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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9 月份全区安全生产和
防灾减灾形势分析

内容摘要

●9 月份，各类事故死亡 8 人，同比 2020 年上升 33.33%，

同比 2019 年上升 100%。

——其中，道路交通事故死亡 3 人，工矿商贸及其他事故死

亡 5 人，火灾事故死亡 0 人。

●9月份，生产安全事故死亡8人，同比2020年上升166.67%，

同比 2019 年下降 100%。

——其中，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死亡 3 人，生产经营性

火灾事故死亡 0 人，建筑业事故死亡 4 人，商贸制造业事故死亡

1 人，其他领域事故死亡 0 人。

●1-9 月份，各类事故死亡 58 人，同比 2020 年上升 26.09%，

同比 2019 年下降 23.68%。

——其中，道路交通事故死亡 30 人，火灾事故死亡 0 人，

工矿商贸及其他事故死亡 27 人。

●1-9 月份，生产安全事故死亡 46 人，同比 2020 年上升

43.57%，同比 2019 年下降 20.69%。

——其中，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死亡 19 人，生产经营

性火灾事故死亡 0 人，建筑业事故死亡 19 人，商贸制造业事故

死亡 4 人，其他领域事故死亡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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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 月份各类事故累计情况

（一）安全生产事故情况

1.各类事故总体情况。1-9 月份，全区发生道路交通、工矿

商贸（含商贸制造业、建筑施工、农业机械等行业领域，下同）

和火灾等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1455 起（全市 6155 起、宝安 1474

起、龙华 871 起、坪山 287 起），死亡 58 人（全市 256 人、宝

安 72 人、龙华 30 人、坪山 13 人），受伤 143 人；同比起数上

升 31.56%（全市上升 25.03%、宝安下降 0.67%、龙华上升 35.88%、

坪山上升 52.66%），死亡人数上升 28.89%（全市上升 5.35%、宝

安上升 12.50%、龙华下降 11.76%、坪山持平），受伤人数上升

23.28%。其中：

（1）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173 起（全市 946、宝安 262 起、

龙华 163 起、坪山 47 起），死亡 30 人（全市 150 人、宝安 51

人、龙华 19 人、坪山 10 人）；同比起数上升 13.07%（全市下降

7.53%、宝安下降 38.35%、龙华上升 3.16%、坪山上升 14.63%），

增加 22 起；死亡人数下降 6.25%（全市上升 7.91%、宝安上升

30.77%、龙华上升 5.56%、坪山上升 11.11%），减少 3 人。

（2）工矿商贸及其他事故。发生事故 27 起（全市 130 起、

宝安 29起、龙华 22 起、坪山 3起），死亡 27 人（全市 105 人、

宝安 21人、龙华 11人、坪山 3人）；同比起数上升 92.86%（全

市上升 18.18%、宝安上升 3.57%、龙华上升 15.79%、坪山下降

25.00%），增加 13 起；死亡人数上升 107.69%（全市上升 7.14%、

宝安持平、龙华下降 21.43%、坪山下降 25.00%），增加 14 人。

（3）火灾事故情况。发生事故 1255 起（全市 5039 起、宝

安 1183 起、龙华 686 起、坪山 237 起），死亡 1 人（全市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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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起数上升 33.65%（全市上升 34.09%、宝安上升 14.74%、龙

华上升 47.84%、坪山上升 65.73%），死亡人数增加 1 人（全市

下降 83.33%、宝安下降 100.00%、龙华下降 100%、坪山持平）。

备注：横岗街道、龙城街道市管工程各1起，坪地街道区管工程 2起，

平湖街道、布吉街道、园山街道区管工程各1起。

2.生产安全事故情况。1-9 月份，全区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46 起，死亡 46 人，受伤 3 人；同比起数上升 39.39%、增加 13

起，死亡人数上升 43.75%、增加 14 人，受伤人数上升 100.00%、

增加 2人；与 2019 年相比，事故起数下降 17.86%、减少 10 起，

死亡人数下降 20.67%、减少 12 人，受伤人数下降 60%、减少 6

人。其中：

（1）商贸制造业。发生事故4起，死亡4人；同比起数和死

亡人数均持平。

（2）建筑业。发生事故 19 起，死亡 19 人，受伤 2 人；同

比起数上升 280.00%、增加 14 起，死亡人数上升 280.00%、增加

14 人，受伤人数上升 200%、增加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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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行业。发生事故4起，死亡4人，受伤1人；同比起

数下降20.00%、减少1起，死亡人数持平，受伤人数上升100.00%、

增加1人。

（4）生产经营性交通事故。发生事故19起，死亡19人，受

伤1人；同比起数和死亡人数均持平，受伤人数上升100%、增加1

人。

3.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情况。1-9 月份未发生较大生产安

全事故。

（二）自然灾害情况

1.森林火灾情况。全区共接森林火警警 54 起，经确认 4 起

为森林火灾，总过火面积约 2500 ㎡，未造成人员伤亡。同比接

警次数增加了 286%（去年同期 14 起）、火灾起数增加 300%（去

年同期 1 起）、过火面积增加 2400%（去年同期 100 ㎡）。

2.汛旱风等其他自然灾害情况。局地暴雨及以上降水天数共

23 天（含 6 天局地大暴雨及以上降水），平均累计雨量 1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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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较近五年同期（1898.4 毫米）偏少 34%，较去年同期（1548.9

毫米）偏少 19%。共发布暴雨预警信号 66 次（黄色 50 次，橙色

13 次，红色 3 次），发布台风预警 4 次（白色 3 次，蓝色 1 次）；

启动防汛应急响应 62 次（关注级 46 次，IV 级 13 次，III 级 3

次），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 5 次（关注级 3 次，IV 级 2 次）。

3.地质灾害情况。1-9 月份，全区共发生 56 起地面坍塌事故，

未造成人员伤亡，同比去年（52 起）上升 9.6%。其中影响较大

的有布吉街道金稻田路理想家园旁围合空地地面坍塌、布吉街道

布吉社区百花一街 5-1 号门前地面坍塌、园山街道南坪快速路地

面坍塌等事故。

二、9 月份基本情况

（一）安全生产事故情况

1.各类事故总体情况。9月份，我区共发生道路交通、工矿

商贸和火灾等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167 起（全市 699 起、宝安 170

起、龙华 112 起、坪山 29起），死亡 8人（全市 31、宝安 5人、

龙华 7 人、坪山 1 人），受伤 11 人；同比起数上升 25.56%（全

市上升 30.17%、宝安上升 14.09%、龙华上升 75.00%、坪山上升

20.83%），死亡人数上升 33.33%（全市上升 10.71%、宝安下降

37.50%、龙华上升 250.00%、坪山下降 66.67%），受伤人数下降

50.00%。其中：

（1）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14 起，死亡 3 人；同比起数下降

48.15%，减少 13 起；死亡人数下降 40.00%、减少 2 人。

（2）工矿商贸及其他事故。发生事故 5 起，死亡 5 人；同

比起数上升 400.00%，增加 4 起；死亡人数上升 400.00%、增加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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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火灾事故情况。发生事故 148 起，死亡 0 人；同比起

数上升 40.95%，死亡人数持平。

2.生产安全事故情况。9 月份，全区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8

起，死亡 8 人；同比起数上升 166.67%，增加 5 起；死亡人数上

升 166.67%，增加 5人。其中：

（1）商贸制造业。发生事故1起，死亡1人，同比起数增加1

起；死亡人数增加1人。

（2）建筑业。发生事故4起，死亡4人，同比起数上升300.00%，

增加3起；死亡人数上升300.00%,增加3人。

（3）其他行业。发生事故0起，死亡0人，同比起数和死亡

人数均持平。

（4）生产经营性交通事故。发生事故3起，死亡3人，同比

起数上升50.00%，增加1起；死亡人数上升50.00%，增加1人。

3.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情况。9月份未发生较大以上生产

安全事故。

（二）自然灾害情况

1.森林火灾情况。全区共接森林火警 2 起，经确认 1 起为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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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同比接警次数持平（去年同期 2 起）、

火灾起数增加 100%（去年同期 0 起）、过火面积增加 500㎡（去

年同期 0 ㎡）。

2.汛旱风等其他自然灾害情况。平均累计雨量 90.5 毫米，

较近五年同期（204.1 毫米）偏少 56%，较去年同期（284.7 毫

米）偏少 68%。共发布暴雨预警信号 8 次（黄色 6 次，橙色 2 次）；

龙岗区启动防汛应急响应 8 次（关注级 6 次，IV 级 2 次）。

3.地质灾害情况。未发生人员伤亡情况。

三、形势分析

1-9 月份，全区安全生产形势异常严峻，事故反弹明显，各

类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均呈大幅上升态势，事故仍然

维持在高位运行，多发频发态势未得到有效扭转。

（一）安全生产形势异常严峻，事故呈现大幅反弹。一是事

故三项关键指标同比均大幅上升。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

数分别上升了 30.74%、26.09%和 36.48%，高于全市平均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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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分别上升了 25.03%、5.35%和 18.89%），同比 2019 年分别上

升 321.57%、下降 23.68%和上升 5.97%。全市 11 个区中，有 8

个区死亡人数同比下降或持平，我区逆市上升，且死亡人数增加

最多（12 人），必须引起充分重视，动用一切可用力量和措施，

全力扭住当前安全生产被动局面。二是重点行业领域事故多发频

发。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大幅上升 43.75%，其中：商贸制造

业、道路交通运输业、其他行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均持平，事故

降压不明显；建筑业事故最为高发，死亡人数同比大幅上升

280.00%,增加 14 人。各行业领域事故均呈现多发频发态势。三

是市、区建设项目和区属企业事故出现抬头趋势。今年以来的

22 起事故中，政府投资项目 11 个，事故起数及亡人数分别占总

数的 50%和 54.46%。其中涉建筑工务署 3 起，涉水务局、国资局、

市交通运输局各 2 起，涉城管局、轨道办各 1 起。

（二）道路交通事故总体平稳，死亡人数有所下降。1-9 月

份，道路交通事故起数上升 13.07%，死亡人数下降 6.25%，减少

3人，安全形势总体趋于好转，但事故总数依然呈上升趋势。从

各季度交通事故来看，一季度发生事故 59 起，死亡 7 人，同比

起数上升 84.38%，死亡人数上升 133.33%；二季度发生事故 64

起，死亡 11 人，同比起数上升 6.67%，死亡人数下降 62.06%；

三季度发生事故 50 起，死亡 12 人；同比起数下降 34.21%，死

亡人数下降 20.00%；三季度起数、死亡人数均呈下降趋势，道

路交通安全事故上升趋势得到有所遏制，但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

仍然较大。从事故分布区域来看，平湖街道死亡 7 人，布吉街道

死亡 6 人，龙岗街道死亡 4 人；三个街道事故数占交通事故总数

比高达 56.67%，是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区域。相关部门及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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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强对交通运输领域的监管，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针对多发

区域进行针对性的整改，从而遏制事故高发的态势。

（三）工矿商贸及其它领域事故多发，尤其建筑业事故大幅

上升。1-9 月份，工矿商贸及其它事故 27 起，死亡 27 人，受伤

3 人，同比起数上升 92.86%，死亡人数上升 107.69%，受伤人数

上升 50.00%，三项指标均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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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宝龙、园山、坪地等街道工矿商贸及其他事故多发，高

处坠落、触电事故依旧是主要事故类型。1-9月份，工矿商贸及

其他领域事故按区域来分析，宝龙、园山、坪地街道均死亡4人，

平湖、坂田街道均死亡3人，龙城、布吉、龙岗、横岗街道均死

亡2人，南湾街道死亡1人，吉华街道未发生亡人事故。按事故类

型来分析：高处坠落事故发生8起，死亡7人，重伤1人，同比起

数上升33.33%、死亡人数上升40.00%，占工矿商贸及其他事故总

数的29.63%，是最主要的事故类型；触电事故发生4起，死亡4

人，同比起数和死亡人数均持平，亡人数占比14.91%；车辆伤害

事故发生4起死亡4人，同比均上升300.00%，反弹明显。特别是

10月份以来，接连发生南湾“10·10”车辆伤害事故、南湾10.22

物体打击事故和园山“10·24”高坠事故，事故高发态势未得到

有效扭转。高坠事故主要是因作业人员对高处作业风险辨识不明，

未严格按照《建筑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等作业规程要求进行

操作，未使用或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品冒险作业，加之企业安全

管理人员现场管理不到位；触电事故主要是因作业人员无证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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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证书过期失效、未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未佩戴绝缘防护用

品进行带电作业。车辆伤害事故主要是因为车辆装置不符合技术

标准具有安全隐患、管理公司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

到位、驾驶员操作不当、现场管理混乱等原因导致。

二是建筑业事故大幅反弹。1-9月份，建筑业发生事故19起，

死亡19人，同比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均上升280.00%，死亡人数

增加了14人，是全区事故亡人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特别是9月

份以来接连发生：平湖街道“9·1”触电事故、坪地街道“9·2”

车辆伤害事故、坂田街道“9·15”高坠事故和龙城街道“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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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伤害事故。从季度情况来看，事故一直维持高位运行，居高

不下，其中：第一季度发生事故5起，死亡5人；第二季度发生事

故8起，死亡7人；第三季度发生事故6起，死亡7人。从工程类别

来看，政府投资项目事故多发，其中：市管工程4起，死亡4人（2020

同期死亡1人）；区管工程6起，死亡6人（2020同期死亡1人）；

小散工程9起，死亡9人（2020同期死亡5人）。对市管工程和区

管工程管理，目前主要是市、区相关部门按照职责进行管理，街

道层面没有主动落实属地监管责任，未形成监管合力。从事故类

型来看，高坠仍是主要类型，但呈现多样化趋势，其中：高处坠

落6起，死亡5人；物体打击、触电、车辆伤害各3起，共死亡9

人；机械伤害、起重伤害、坍塌、中毒和窒息各1起，共死亡4

人。建造业事故高发主要原因：一是今年以来我市全面复工复产，

各类建筑工程全面上马，工程数量增多，相应的小散零星建筑工

程作业也明显大增。二是各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未落实生产

安全主体责任、小散零星作业未及时备案和违法分包等原因，造

成现场安全管理混乱，安全生产条件差。三是近年来施工工地一

线从业人员年龄普遍偏大，且多为劳务单位派遣人员，安全管理

落实存在不足，作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反应能力均不足，

是各类事故的高发人群。各类原因交织叠加导致事故高发频发。

三是小散零星工程事故呈陡增态势。1-9 月份，全区共发生

10 起小散零星工程事故，死亡 10 人，受伤 1 人。同比起数和死

亡人数均大幅上升 233.33%。其中，4 月份连续发生宝龙街道“4·4”

高处坠落事故、南湾街道“4·7”高处坠落事故、南湾街道“4·22”

触电事故和坪地街道“4·24”物体打击事故，呈现短时多发频

发态势。按事发辖区来看，南湾街道和坂田街道均发生 2 起，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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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湖、龙岗、布吉、宝龙、横岗街道各发生 1 起。按事故类

型来看：高处坠落发生 3 起，触电发生 3 起，物体打击、坍塌、

中毒和窒息、火灾各发生 1 起，特别是龙岗“7·11”有限空间

中毒窒息事故造成 2 人死亡，稍不注意就可能演变为较大事故。

事故暴露出以下问题：一是备案巡查执法不到位。我区小散工程

和零星作业点多量大面广，且具有规模小、工期短、隐蔽性强、

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导致部分工程存在失管漏管现场。备案后，

部分街道、社区因为人手、职责分工等原因，并未按要求严格开

展安全检查或“打卡式”走过场，发现不了安全隐患或发现后未

能及时制止。同时，由于取证难、法律适用性不足等原因，对小

散工程的行政处罚未建立长效机制。二是施工安全防护不到位。

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从业人员普遍存在经验主义、侥幸心理，缺

乏相关安全知识，经常为了赶工期违章作业、冒险作业。近年来，

不少安全事故是由于从业人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帽、安全绳及用

电保护装置，导致高处坠落、触电等事故发生。三是主体责任落

实不到位。物业服务企业具体负责属于其物业管理区域内小散工

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纳管备案服务。从实际情况来看，工业

园区、商场等物业服务企业对施工备案把关不严、巡查力度不够、

专业水平不高，通过例行检查难以真正发现问题。

（四）涉燃气管道安全事故频发，潜在危害性大。前三季度，

我区连续发生三起涉燃气管道安全事故，特别是 8 月份，我区连

续发生“8·11”、“8·22”燃气泄漏事故，虽然未造成人员伤

亡，但造成较大恶劣影响，引起省、市、区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此

类事故，并作出重要指示。暴露出我区在燃气管道安全保护方面

还存在薄弱环节，严重威胁城市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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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在对近期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管道事故进行深入复盘分析时，

发现事故的主要原因：一是建设单位燃气管道保护主体责任不落

实。建设单位均未充分履行燃气管道安全保护总牵头的责任，未

督促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各方落实燃气管道保护措施，燃气管

道保护“6 个 100%”要求落实不到位。二是施工单位现场安全管

理不到位。在施工过程中未落实人工探明燃气管线、《动土令》

制度；未在配备管线工程师；未落实签订地下管线保护协议、制

定地下管线保护方案、技术交底等情况。三是部分燃气管线位置、

埋深等信息不够准确。由于部分老旧燃气管道信息缺失、建设单

位移交时信息不全等原因，市燃气集团向第三方工地建设单位提

供的地下燃气管线信息与实际管位存在部分不一致的情况。同时，

个别第三方工地现场燃气管道标识与实际位置有偏差，未能及时

复测、修正。

（五）消防领域安全防控压力大。今年 1-9 月份，全区发生

火灾事故 1244 起，同比起数上升 32.48%，死亡 1 人，受伤 3 人，

全市唯一 1 起亡人火灾事故发生的我区。按火灾原因分析：电气

故障类火灾较多，有 603 起，生活用火不慎 285 起，外来火源

205 起，自燃 112 起，其他原因 39 起。按火灾场所类型分析：

住宅类火灾有 502 起，室外空地 435 起，交通工具 106 起，商铺

80 起，工厂 54 起，建筑工地 14 起，废弃建筑 14 起，办公场所

5 起，政府机构 4 起，仓库 6 起，餐饮场所 2 起，其他场所 22

起。各街道、各部门要增强危机意识、责任意识，深刻认识当前

消防安全的严峻形势，认真履行消防安全监管职责，强化消防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各项工作，确保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街道属

地管理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切实加强专项治理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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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领导，针对近期火灾形势做好工作部署，采取有效措施，抓

好贯彻落实，抓实抓细火灾防控工作，确保全区火灾形势稳定。

四、全区 1-9 月份相关职能部门执法情况

（一）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情况

全区执法检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 4961 个，同比上升 2.43%

（2020 年 4843 个）。执法检查数前 3 位的街道依次为：坪地街

道（853 个）、横岗街道（762 个）、宝龙街道（62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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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查处事故隐患21634处，同比下降30.75%（2020年31242

处）。查处事故隐患数排在前 3 位的街道依次为：坪地街道（4464

处）、宝龙街道（3735 处）、横岗街道（3156 处）。

全区隐患整改率 99.18%，同比上升 2.36%（2020 年 96.89%）。

隐患整改率排在前 3 位的街道依次为：布吉街道（100%）、宝龙

街道（99.9%）、园山街道（99.85%）。

全区实施行政处罚 1158 次，同比上升 84.1%（2020 年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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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检查处罚率为 23.34% （即处罚数与执法检查数之比）。

行政处罚次数排在前三位的街道依次为：坂田街道（172 次）、

平湖街道（139 次）、坪地街道（117 次）。

全区实施经济处罚金额为 2146.1348 万元，同比上升

135.35%（2020年911.87万元）。其中，监督处罚金额为1517.9352

万元，占经济处罚总数的 70.72%。监督处罚金额排在前 3 位的

街道依次为：吉华街道（184.73 万元）、横岗街道（169.67 万

元）、坂田街道（155.67 万元）。

（二）消防执法情况

全区消防监督检查各类场所 5220 家，发现火灾隐患或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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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5110 处，督促整改火灾隐患或违法行为 4948 处，下发责令

改正通知书 3682 份，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32 份（罚款单位 31

家，罚款个人 1 人，行政警告 0 人），下发临时查封决定书 23

份，责令“三停”单位 1 家，共罚款金额 85.560 万元。

（三）交警执法情况

龙岗交警大队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72.64 万宗（不含高速公

路），同比下降 15.35%；其中，民警现场执法 34.77 万宗，同

比下降 17.03%；非现场执法 37.87 万宗，同比下降 13.76%；罚

款金额 2.07 亿元，同比下降 12.80%。其中，扣车 7085 辆，同

比下降 34.12%；醉酒 1288 宗，同比下降 6.87%；酒后 1587 宗，

同比下降 6.65%；行人非机动车 17 万宗，同比下降 45.60%；泥

头车违法 16286 宗，同比下降 19.9%；行政拘留 239 人，同比上

升 25.13%。

东部交警大队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5.6宗，同比下降41.57%，

罚款金额 1177.88 万元，同比下降 48.22%。其中，醉酒 25 宗，

同比下降 46.81%；酒后 30 宗，同比下降 63.41%；违停 640 宗，

同比下降 74.17%；应急车道 479 宗，同比下降 56.92%；疲劳驾

驶 58 宗，同比下降 60.81%；超载 134 宗，同比下降 29.47%。

（四）交通执法情况

全区交通检查各类车辆 1.47 万辆，开具交通违法处罚行为

通知书 2276 份，罚款金额 1203.71 万元,处罚宗数较去年同比上

升 3%（去年同期处罚 2203 宗），处罚金额同比上升 2%（去年同

期处罚 1181.695 万元）。全区 8 个交通综合执法小组实施行政

处罚宗数前 3 位的分别是：龙城（龙岗）街道 403 宗,宝龙街道

337 宗，布吉街道 326 宗。全区 8 个交通综合执法小组处罚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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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 3 位的分别是：坪地街道（228.125 万元）、龙城街道

（197.045 万元）、横岗街道（175.44 万元）。

（五）住建执法情况

建筑施工：区管工程 189 项，共出动建筑施工安全监督人员

1.45 万人次，检查 3724 项次，排查安全隐患 13011 项，已整改

13011 项，整改率 100%，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1121 份，责令停

工通知书 128 份，省动态扣分 721 份，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106

份，处罚金额 88.66 万元。

燃气行业：监管燃气站点 245 个，共出动 1008 人次，检查

燃气站点 361 站次，排查安全隐患 468 项，已整改 432 项，整改

率 99%，责令整改通知书 48 份。

（五）市场和质量监管系统执法情况

出动执法人员 6187 人次，累计检查相关企业和门店共 4236

家，查处各类安全生产违法案件 421 宗，罚没 158.70 万元，扣

押不合格电动自行车 10 辆，扣押不合格产品 1996 件，发出特种

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 191 份，查封违法违规使用设备 112 台。

五、安全生产网格巡查情况

1-9 月份，全区网格共计巡查各类企业 28327 家，查处各类

安全隐患 203670 处，全区网格巡查覆盖率为 89.25%；督促企业

已整改隐患 199407 处，全区隐患整改率为 97.91%。巡查覆盖率

排在前三位是坪地街道（95.98%）、宝龙街道（95.88%）和吉华

街道（93.2%）。

六、下一步工作意见和建议

从前三季度整体情况来看，我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十分严峻。

岁末年初是各企业赶进度、赶订单的高峰期，各类生产经营活动



—20—

更加活跃，事故风险显著增加，事故防控压力将进一步增大。

（一）高压推动安全生产百日整治攻坚行动。各街道、各部

门要紧盯“一个绝不发生、三个明显下降”的目标，坚持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防死守，把力量压到一线

强化巡查检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强化和纪委监委沟通协调，

加强督导督查，开展约谈督办，把遏制事故作为岁末年初重点工

作和主要目标。

（二）加大建筑业安全监管力度。区住建、水务、工务和交

通运输等建设相关部门及各街道办要针对高处坠落、触电、车辆

伤害等多发性事故，认真总结事故原因，查找监管中存在的薄弱

环节，进一步强化临边作业、防高坠、防触电、泥头车企业等专

项整治。加大对一线从业人员的培训教育，做好班前安全风险告

知和技术交底，不断提升人员安全意识；严格落实电工、登高作

业等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强化作业现场的人员安全帽、安全

带等安全防护用品佩戴情况的巡查，减少人员违章作业行为；强

力督促泥头车企业司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违规数量、多

次违规较为严重的企业，强化行业检查和行政执法。

（三）举一反三，切实加强城镇燃气安全防范工作。深刻吸

取“8·11”“8·22”事故教训，严格落实管道保护“四个一”

工作机制，对各类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的施工安全隐患开展排

查，督促第三方施工单位和燃气公司加强沟通，遏制因施工不当

造成城镇燃气安全事故发生；按照“应改尽改、能改全改”原则，

大力推进 211 个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和城中村餐饮用户瓶改

管工作，加大宣传，营造氛围，多措并举，逐步实现气进瓶退；

同时，督促指导燃气公司落实用户安全检查责任和安全用气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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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定期开展入户安全检查。

（四）全力降压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要认真分析近期

交通生产事故的规律特点，找准管理漏洞和薄弱环节，坚持问题

导向，研究细化具体管用的措施，重点强化对货运车辆、泥头车、

出租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重点车辆的安全监管，聚焦交通

事故、交通违法多发、高发路段、时段，加大集中统一行动覆盖

面和频次，严厉查处八类重点车辆驾驶员疲劳驾驶、私家车驾驶

员酒驾醉驾、电动自行车驾驶员不佩戴安全头盔和占道行驶等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

（五）做好限电生产安全风险应对措施。要摸清底数，掌握

因限电受影响的企业情况，加大对这些企业的监管。一是有备无

患。对于双电源供电企业，要做好一停一投情况下的安全可靠性

确认；设置备用电源和备用发电机企业，要加强设备完好性检查

测试，确保备电可靠。二是优化控制。编制具有可操作性的内部

负荷优化控制方案，严格用电执行程序，通过自我限电、局部断

电、错峰和避峰用电等主动措施，避免出现因供电负荷不足导致

紧急停电。三是稳定工艺。辩识和研判频繁停送电对装置工艺带

来的运行风险，完善操作规程，防范频繁退料和投料、降温和升

温、降压和升压、装置低负荷运行等所带来的工艺操作安全风险；

长时间停电企业要做好停工复工及停产期间全过程安全风险管

控。四是保护设备。要规避紧急拉闸限电对设备安全带来的风险，

做好设备特保特护工作，确保关键机组无隐患停开车；要做好停

电检修安全风险控制，严格执行系统退料、置换、清洗、蒸煮、

隔离和取样分析等程序。五是戒急戒躁。接到限电、停电指令的

企业，按照预案要求，稳步推进做好停电停产工作；恢复正常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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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时，严防抢开车、抢进度、超负荷等生产行为。六是巡检布控。

受频繁停送电影响企业，对重点停电区域，用人员布控弥补或采

取 24 小时不间断巡检等措施强化死看死守；要设置临时安全标

志、警示灯等措施，及时提醒员工注意停电限电安全风险。七是

细化预案。进一步完善企业突然停电、晃电等专项应急预案,补

充拉闸限电内容，针对错峰、避峰、限电、拉闸等各种情形细化

预案，充分做好预防和应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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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龙岗区 2021 年 9 月份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统计表

行业

总计

当月 上年同期 同比

事故

宗数

死亡

人数

受伤

人数

事故

宗数

死亡

人数

受伤

人数

事故

宗数

死亡

人数

受伤

人数

一、道路交通 14 3 11 27 5 22 -48.15% -40.00% -50.00%

其中：生产经营性交通事故 3 3 0 2 2 0 50.00% 50.00% 0.00%

二、工矿商贸及其它 5 5 0 1 1 0 400.00% 400.00% 0.00%

其中:冶金机械八行业 1 1 0 0 0 0 增加 1起 增加 1人 0.00%

其中：建筑业 4 4 0 1 1 0 300.00% 300.00% 0.00%

工商贸其他 0 0 0 0 0 0 0.00% 0.00% 0.00%

三、火灾 148 0 0 105 0 0 40.95% 0.00% 0.00%

其中：生产经营性火灾 0 0 0 0 0 0 0.00% 0.00% 0.00%

全区合计 167 8 11 133 6 22 25.56% 33.33% -50.00%

生产安全事故合计 8 8 0 3 3 0 166.67% 166.67% 0.00%

1.工矿商贸、火灾、道路交通统计周期为自然月；

2.生产安全事故（含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工矿商贸及其他事故、生产经营性火灾）按国家安监总局最新统计口径要求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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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龙岗区 2021 年 1-9 月份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统计表

行业

总计

1-当月 上年同期 同比

事故

宗数

死亡

人数

受伤

人数

事故

宗数

死亡

人数

受伤

人数

事故

宗数

死亡

人数

受伤

人数

一、道路交通 175 30 136 153 33 112 14.38% -9.09% 21.43%

其中：生产经营性交通事故 19 19 1 19 19 0 0.00% 0.00% 100.00%

二、工矿商贸及其它 27 27 3 14 13 2 92.86% 107.69% 50.00%

其中:冶金机械八行业 4 4 0 4 4 0 0.00% 0.00% 0.00%

其中：建筑业 19 19 2 5 5 0 280.00% 280.00% 增加 2人

工商贸其他 4 4 1 5 4 2 -20.00% 0.00% -50.00%

三、火灾 1244 1 3 939 0 1 32.48% 100.00% 200.00%

其中：生产经营性火灾 0 0 0 0 0 0 0.00% 0.00% 0.00%

全区合计 1446 58 142 1106 46 115 30.74% 26.09% 23.48%

生产安全事故合计 46 46 4 33 32 2 39.39% 43.75% 100.00%

1.工矿商贸、火灾、道路交通统计周期为自然月；

2.生产安全事故（含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工矿商贸及其他事故、生产经营性火灾）按国家安监总局最新统计口径要求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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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龙岗区各街道 2021 年 9 月份各类安全事故统计

事故总数 道路交通事故 火灾事故 工矿商贸及其它事故 本年度工矿商贸及其它事故

本

年

度

去年

同期
同比（%）

本

年

度

去年

同期
同比（%）

本

年

度

去年

同期
同比（%）

本

年

度

去年

同期
同比（%）

工矿

企业

建筑业

其它
市

管

工

程

区

管

工

程

零

星

工

程

平
湖
街
道

事故宗数 18 17 5.88% 2 3 -50.00% 15 14 7.14% 1 0 增加 1起 0 0 0 1 0

死亡人数 2 1 100.00% 1 1 0.00% 0 0 0.00% 1 0 增加 1人 0 0 0 1 0

受伤人数 1 3 -66.67% 1 3 -20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布
吉
街
道

事故宗数 13 12 8.33% 2 3 -33.33% 11 9 22.22% 0 0 0.00% 0 0 0 0 0

死亡人数 1 0 增加 1人 1 0 增加 1人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受伤人数 1 2 -50.00% 1 2 -5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吉
华
街
道

事故宗数 12 7 71.43% 0 1 -100.00% 12 6 100.00% 0 0 0.00% 0 0 0 0 0

死亡人数 0 1 -100.00% 0 1 -10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受伤人数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坂
田
街
道

事故宗数 17 12 41.67% 1 3 -66.67% 15 9 66.67% 1 0 100.00% 0 1 0 0 0

死亡人数 2 1 100.00% 1 1 0.00% 0 0 0.00% 1 0 100.00% 0 1 0 0 0

受伤人数 0 2 -100.00% 0 2 -10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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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湾
街
道

事故宗数 10 9 11.11% 0 3 -100.00% 10 6 66.67% 0 0 0.00% 0 0 0 0 0

死亡人数 0 1 -100.00% 0 1 -10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受伤人数 0 2 -100.00% 0 2 -10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横
岗
街
道

事故宗数 15 9 66.67% 0 1 -100.00% 15 8 87.50% 0 0 0.00% 0 0 0 0 0

死亡人数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受伤人数 0 2 -100.00% 0 2 -10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园
山
街
道

事故宗数 12 8 50.00% 2 0 增加 1起 10 7 42.86% 0 1 -100.00% 0 0 0 0 1

死亡人数 0 1 -100.00% 0 0 0.00% 0 0 0.00% 0 1 -100.00% 0 0 0 0 1

受伤人数 2 0 增加 2人 2 0 增加 2人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龙
岗
街
道

事故宗数 25 15 66.67% 3 3 0.00% 22 12 83.33% 0 0 0.00% 0 0 0 0 0

死亡人数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受伤人数 3 3 0.00% 3 3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龙
城
街
道

事故宗数 15 18 -16.67% 1 4 -75.00% 13 14 -7.14% 1 0 增加 1起 0 1 0 0 0

死亡人数 1 0 增加 1人 0 0 0.00% 0 0 0.00% 1 0 增加 1人 0 1 0 0 0

受伤人数 0 2 -10.00% 0 2 -10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宝
龙
街
道

事故宗数 16 11 45.45% 1 3 -66.67% 14 8 75.00% 1 0 增加 1起 1 0 0 0 0

死亡人数 1 0 增加 1人 0 0 0.00% 0 0 0.00% 1 0 增加 1人 1 0 0 0 0

受伤人数 2 3 -33.33% 2 3 -33.33%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坪
地
街
道

事故宗数 14 15 -6.67% 2 3 -33.33% 11 12 -8.33% 1 0 增加 1起 0 0 1 0 0

死亡人数 1 1 0.00% 0 1 -100.00% 0 0 0.00% 1 0 增加 1人 0 0 1 0 0

受伤人数 2 3 -33.33% 2 3 -33.33%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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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龙岗区各街道 2021 年 1-9 月份各类安全事故统计

事故总数 道路交通事故 火灾事故 工矿商贸及其它事故 本年度工矿商贸及其它事故

本

年

度

去年

同期
同比（%）

本

年

度

去年

同期
同比（%）

本

年

度

去年

同期
同比（%）

本

年

度

去年

同期
同比（%）

工矿

企业

建筑业

其它
市

管

工

程

区

管

工

程

零

星

工

程

平
湖
街
道

事故宗数 182 133 36.84% 24 16 50.00% 155 114 35.96% 3 3 持平 1 0 1 1 0

死亡人数 11 7 57.14% 7 5 40.00% 1 0 增加 1人 3 2 50.00% 1 0 1 1 0

受伤人数 15 16 -6.25% 12 15 -20.00% 3 0 增加 3人 0 1 -100.00% 0 0 0 0 0

布
吉
街
道

事故宗数 133 152 -12.50% 20 16 25.00% 111 135 -17.78% 2 1 100.00% 0 0 1 1 0

死亡人数 8 5 60.00% 6 4 50.00% 0 0 0.00% 2 1 100.00% 0 0 1 1 0

受伤人数 15 8 87.50% 15 7 114.29% 0 1 -100.00% 0 0 0.00% 0 0 0 0 0

吉
华
街
道

事故宗数 94 50 88.00% 8 6 33.33% 86 43 100.00% 0 1 -100.00% 0 0 0 0 0

死亡人数 1 5 -80.00% 1 4 -75.00% 0 0 0.00% 0 1 -100.00% 0 0 0 0 0

受伤人数 8 1 700.00% 8 0 增加 8人 0 0 0.00% 0 1 -100.00% 0 0 0 0 0

坂
田
街
道

事故宗数 139 135 2.96% 8 13 -38.46% 128 122 4.92% 3 0 300.00% 0 1 0 1 1

死亡人数 6 1 500.00% 3 1 200.00% 0 0 持平 3 0 300.00% 0 1 0 1 1

受伤人数 6 12 -50.00% 5 12 -58.33% 0 0 持平 1 0 100.00% 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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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湾
街
道

事故宗数 109 79 37.97% 8 12 -33.33% 99 66 50.00% 2 1 100.00% 0 0 0 2 0

死亡人数 1 3 -66.67% 0 2 -100.00% 0 0 持平 1 1 0.00% 0 0 0 1 0

受伤人数 8 10 -20.00% 7 10 -30.00% 0 0 持平 1 0 100.00% 0 0 0 1 0

横
岗
街
道

事故宗数 98 88 11.36% 3 9 -66.67% 93 79 17.72% 2 0 200.00% 0 1 0 1 0

死亡人数 2 3 -33.33% 0 3 -100.00% 0 0 0.00% 2 0 200.00% 0 1 0 1 0

受伤人数 2 6 -66.67% 2 6 -66.67%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园
山
街
道

事故宗数 106 64 65.63% 19 8 137.50% 83 55 50.91% 4 1 300.00% 2 0 1 1 0

死亡人数 7 1 600.00% 3 0 增加 3人 0 0 0.00% 4 1 300.00% 2 0 1 1 0

受伤人数 13 7 85.71% 13 7 85.71%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龙
岗
街
道

事故宗数 157 115 36.52% 28 26 7.69% 128 89 43.82% 1 0 增加 1起 0 0 0 1 0

死亡人数 6 5 20.00% 4 5 -20.00% 0 0 0.00% 2 0 200.00% 0 0 0 2 0

受伤人数 16 14 14.29% 16 14 14.29%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龙
城
街
道

事故宗数 174 115 51.30% 30 19 57.89% 142 94 51.06% 2 2 持平 0 2 0 0 0

死亡人数 5 5 0.00% 3 3 0.00% 0 0 0.00% 2 2 持平 0 2 0 0 0

受伤人数 32 13 146.15% 32 13 146.15%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宝
龙
街
道

事故宗数 139 97 43.30% 14 14 0.00% 121 79 53.16 4 4 0.00% 1 0 0 1 2

死亡人数 5 8 -37.50% 1 4 -75.00% 0 0 0.00% 4 4 0.00% 1 0 0 1 2

受伤人数 11 13 -15.38% 11 13 -15.38% 0 0 0.00% 0 0 0.00% 0 0 0 0 0

坪
地
街
道

事故宗数 115 78 47.44% 13 14 -7.14% 98 63 55.56% 4 1 300.00% 0 0 3 1 0

死亡人数 6 3 100.00% 2 2 0.00% 0 0 0.00% 4 1 300.00% 0 0 3 1 0

受伤人数 16 15 6.67% 15 15 0.00% 0 0 0.00% 1 0 增加 1人 0 0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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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1 年 1-9 月份各街道行政处罚次数和
经济处罚金额排名一览表

数据来源：深圳市安全生产执法信息系统。

街道

名称

纳管企业

（家）

检查企

业（个）

查处隐

患（项）

隐患整改

率（%）

行政

处罚

（次）

经济处罚额

（万元）

监督处罚额

（万元）

完成进度

（%）

平

湖
4359 614 2138 99.62% 139 152.38 152.38 94.13%

布

吉
1784 206 639 100% 51 71.43 71.43 54.75%

吉

华
1498 195 369 98.03% 96 184.73 184.73 92.05%

坂

田
3662 353 1349 99.54% 172 155.67 155.67 109.35%

南

湾
2929 311 1113 98.80% 90 130.5424 100.3134 80.20%

横

岗
2366 762 3156 99.01% 85 169.67 169.67 106.35%

园

山
3985 303 1254 99.85% 90 145.14 145.14 115.18%

龙

岗
3003 435 2585 97.70% 92 133.38 133.38 70.39%

龙

城
1437 192 492 99.33% 86 89.41 89.41 82.72%

宝

龙
3453 624 3735 99.90% 91 137.59 137.59 85.06%

坪

地
3356 853 4464 99.07% 117 151.63 151.63 82.83%

合

计
31832 4848 21294 99.16% 1109 1521.5724 1491.3434 8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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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21 年 1-9 月份各街道消防系统行政处

罚次数和监督处罚金额排名一览表

街道 行政处罚次数 排名 街道
处罚金额

（万元）
排名

宝龙街道 4 1 南湾街道 16.43 1

园山街道 4 2 布吉街道 12.89 2

龙城街道 4 3 横岗街道 12.2 3

平湖街道 4 4 园山街道 11.19 4

横岗街道 4 5 龙城街道 11.0 5

布吉街道 3 6 龙岗街道 7.43 6

坂田街道 3 7 宝龙街道 6.93 7

龙岗街道 3 8 坂田街道 5.98 8

南湾街道 2 9 平湖街道 4.73 9

坪地街道 1 10 坪地街道 0.94 10

吉华街道 0 11 吉华街道 0 11

总计 32 总计 8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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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龙岗交警大队 2021 年 1-9 月份
执法情况

表 4-2:东部高速交警大队 2021 年 1-9 月份执
法情况（龙岗段）

交通违法

（万宗）

现场执法

（万宗）

非现场执法

（万宗）

罚款金额

（亿元）

扣车

（辆）

醉酒

（宗）

酒后

（宗）

行人非机

动车（万

宗）

泥头车

（宗）

行政拘

留（人）

数量 72.64 34.77 37.87 2.07 7085 1288 1587 17 16286 239

与去年

同期

相比

下降

15.35%

下降

17.03%

下降

13.76%

下降

12.80%

下降

34.12%

下降

6.87%

下降

6.65%

下降

45.60%

下降

19.9%

上升

25.13%

交通违法

（万宗）

罚款金额

（万元）

醉酒

（宗）

酒后

（宗）

违停

（宗）

应急车道

（宗）

疲劳驾驶

（宗）

超载

（宗）

数量 5.60 1177.88 25 30 640 479 58 134

同比去年 下降 41.57%
下降

48.22%

下降

46.81%

下降

63.41%

下降

74.17%
下降 56.92%

下降

60.81%

下降

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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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交通运输部门 2021 年 1-9 月份行政处罚

宗数和监督处罚金额排名一览表

行政处罚次数 排名
监督处罚金额

（万元）
排名

龙城街道 403 1 坪地街道 228.125 1

宝龙街道 337 2 龙城街道 197.045 2

布吉街道 326 3 横岗街道 175.44 3

横岗街道 274 4 布吉街道 142.615 4

坂田街道 250 5 宝龙街道 135.34 5

坪地街道 240 6 平湖街道 121.365 6

南湾街道 228 7 南湾街道 103.42 7

平湖街道 218 8 坂田街道 100.36 8

合计 2276 合计 1203.71



—33—

表 6-1：龙岗区建筑施工执法工作 2021 年 1-9

月份统计表

统计时间：2021 年 1 月 1 日至 9月 30 日

填报单位 区住建局 填报时间 2021 年 9 月 30 日

建筑

施工

在建工程

（项）

组织

检查

（人

次）

检查

项目

（项

次）

隐患排查整治情况 检查执法情况

排查（项） 已整改（项）

整改

率（%）

执法文书情况 行政处罚情况

13011 13011

责令

停工

（份）

责令

整改

（份）

省动

态扣

分

（份）

行政

处罚

决定

书

（份）

同比

（%）

处罚罚

款（万

元）

同比

（%）
消防

隐患

（项）

其他

隐患

（项）

消防

隐患

已整

改

（项）

其他

隐患

已整

改

（项）

合计 189 14548 3724 377 12634 377 12634 100% 128 1121 721 106 194% 86.66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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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龙岗区燃气行业执法工作 2021 年 1-9

月份统计表

统计时间：2021 年 1 月 1 日至 9月 30 日

填报单

位：
区住建局 填报时间：2021 年 9 月 30 日

燃气行业
燃气站点

（个）

组织检查

（人次）

检查站点

（站次）

隐患排查整治情况 检查执法情况

排查

（项）

已整改

（项）

整改率

（%）

监督意见书

（份）

责令整改

（份）

合计 245 1008 361 468 462 99% 0

48（燃气科

14 份，用户

端 7份，第

三方 27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