

建设，未开展技改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从源头上为事故发生埋下了隐患。对安全生产工作不重视，

未依法建立安全管理机构并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未建立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操作规程。安全投入不到位，未组织开展安全风险辨识，有限空间作业场所未设置警示标志。不落实

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未开展针对性演练。对市、县、街道连续召开的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专题

会议精神置若罔闻，未针对性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和教育培训。安全风险意识差，事故发生后盲目

组织施救，导致死亡人数增加。其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涉嫌犯罪，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免

予责任追究。

2．李雪峰，邑丰公司副总经理，分管生产、环境保护工作。履职不到位，未督促建立健全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对接触氧化间进行环保设施改造后形成的密闭空间进行安全风险辨识评估，设置明

显安全警示标志。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风险防控措施，组织员工开展针对性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安全生产

法制意识淡薄，未执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在未确认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条件的情况下，随意安排人员

进行污水抽排作业，且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和风险提示，也未安排相关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监

护，其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涉嫌犯罪，已移交司法机关立案调查。

3．杨伟，邑丰公司行政人事部经理，兼任企业安全管理员。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未制定完善企

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组织安全教育、培训、应急演练缺乏针对性，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

查治理不全面、不彻底，贯彻落实各级政府关于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的工作部署要求不力，其行为

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二、四、五项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一般管理责任，依据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进行处理。

（二）相关责任单位。

1．邑丰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不落实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项目未批先建，未

开展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不落实，应急管理缺位、应急处置失

当，导致事故发生，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二条、第四十

一条、《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

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由市应急局依据《安全生产法》有关

规定进行处理。

  2．九合公司出具的《邑丰公司技改项目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综合分析报告（正式稿）》落款时间与

实际开展综合评价工作的时间不符，由市应急局按有关规定作出相应处理。

　   3．艾希电力工程设计公司、中科绿盾公司在事故中无明显责任过错，不作责任追究。

（三）有关公职人员、当地政府及部门。



市纪委监委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在事故调查组认定责任单位、责任人和责任事实的基础上，对相关单

位和人员分别认定责任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分别给予15名责任人员党纪政务处分或组织处

理；责令大邑县应急局、大邑县经科信局、大邑县青霞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等3个责任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党

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按照管理权限由有关机关依程序办理。

六、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6·13”事故的发生，充分暴露出大邑县一些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法制意识淡薄、安全意识淡薄、安

全管理混乱、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和相关部门、街道安全监管履职不到位等突出问题。为杜绝此类事故再

次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特提出如下整改措施建议。

（一）切实增强安全发展理念和安全红线意识。大邑县委县政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线，以对事业负

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经济

社会发展，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做到铁心布

置、铁面检查、铁腕执法，以铁的作风把安全生产工作抓严、 抓细、抓实，坚决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

生。

（二）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监管体系。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

“三管三必须”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县、镇街、村（社区）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镇街应急管理办

公室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责和人员配备。全面推行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明确每个企业安全生产监管主

体、安全检查内容、检查频次，明确企业各级各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职责、风险管控责任措施和重点岗位人

员日常工作内容要求，确保安全生产时时有人抓、事事有人管，不留死角和盲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考

核、警示约谈、诫勉谈话、通报等制度，推动安全生产工作责任落实。

（三）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进一步规范招商引资、规划立项、项目建设、安全设施

“三同时”等工 作，切实把好安全生产源头关。扎实开展工贸、化工危险化学品、人员密集场所消防、道

路交通、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规范提升一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条件、

整改消除一批重大安全事故隐患、关闭取缔一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确保整治工作取得

实效。健全完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之间、行业主管部门与镇街之间的信息沟通和联合执法机制，常态化开

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四）扎实开展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要以“6·13”中毒和窒息事故和新修定的《安全生产法》为主

要内容，组织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工贸企业负责人开展一次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和普法教育；组织企业全面

开展有限空间辨识评估，尤其是环保设施改造形成的密闭空间（有限空间）的辨识评估，建立有限空间安

全管理台账，切实摸清有限空间的数量、分布、致害因素及管控措施等情况；督促指导企业建立健全有限

空间作业安全责任、作业审批、作业现场管理、教育培训、应急管理、安全作业规程和有限空间辨识、管

理台帐等制度，严格规范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行为；组织开展一次有限空间作业全覆盖安全专项执法检

查，依法严厉查处企业新改扩建建设项目（含环保设施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等

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

（五）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要求，推动落实

危险性较大行业领域、重点企业执法检查，依法严厉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违规行为。 重视发挥第三方专

业技术服务机构、安全生产专家技术支撑作用和职工群众举报监督作用，切实解决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力量

不足和执法检查不专业、不严格、不精准的问题。坚持把重大事故隐患当作事故来对待，做好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加大事故前严重违法行为刑事责任追究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