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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燃气管理办公室

全面排查整改  建立长效机制
北京市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成效显著

1     基本情况

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从2011年5月4日

至9月30日，北京市集中开展了历时5个月的燃气安全

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紧紧围绕

入户安全巡检、老旧管线及设施隐患排查治理、燃气

安全宣传和打击燃气供应违法行为等重点内容，积极

协调、上下配合，入户巡检、不留死角，宣传群众、

建立网络，严格执法、注重长效，共入户巡检49万

余户、占老旧小区燃气用户的75.5%，排查出户外燃

气设施设备安全隐患1 798处，责令20家不合格燃气

供应企业停业整顿，取缔非法经营燃气站点118处，

开展燃气安全社会宣传625场，直接参与群众14万余

人，取得了扎实效果。

2     主要做法及成效

（1）开展入户巡检，基本掌握了老旧小区燃气

用户的安全现状。北京市1990年以前通气的老旧小区

燃气用户共有近64万户，是这次专项行动的重点。

各区县、街道、社区密切配合，市燃气集团调整人

员，增加力量，第一轮巡检到访率达到100%，随后

又相继进行三轮补检，实际入户49万余户，入户率达

75.5%。共排查出各类隐患15万余处，免费更换胶管

近4.5万根，现场整改隐患3万处，复查整改隐患7万

余处，对存在隐患的用户全部发放了隐患告知单。

（2）组织设施排查，基本摸清了户外燃气设施

设备隐患底数。一是组织对2 494km20年以上的燃气

管线进行风险评估检测，确定了260km更新改造任

务，其中32km正在进行改造，其余在“十二五”期

间完成。二是组织对1.7万km市政及小区庭院燃气管

线、5座门站、4 座储配站、1 183座调压站、1.75万

座闸井、1.65万座调压箱进行普查和风险评估，共排

查出安全隐患1 798处，其中：漏气等即发性隐患188处，

设备老化、腐蚀等结构性隐患415处，占压或安全距

离不足隐患1 195处，目前已整改596处，其余的已制

定整改方案。

（3）拓展宣传形式，市民安全用气意识明显

增强。一是把每月7日确定为全市“燃气安全宣传

日”，先后举办了4场“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燃气

安全从我做起”进社区、进工地、进校园、进餐馆主

题宣传活动。刘敬民副市长深入活动现场，为群众

发放燃气安全宣传材料。二是通过电视广播、报纸

网络、文艺演出等形式广泛宣传燃气安全常识，倡导

科学安全用气，积极配合入户巡检。三是各区县共组

织开展燃气安全社会宣传625场，直接参与人数14万

余人，发放宣传手册、挂图300余万份。四是组织对

800余名燃气管理人员和燃气供应企业主要负责人进

行培训，系统学习了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强化了安

全监管责任。

（4）建立服务网络，燃气安全社区协作网初具

规模。为提高巡检入户率、隐患处置率、燃气常识知

晓率、违章整改率、安全型燃具普及率，协调燃气供

应企业在社区建立了“燃气安全社区协作网”。以社区

工作站、居委会和物业公司为支撑，建立起了多层级、

全覆盖的社区燃气安全服务网络，已建立起1 905个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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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安全社区协作网，占全市社区总数（2 717个）的

70.1%。在海淀区开展了聘用社区燃气安全监督员试

点，全区29个街道、527个社区聘请了800名社区燃气

安全监督员，配合燃气供应企业开展入户巡检、隐患

整改和安全宣传工作。

（5）整合执法力量，属地监管作用进一步发挥。

市、区两级共组织燃气安全检查和联合执法2 713次，

参与检查人员11 887人次、车辆3 165车次，督查燃气

供应企业436家，检查单位燃气用户3 236家；责令20家

不合格燃气供应企业停业整顿，查处违法使用燃气

268起、违法人员172名，取缔非法经营燃气站点118处，

罚扣气瓶1 728个，发放整改通知书230张。市安委会

成立燃气安全专项督导组，由市市政市容委领导带队

对各区县和部分燃气供应企业进行了专项督导，指导

区县和企业开展专项治理工作。

（6）依靠科技支撑，积极推行燃气安全技术防

护措施。一是组织开展了燃气用户户内安全技术课题

研究，完善了相关技术标准及推广实施方案，研发了

居民用户燃气安全防护技术产品。二是在丰台区开展

了餐饮业等液化石油气公服用户加装安全辅助设备设

施示范工程试点，协调市属相关部门研究提出了推广

应用技术要求。三是在市液化石油气公司进行了气瓶

物流和场站视频远程监测管理系统建设试点工作。

（7）整合各方资源，初步形成了燃气安全管理

长效机制。一是制定了《北京市燃气行业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办法》，明确了各级燃气安全监管职责。二是

修订了燃气供应企业综合评价方法，确定了综合评价

的否决性指标。三是会同市质监局、市公安消防局和

市城管执法局制定了燃气供应企业落实综合评价整改

措施，明确了对违规燃气供应企业停业整改和恢复营

业的程序条件。四是与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联合印发了

《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的

通知》，对施工工地实行液化石油气统一配送。五是

会同市工商局起草了《北京市天然气居民用户供用气

合同》和《北京市天然气非居民用户供用气合同》示

范文本草案，明确了燃气供应企业应承担的安全管理

和服务责任。六是会同市安监局、市社会办、市农

委、市公安消防局起草了《关于将燃气安全管理与服

务纳入社区管理和服务内容的若干意见》，将社区燃

气安全纳入了本市安全社区建设和评选内容。七是会

同市商务委、市质监局、市安监局、市公安消防局起

草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餐饮经营单位燃气安全使用工

作的意见》，明确了各部门对餐饮业安全使用燃气的

监管职责。八是制定下发了本市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企业资质许可条件和程序，由各区县负责实施。

3     主要经验与启示

（1）加强领导、搞好动员是组织保证。之所以

能够取得比较扎实的排查整改效果，主要得益于组织

领导有力，思想发动到位。市里成立了主管副市长牵

头的“市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工作协调机

构”，各区县、各企业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协调机

构，使专项行动的组织协调和检查督促力度得到了加

强。在2011年5月4日全市召开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专项行动部署动员大会的基础上，各区县、各街道、

乡镇和燃气企业又层层召开动员大会，进行全面部

署，搞好思想发动，较好地形成了层层动员、层层尽

责，层层检查、层层落实的工作局面。

（2）突出重点、全面排查是关键环节。紧紧抓

住重点用户、重点设备、重点环节，开展全面排查整

改，不留任何死角，是确保燃气安全的关键所在。通

过采取巡检普查等措施，重点排查燃气设施设备、安

全制度落实等方面的安全隐患；采取集中巡检为主，

预约巡检、分散巡检和专项补查为辅的方式，重点开

展老旧小区燃气用户入户巡检，对上班族较多的楼

群，调整在下班后或周六、周日进行巡检；对老年人

较多的楼群，尽量安排在上午进行巡检，使燃气设施

设备始终处于安全完好状态。

（3）创新机制、开展协作是必要措施。通过创

新工作机制，开展燃气供应企业与燃气居民用户“手

拉手”活动，在每个社区建立“燃气安全社区协作

网”，把燃气安全管理与服务纳入社区管理服务内

容，形成了系统化、规范化、专业化、社会化的燃气

安全服务体系，使燃气用户得到了及时、周到和人性

化的安全服务，夯实了燃气安全监管的群众基础，健

全和完善了燃气安全监管基层工作体系，促进了全市

燃气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

（4）注重宣传、普及常识是重要基础。把每月

7日作为燃气安全宣传日，集中开展燃气安全主题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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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活动；通过北京电台《城市零距离》栏目，与市民

开展燃气安全交流互动；印制燃气安全宣传手册、挂

图，在社区张贴发放；制作燃气安全宣传片在各区县

电视台播放，编辑燃气安全宣传口号在北京电视台

滚动播出，较好地形成了宣传声势，普及了燃气安全

常识。

（5）综合执法、跟踪督导是有力保障。针对燃

气供应和使用环节存在的非法违法问题，市、区城管

执法部门组织力量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对责令停业整

顿的燃气供应企业逐一进行复查；市里不定期组织对

各区县和企业开展专项行动情况进行督查，重点检查

入户巡检和老旧管网隐患排查工作，跟踪进行指导，

发现解决问题，保障了专项行动的顺利进行。

4     下一步工作安排

（1）按照“完善一套标准，建设一个网络，打

造一支队伍”的要求，全面梳理和加快制定燃气居家

安全标准体系，健全和完善燃气安全社区协作网，落

实入户巡检、用户隐患整改任务，将社区燃气安全建

设纳入全市平安社区建设内容，将燃气安全管理纳入

各区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评价内容，充实燃气安

全管理和专业作业队伍，全面提高岗位素质和技能，

不断提升居民燃气安全管理和服务水平。

（2）推广居民用户燃气安全防护技术，督促区

县落实液化气公共服务用户加装安全辅助设施设备。

（3）会同市质监局研究制定整合本市液化石油气

市场的相关政策和措施，稳步推进气瓶电子标签信息管

理系统应用工作，确保液化石油气供应和使用安全。

（4）会同市社会办研究建立燃气安全社会宣传

长效机制，创新宣传方法，深化宣传效果。

（5）总结建筑工地实行液化石油气配送经验，

逐步向学校、医院、宾馆（饭店）、餐饮经营单位等

其他公服用户推广。

（6）会同市质监局、市工商局研究制定本市燃

气燃烧器具市场销售准入、产品质量监督相关制度和

措施。

（7）启动《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修订工作，

进一步细化燃气供应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各有关部门

监管责任。

（8）督促燃气供应企业加大投入，加快完成老

旧设施改造和隐患整改工作；会同市国资委研究将燃

气供应企业安全管理与用户服务纳入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部门考核内容。

日前，从四川广元市天然气综合利用工业园

区管委会获悉，“十二五”期间，中石油、中石化

两大集团计划在该市投资200亿元建设天然气综合

利用基地。

据介绍，自2010年以来，该市境内天然气勘

探开发连续取得重大突破，龙16井、龙10井等一批

勘探井喜获日产量百万立方米以上的高产工业气

流。目前，该市境内已累计布井93口，预计探明天

然气储量4 000亿m3。

中石油已将九龙山气田和龙岗西气田列为三

大战略重点勘探区之一，其中九龙山气田天然气

产能现已达到150万m3/a，九龙山－广元输气干线

四川广元天然气综合利用基地项目

于2009年11月建成投入使用。中石化则将元坝气

田列为“十二五”重点勘探工程。“十二五”期

间，中石化计划在广元累计布井81口以上，形成年 

30亿m3的天然气产能。

中石油、中石化在加快天然气资源勘探的同

时，还加紧部署实施了一批开发配套项目，先后建

成了中石油九龙山－广元输气干线、九龙山脱水

厂、中石化元坝泥浆储备库和元坝应急救援中心，

目前正加快建设中石油中卫－贵阳联络线、九龙

山－苍溪－北外环主管线、中石化川东北－川西输

气干线等天然气输气管线。

（本刊通讯员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