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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安委办发〔2022〕6号

兵团安委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局关于开展
2022年兵团“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

各师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兵团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各师市应急管

理局，有关直属机构：

今年 6 月是第 21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遵守安全

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6 月 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关于开展 2022 年全国

“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安委办〔2022〕7号）精神，结合兵

团实际，现就开展 2022 年兵团“安全生产月”活动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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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

（一）开展《生命重于泰山》专题学习。各级、各有关部门

和单位要以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负责人为重点，采取理论学习中

心组专题研讨、集中宣讲、专题培训、网络课堂等形式，集中学

习《生命重于泰山》电视专题片，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推动安全发展的工作实效，增强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

（二）开展“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主题宣讲。各级、各

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刻领会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的重要意义、突

出特点、部署安排、具体要求等，以安全生产“公开课”“大家

谈”“班组会”等形式开展党政“一把手”带头讲安全，企业第一责

任人专题讲安全，一线工作者互动讲安全等主题宣讲活动，推动

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突出责任落实、源头治理、督查

检查、严格执法、打非治违，全力抓好安全防范工作，坚决稳控

安全形势，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良好安全环境。

二、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推动“第一责任人”守法履责

（三）开展《安全生产法》宣传活动。各级、各有关部门和

单位要结合实际，创新形式内容，开展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宣贯

活动。联合媒体单位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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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杂志等各类媒体打出宣传贯彻的组合拳。开展向辖区生产

经营单位负责人发公开信、新安法知识竞赛、演讲会、专题宣讲、

文艺演出等系列活动进行宣传。广泛开展“我是安全吹哨人”“查

找身边的隐患”等活动，调动企业职工参与监督企业和主要负责

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推动全社会更加关注和

支持安全生产工作，营造良好的学法、守法氛围。

（四）开展“第一责任人安全倡议书”活动。各级、各有关

部门和单位要积极开展“第一责任人安全倡议书活动”，督促企业

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

的 7项职责，带头尊法、学法、守法，切实担起安全生产“第一

责任人”责任，认真组织开展全员应急救援演练和知识技能培训，

提高社会公众安全意识，提升从业人员自我保护意识。

（五）开展反面典型案例曝光宣传。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

位要针对厂长、矿长、董事长、校长、院长、班组长等“关键少

数”加大以案释法和以案普法的宣传力度，有计划、分层次地解

决安全生产“最后一公里”问题。特别要加大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不到位被实行“一案双罚”的执法案例、安全生产行刑衔接的典

型案例，以及因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典型案

例的曝光宣传力度，形成舆论声势。

三、开展“安全生产兵团行”活动，分类强化警示教育

（六）开展“安全生产兵团行”专题宣传活动。“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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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行”活动与“安全生产月”同步启动，12月底结束。期间，要

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好专题行、区域行、网上行等活动，各级、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结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大力宣传报

道危险化学品、燃气、矿产、建筑施工、道路交通以及化工、矿

山劳务派遣违规用工等方面打非治违和排查治理的进展成效。

（七）开展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

分级分批组织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

企业员工，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开展警示教育专题展、

反思大讨论等活动，深入剖析事故原因，深刻吸取教训，引导广

大职工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引以为戒，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完善防范措施，增强抓好安全生产的自觉性、主动性。

（八）开展一次隐患排查整治。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

根据本单位、本行业整体工作安排，围绕危险化学品、矿山、建

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在本系统开展一次全面的安全生

产事故及灾害事故隐患排查，广泛发动企业员工参与“安全生产

啄木鸟”“企业风险扫描仪”“隐患排查显微镜”等活动，鼓励动员

企业职工及家属、媒体、社会热心人士积极举报安全生产重大隐

患和违法行为。要列出问题清单，提出针对性整治措施，明确整

治责任和时间进度，尽最大可能降低安全生产风险和灾害事故风

险。各师市每月至少要在本级媒体曝光一个典型案例，并于每月

25日前将相关情况报送兵团安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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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续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和安全宣传“五进”活动，

提升社会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九）开展形式多样的启动仪式。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要开展形式多样、宣传效果好的启动仪式，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贯穿全过程，着眼疫情防控常态

化条件下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求，采取兵师联动、政企协同的形

式，以“云视频、云监管、云课堂”模式拉开兵团“安全生产月”活

动帷幕。

（十）开展“6·16 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各级、各有关

部门和单位集中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咨询活动。线上，主

要依托当地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以“主播讲安全”“专家远程

会诊”等形式，走进生产厂区、化工园区，参观生产过程、工艺

流程、装置设备等，介绍安全生产工作举措，搭建企业与社会公

众沟通的桥梁。邀请有影响的公众人物、行业专家、媒体人员等

开展“美好生活从安全开始话题征集”“新安法知多少”“救援技能

趣味测试”等活动，制作公益广告、海报、短视频、提示语音等，

利用传播载体集中推送，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

全”的浓厚氛围。线下，在严格遵守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

组织安全监管人员和专家进社区、进公共场所，宣传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普及安全常识，解答社会公众提出的疑惑咨询。兵团安

委会办公室将联合兵团主流媒体，于 6月 16日报道各师“安全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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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咨询日”活动开展情况。

（十一）结合安全宣传“五进”活动，开展好“美好生活·民

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活动。各师市安委会办公室要发挥牵头抓总

作用，推动各成员单位加强协调联动和资源投入，突出学习宣传

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精神文明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组

织安全监管人员、消防救援人员、灾害信息员、社区网格员、安

全志愿者等，以“民法典”进连队（社区）为重点，深入宣传民法

典实施以来在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

荣发展等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积极组织参与“进门入户送安

全”“安全志愿者在行动”和各类应急演练体验活动，共同推动安

全宣传和民法典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提

升公众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着力培育兵团干部职工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各师市、各部门和有关企业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好“安全

生产月”各项活动，细化宣传方案，及时安排部署。各师市要于

5 月 20日前明确并报送 1 名联络员信息，每周五报送本周活动

开展情况，6月 30日前报送活动总结。

联系人及电话：尚宵 韩操 0991-2358525 2358532；电子

邮箱：btyjx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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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兵团“安全生产月”活动联络员反馈表

2.兵团“安全生产月”活动进展情况统计表

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5月 14日



附件 1

兵团“安全生产月”活动联络员反馈表

姓名 性别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

注：请于 5月 20日前将此表传真至 0991-2358530或电子邮箱 btyjxx@163.com。



附件 2

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进展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电话： 填报日期：

活动项目 内容要求 活动进展情况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
论述,集中学习《生命重于泰山》电视专题片,推
动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

专题研讨、集中宣讲、培训辅导等( )场,参与( )人次；

开展安全生产“公开课”“大家谈”“班组会”等学习活动( )场,参与

( )人次。

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
开展安全生产法主题宣传活动,推动“第一

责任人”守法履责,加大以案释法和以案普法的
宣传力度。

组织开展全员应急救援演练和知识技能培训( )场,参与( )人次；

参与“第一责任人安全倡议书”活动( )人次；

曝光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被实行“一案双罚”、安全生产行刑衔接、

因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典型案例( )个；

开展“我是安全吹哨人”,发现问题( )项；

“查找身边的隐患”,查找隐患( )条。



开展“安全生产万里行”活
动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万里行”专题行、区域
行、网上行等活动；开展警示教育,组织观看安
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专题展；报道各地打非治
违和排查治理进展成效；鼓励社会公众举报安
全生产重大隐患和违法行为,发挥媒体监督作
用,集中曝光突出问题,每月至少在省级主流媒
体曝光 1-2 个典型案例,并向全国“安全生产月”
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报送情况。

组织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专题展( )场,参与( )人次；

报道各地打非治违和排查治理进展成效( )条；

社会公众举报安全生产重大隐患和违法行为( )项；

发挥媒体监督作用,集中曝光突出问题( )个；

向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报送典型案例( )个。

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和
安全宣传“五进”活动

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组织开展“安全宣传
全屏传播”；推动各级安委会成员单位加强协调
联动和资源投入。

开展“主播讲安全”“专家远程会诊”( )场,参与( )人次；

“美好生活从安全开始话题征集”( )条,参与( )人次；

“新安法知多少”“救援技能趣味测试”等活动( )场,参与( )人次；制作公

益广告、海报、短视频、提示语音等( )条/份,宣传受众( )
人次；

开展“进门入户送安全”( )次,受众( )人次；

组织“安全志愿者在行动”( )场,参与( )人次；

各类应急演练体验活动( )场,参与( )人次。

其他特色活动 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填。 组织( )场/次,参与( )人次,宣传受众(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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