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化品管控治标更要治本
一些地方的危化品“紧急

排查”在收获普遍赞同的同时，

也有人担忧， 事故发生后的紧
急排查会不会是一次“临时抱
佛脚”， 而轰轰烈烈的排查之
后， 是否又将陷入“治标不治
本”的循环

?

开展安全隐患紧急排查，

是公共安全事故发生后的通
例。 用紧急排查来杜绝悲剧重
演，是当务之需。但安全问题从
来不是流于表面的。 著名的海
恩法则早已警示， 每一起严重
事故的背后，必然有

29

次轻微
事故、

300

起未遂先兆， 以及
1000

起事故隐患。 而如果相似
的问题一再出现， 背后往往能
提炼出近似的根源———观念的
懈怠、责任的缺失，或是制度的

漏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天津爆
炸事故的重要指示明确指出，各
级党委政府要坚决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 切实做到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失职追责
;

生产单位
要强化安全生产第一意识，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
产基础能力建设。

在一场特大公共安全事故
发生后，各地找准这些问题及其
背后暴露的缺失和短板， 都是
“紧急排查”的题中应有之意。

这场由危化品而开始的紧
急排查尚待向纵深领域行进

;

同
时，在日常层面强化责任、改变
陋习， 更应是常态之举。 这方
面，容不得执行者有半点懈怠。

(

据新华网
)

天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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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发生
后，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危险化学品企业紧急排查正在迅
速展开。 其中北京明确将暂停生产和经营剧毒化学品及
易爆危化品

;

广州宣布危爆单位进入一级防控状态。

危化品爆炸事故产生的叠加效应，加剧了公众对城
市安全的焦虑。 危化品在储存、运输以及事故救援方面
的短板，都可能构成重大安全隐患。 只有企业一丝不苟
执行相关规程，监管部门严格执法成为常态，才能让危
化品的危害远离生产与生活。

危化品“危”在三大环节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危

化品物流分会秘书长刘宇航对
记者表示， 对危化品的运输和
仓储各环节， 国家都有明确法
规和标准， 大多数企业都是遵
守和高于这些要求的， 企业内
部也都有严格的操作规范和流
程， 从理论上可以完全避免事
故的发生， 但不排除实际操作
过程中出现失误或者误差。

近年， 我国道路运输危险
货物的数量在不断增长， 其中
剧毒氰化物、 易燃易爆物的体
量也越来越庞大。 但危化品仓
库却严重短缺， 一些经济发达
地区的危化品仓库缺口达到百
分之三十以上。

危化品仓储供不应求，再
加上一些仓储设施布局不合
理， 导致一些非法经营者大肆
发展“黑仓库”无照经营。 这些
仓库设施简陋，管理混乱，规模
不大，数量不少，分布在各个角
落，给城市安全带来很大隐患。

在运输环节，危化品也面临
较大隐患。 资料显示，中国现有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

1

万多

家，运输车辆超过
30

万辆，但整
个行业集中度低，中小型企业的
市场份额占据“大半江山”。

刘宇航介绍说，一些危化品
物流车看似登记在某个企业下，

但实际只是一种“挂靠”。车辆驾
驶员缺乏安全知识培训，不了解
所运输危化品的特性和事故处
理方法，导致发生事故时无法采
取正确措施，错失抢险时机。

目前， 危化品物流行业中
“压低价格，恶性竞争”的现象
比较普遍， 而恶性压价是以牺
牲运输的安全性为代价的，“个
别罐体生产厂生产的罐体较
薄，已低于国家标准，却受到不
少小企业的追捧”。

缺乏专业的救援机构也是
中国危化品行业发展面临的障
碍之一。刘宇航介绍说，一些小
公司的车辆上根本不会按照规
定标识出运输的货物品类和燃
烧、 倾覆等情况发生后的处理
方法，导致事故发生后，赶来的
消防人员也一筹莫展。 而一些
专业的事故处理团队也基本是
企业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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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危险化学品企业紧急排查进行中———

让危化品不再成为“定时炸弹”

全国范围排查危化品“隐患”

天津港“

8 12

”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务
院安全生产委员会

14

日发出紧急通知，

决定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危险化
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专项整治。

8

月
22

日
召开的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
又强调， 扎实推进全国安全生产大检查，

以危化品和易燃易爆物品安全专项整治
行动为重点，一个一个企业、一个一个环
节、一个一个岗位落实责任，全面排查和
整治安全隐患， 强化危险化学品项目规
划、立项、设计、建设和日常监管等全过程
监管。

北京： 暂停生产和经营易爆危化品
北京市安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

8

月
17

日至
9

月
6

日， 北京剧毒化学品和
易爆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需暂停生
产经营活动，并对化学品实行封库储存。

9

月中旬完成对全市所有危险化学品生产、

经营企业、重大危险源企业和烟花爆竹经
营企业的检查。

此次检查中，将特别关注氰化物等剧
毒化学品、硝酸铵等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
特殊管控措施，严格流向管理。 对违法生
产、经营、储存、使用和运输的行为，严肃
查处。 还专项整治石油化工、罐区、液氨非
制冷等一系列重大危险源， 加强避雷、防
静电设施的检修、检测和现场电气设备防
爆的安全管理。

此外，北京市将加速整合危险化学品
物流企业

GPS

监控平台、高速公路交通运
行监控系统、公安交警交通安全管理系统
等信息系统资源，统一和规范地方政府危
险化学品事故接处警平台。

江苏：每天管理
1

万多辆危化品车辆
江苏是全国化工大省，列入监管的危

化品运输车辆单位共有
945

家、车辆
3

万
余辆、驾驶人近

2.7

万名。 监测数据表明，

每天行驶在江苏各地路面上的危化品运
输车在

1

万辆次以上，剧毒化学品发证量
占全国的

20%

。

今年年初， 江苏警方联合省交通运输
和安监部门在全省建设推广“一车三方”安
全监管平台，三方派人进驻监控中心，借助
GPS

定位系统， 对全省重点营运车辆的运
行轨迹进行实时监测，实施动态监管。

8

月
16

日凌晨
3

时许，新沂市一家物
资公司的一辆危化品运输车悄悄驶上高
速公路，结果很快便被值班民警通过“一
车三方”监管平台发现并予以制止。 在江

苏， 凌晨
2

时至
5

时属于危化品运输车辆
禁行时段。

8

月中旬以来，江苏警方会同安监、交
通运输等部门启动检查内容包括运输企
业、车辆、驾驶人和通行道路的危化品运输
车辆安全隐患“四项排查”。截至目前，已将
全省

945

家危化品运输企业全部排查一
遍，共排查出

391

辆逾期未检车辆，全部责
令企业一律停运，限期整改。 行动以来，共
查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交通违法行为

220

多起。

广州：危爆单位进入一级防控状态
在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

广州宣布危爆单位进入一级防控状态。 广
州市召开紧急会议， 部署开展广州市环境
安全风险防控工作。

专门组织排查危险化学品企业， 重点
检查了广州石化和危险化学品的聚集区南
沙小虎岛化工园区， 督促企业做好应急物
资储备、开展应急演练、编制应急预案三项
防控工作。截至

8

月
18

日，共检查企业
36

家， 发现并当场责令整改环境安全风险隐
患问题

3

个。

武汉：危化品仓库距居民区仅
60

米
湖北省的情况似乎更严重一些。 据突

击检查数据显示， 湖北省有重大隐患的危
险化学品生产、存放、运输企业

132

家；而
武汉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单
位有

1598

家。

武汉官方近日披露，当地检查组“到
阳逻开发区武汉新港集装箱有限公司

(

下
称‘武港集箱’

)

和武汉国际集装箱有限公
司

(

下称‘武国集箱’

)

，突击检查危化品港
口储存安全，发现多处安全隐患”。对此，检
查组现场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 武汉市安
监局负责人要求有关部门督促两家企业切
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确保隐患整改
到位。

记者
8

月
19

日在实地走访上述两家
公司时发现，武汉官方披露的武国集箱危
化品仓库离居民区仅一街之隔，直线距离
不足

60

米；武港集箱的街对面，也正在修
建一个名为“佳阳翠湖里”的商品房楼盘。

然而，当地居民对身边的“炸药桶”却
浑然不知，“万一发生类似天津港的爆炸事
故，我们住这么近，逃生都来不及”“天津的
万科楼盘离瑞海还隔了

600

米， 我们这儿
相隔顶多

60

米，万一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当地居民得知此事后十分惊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