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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7 月份全区安全生产
和防灾减灾形势分析

一、1-7 月份各类事故累计情况

（一）各类安全事故情况

1.总体情况。1-7 月，全区共发生各类安全事故 1363 起，死

亡 29 人，受伤 205 人；同比起数上升 7.07%，增加 90 起；死亡

人数上升 20.83%，增加 5 人；受伤人数上升 97.12%，增加 101

人；未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其中：

（1）道路交通事故。共发生事故 207 起，死亡 15人，受伤

199人；同比起数上升127.47%、增加116起，死亡人数下降6.25%、

减少 1 人，受伤人数上升 105.15%、增加 102 人。

（2）工贸及其他事故。共发生事故 19 起，死亡 14 人，受

伤 5 人；同比起数上升 58.33%、增加 7 起，死亡人数上升 75%、

增加 6 人，受伤人数上升 25%、增加 1 人。

（3）火灾事故。共发生事故 1137 起，未发生亡人事故，受

伤 1 人；同比起数下降 2.82%、减少 33 起，死亡人数持平，受

伤人数下降 66.67%、减少 2 人。

2.生产安全事故情况。1-7 月，全区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23

起，死亡 18 人，受伤 6人；同比起数上升 9.52%、增加 2起，死

亡人数上升 12.5%、增加 2 人，受伤人数下降 40%、减少 4 人。

其中：

（1）工贸行业。共发生事故3起，死亡3人，无人员受伤；

同比起数、死亡人数均上升50%、均增加1起、1人，受伤人数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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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2）建筑业。共发生事故6起，死亡5人，受伤1人；同比起

数上升200.00%、增加4起，死亡人数上升400.00%、增加4人，受

伤人数持平。

（3）生产经营性交通事故。共发生事故4起，死亡4人，受

伤1人；同比起数下降50%、减少4起，死亡人数下降50%、减少4

人，受伤人数下降75%、减少3人。

（4）其他行业。共发生事故10起，死亡6人，受伤4人；事

故起数上升25%、增加2起，死亡人数上升20%、增加1人，受伤人

数上升33.33%、增加1人。

（二）自然灾害情况

1.森林火灾情况。1-7 月，全区共接报森林火警 10 起，未

发生森林火灾。

2.汛旱风等其他自然灾害情况。1-7 月，龙岗区共记录到 23

天局地暴雨及以上降水日数（含 8 天局地大暴雨及以上降水日

数），全区平均雨量为 1547.2 毫米，居全市（含深汕）第五位，

较近五年同期（998.8 毫米）偏多 55%，较去年同期（862.2 毫米）

偏多 79%；最大累计雨量为 1987.6 毫米（龙城街道龙口水库站）。

市气象局在龙岗区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共 44 次（黄色 26 次，橙色

14 次，红色 4 次），发布台风预警信号 3 次（白色 2 次，蓝色 1

次）；区三防指挥部累计启动防汛响应 39 次（关注级 20 次、四

级 15 次，三级 4 次），启动防台风响应 3 次（关注级 2 次，四

级 1 次）。

3.地面坍塌情况。1-7 月，全区发生地面坍塌事故 8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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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7月份基本情况

（一）各类安全事故情况

1.总体情况。7月，全区共发生各类安全事故 179 起，死亡

6人，受伤 12 人；同比起数下降 14.35%、减少 30 起，死亡人数

上升 20%、增加 1 人，受伤人数下降 45.45%、减少 10 人，未发

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其中：

（1）道路交通事故。共发生事故 13起，死亡 3人，受伤 11

人；同比起数下降 40.91%、减少 9 起，死亡人数下降 25%、减少

1 人，受伤人数下降 50%、减少 11 人。

（2）工贸及其他事故。共发生事故 4 起，死亡 3 人，受伤 1

人；同比起数上升 300%、增加 3 起，死亡人数上升 200%、增加

2 人，受伤人数增加 1 人。

（3）火灾事故。共发生事故 162 起，未发生人员伤亡；同

比起数下降 12.9%、减少 24 起，死亡人数、受伤人数持平。

2.生产安全事故情况。7 月份，全区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4

起，死亡 3人，受伤 1人；同比起数上升 100%、增加 2起，死亡

人数上升 50%、增加 1人，受伤人数增加 1人。其中：

（1）工贸行业。共发生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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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人员伤亡事故，事故起数、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同比均持平。

（3）生产经营性交通事故。未发生人员伤亡事故，事故起

数同比减少1起，死亡人数同比减少1人。

（4）其他行业。共发生事故3起，死亡2人，受伤1人；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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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数上升200%、增加2起，死亡人数上升100%、增加1人，受伤人

数增加1人。

（二）自然灾害情况

1.森林火灾情况。7 月，全区未接报森林火警。

2.汛旱风等其他自然灾害情况。7 月，龙岗区共记录到 6 天

局地暴雨及以上降水日数（含 2 天局地大暴雨及以上降水日数），

全区平均雨量为 399.3 毫米，较近五年同期（223.1 毫米）偏多

79%，较去年同期（240.6 毫米）偏多 66%。市气象局在龙岗区发

布暴雨预警信号共 10 次（黄色 5 次，橙色 3 次，红色 2 次），

发布台风预警信号 1 次（白色 1 次）；区三防指挥部累计启动防

汛响应 10 次（关注级 4 次、四级 4 次，三级 2 次），启动防台

风响应 1 次（关注级 1 次）。

3.地面坍塌情况。7月，全区发生地面坍塌事故 0起。

三、形势分析

（一）全区交通安全形势严峻。今年以来（截止 7 月 31 日，

下同），全区道路交通领域事故（208 起、亡 15 人）亡人数占

总人数（29 人）的 51.7%，受伤人数（199 人）较去年同期（97

人）上升 105.15%。一是事故亡人街道相对集中。交通亡人数排

前三的街道有南湾（4 人）、吉华（3 人）、坪地（2 人），三

个街道交通亡人数占全区交通亡人数的 67%。二是涉货车、行人

交通亡人数上升幅度大。今年以来涉货车交通亡人事故 6 起、亡

6 人，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4 人）上升 50%（2 人）；涉行人交

通亡人事故 5 起、亡 5 人，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4 人）上升 25%

（1 人）。三是涉电动自行车亡人数占比居高不下。今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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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电动自行车事故亡 8 人，占交通事故总亡人数的 53.33%。四

是交通事故亡人时段相对集中。发生在深夜、凌晨时段的交通亡

人事故共 9 起亡 9 人，死亡人数占今年以来全区交通亡人总数的

60%。

（二）工贸及其他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严峻。今年以来，

全区工贸及其他行业发生亡人事故 19 起，致 14 人死亡，亡人数

同比（8 人）上升 75%，亡人数已超过去年全年（13 人）。一是

亡人事故街道相对集中。工贸及其他领域亡人事故排前三的街道

为宝龙街道（亡 2 人）、龙岗街道（亡 2 人）、龙城街道（亡 2

人），三个街道亡人事故起数相加占全区工贸及其他行业领域亡

人数的 42.8%，其中龙城街道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均增加 2 人，增

幅 200%。二是亡人事故多集中在周末及节假日。今年以来，工

贸及其他领域发生在周末及节假日事故亡 5 人，占比 35.7%。三

是往年亡人事故发生频率较低的行业领域今年形势不容乐观。例

如特种设备领域的电梯安装环节今年发生 1 起高坠亡人事故，环

卫领域的垃圾清运环节今年发生1起高坠和1起机械伤害亡人事

故，电力施工领域发生 1 起触电和 1 起物体打击事故。给我们敲

响警钟。四是死者年龄普遍偏大。工贸及其他领域 14 名死者中，

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 8 名，占比 57.1%(55 岁以上的 4 人中建筑业

占 3 人),年龄最大的 62 岁。

（三）极端恶劣天气频发，自然灾害风险加大。一是今年降

雨量大。自入汛（4 月 4 日）以来，我区强降雨频发，累计雨量

大，全区平均雨量为 1462.4 毫米，较近五年同期（809.3 毫米）

偏多 81%，较去年同期（723.6 毫米）偏多 102%。7 月全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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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为 399.3 毫米，较近五年同期（223.1 毫米）偏多 79%。7 月

27 日的强降雨期间，最大 1 小时滑动雨量 100.2 毫米（龙城街

道龙口水库站）达到百年一遇级别（小时雨量超过去年“9.7”

的 93mm）。二是地质灾害和积水内涝风险大。“9.7”期间发

生 163 处边坡险情，尚有 63 处未治理完毕。2020 年以来发现的

94 处积水点，尚有 22 处未整治完毕。在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

下，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内涝等风险。三是城区排水能力较弱。

辖区市政雨水管网过流能力低于 3 年一遇的比例约 60%，仅能有

效抵御 3 小时降雨量为 97.7mm 以下降雨。爱联河（暗涵）沿线

地铁施工频繁，地下排水系统受到不同程度干扰，龙岗河下游“瓶

颈”问题未得到解决（龙岗河干流按百年一遇防洪标准设计，下

游惠州段仅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极端天气带来的积水内涝、

地面坍塌、边坡滑坡等灾害风险不断增大。

（四）消防安全隐患仍然较多。一是涉电动自行车火灾居高

不下，今年涉电动自行车火灾 124 起，较去年同期（89 起）上

升 39.32%，基本发生在停放充电环节。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

户工作仍然要常抓不懈。二是电气火灾风险高。今年以来因电气

线路引发火灾事故 569 起，占火灾事故总数的 50.04%，较去年

同期（483 起）上升 17.8%，需引起警惕。

四、7月份全区相关职能部门执法情况

（一）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情况

7 月,全区执法检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 289 个，同比下降

3.96%。执法检查数排在前四位的街道依次为：横岗街道(59 个)、

龙岗(37 个)、平湖(36 个)。执法检查数排在靠后的街道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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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吉街道（13 次）、吉华街道（13 次）、园山（13 次）。

7 月,全区实施行政处罚 94 次，同比增长 10.59%。检查处罚

率为 32.35%(即处罚数与执法检查数之比)。行政处罚次数排在前

3 位的街道依次为：平湖街道（22 次）、龙岗街道（13 次）、

龙城街道（10 次）；行政处罚次数排在靠后的街道依次为：南

湾街道（3 次）、宝龙街道（3 次）、坪地街道（3 次）。

7 月,全区监督处罚金额 84.6 万元，同比下降 21.63%。监督

处罚金额排在前 3 位的街道依次为：平湖街道（17.7 万元）、龙

岗街道（11.05 万元）、龙城街道（11 万元）；监督处罚金额排

在靠后的街道依次为：南湾街道（2.25 万元）、宝龙街道（3.5

万元）、坪地街道（4.5 万元）、坂田街道（4.5 万元）。

（二）消防部门执法情况

7 月，全区消防监督检查各类场所 2946 家，发现火灾隐患

或违法行为 2439 处，督促整改火灾隐患或违法行为 2387 处，下

发责令改正通知书 2124 份，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58 份（罚款单

位 44 家，罚款个人 7 人，行政警告 7 人），下发临时查封决定

书 1 份，责令“三停”单位 0 家，共罚款金额 50.843 万元。

（三）交警部门执法情况

7 月，龙岗交警大队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各类交通违法

11.69 万宗（不含高速公路），同比上升 61.94%；其中，民警现

场执法 4.72 万宗，同比上升 12.34%；非现场执法 6.97 万宗，

同比上升 131.18%；罚款金额 757.04 万元，同比下降 16.08%。

其中，扣车 903 辆，同比下降 0.44%；醉酒 86 宗，同比下降 9.47%；

酒后 92 宗，同比上升 31.42%；行人非机动车 4.49 万宗，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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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 25.58%；泥头车违法 2407 宗，同比上升 26.68%；行政拘留

105 人，同比下降 39.66%。

7 月，东部交警大队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7295 宗，同比上

升 174.94%。其中，酒后 16 宗，同比下降 33.3%；醉酒 6 宗，同

比下降 60%；违停 36 宗，同比下降 94.95%；应急车道 39 宗，同

比上升 200%；超载 142 宗，同比上升 121.88%;疲劳驾驶 20 宗，

同比上升 40%。

（四）交通部门执法情况

7 月，全区交通检查各类车辆 1466 辆，开具交通违法处罚

行为通知书 237 份，罚款金额 94.485 万元,处罚宗数较去年同比

增加 121 宗，处罚金额同比上升 35%。

（五）住建部门执法情况

7 月，建筑施工领域监管建筑工程项目 220 项，共出动建筑

施工安全监督人员 2006 人次，检查 530项次，排查安全隐患 1611

项，已整改 1611 项，整改率 100%，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450 份，

责令停工通知书 69 份，省动态扣分 115 份，发出行政处罚决定

书 3 份，处罚金额 5 万元。

7 月，燃气行业监管燃气站点 114 个，共出动 86 人次，检

查燃气站 43 站次，排查安全隐患 42 项，已整改 40 项，整改率

95%，发出检查文书 15 份，责令整改通知书 22 份。

（六）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执法情况

7 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 246 人次，累计检

查相关企业和门店共 565 家，查处各类安全生产违法案件 47 宗，

罚没 9.61 万元，发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 6 份，查封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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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使用设备 3 台。

五、安全生产网格巡查情况

7 月，全区网格共计巡查各类企业 9345 家，查处各类安全

隐患 43113 条，网格巡查覆盖率为 30.98%，督促企业整改隐患

30656 条，隐患整改率为 71.11%。巡查覆盖率排在前列的街道是

坪地街道，吉华街道和布吉街道，分别是 40.01%，39.15%和

34.11%。

六、工作建议

（一）切实抓好全区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工作。公安交警、交

通运输、各街道及相关部门，一是持续加大路面执法力度。重点

针对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开展现场执法，严厉打击闯红灯、逆行、

走机动车道，尤其是在快速路上行驶等行为。二是持续推进道路

设施隐患整治。增设机非分离设施，及时修复路面坑洼等病害，

及时修剪绿化隔离设施，增设交通信号灯等。三是加大交通安全

宣传教育力度，通过新媒体、小区 LED 屏幕等渠道宣传典型交通

事故案例，广泛宣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电动自行车安全骑行知

识，特别是针对快速路沿线居民和外卖、快递等电动自行车使用

高频群体，引导他们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安全出行。

（二）切实抓好各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各行业领域

主管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对所在行业领域安全

的全方位监管，做到不留死角、空白。建筑施工领域：住建、各

街道及相关部门，要加强小散工程备案纳管和施工现场安全巡

查，严查无证作业、违规作业、未佩戴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等行为。

对人员密集场所内（如商场、医院、养老托育机构、校外培训班、



10

娱乐场所、酒店宾馆等）的小散工程要重点检查现场动火作业是

否清理周围可燃物、灭火设备是否齐全、作业完成后是否清理现

场等问题，严防“火烧连营”造成群死群伤事故。特种设备领域：

市监部门要会同各街道及相关部门，加强对电梯、叉车、锅炉、

压力容器、起重机械、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的安装、维护、

检修、使用、拆除等全链条的安全监管。环境卫生领域：城管部

门要会同各街道及相关部门，加强对环卫工人安全操作规程、个

人防护装备的正确使用、紧急情况下的自救互救技能等培训。要

重点开展垃圾清运专项整治，重点查车辆状况、驾驶员资质、作

业场所、管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施等，尤其是对于清运车等关键

设备要定期检查维护，例如后斗开合机构、安全锁止装置等关键

部件，防止因设备故障导致事故。工贸领域：各街道及相关部门

要按照 8 月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持续加大对工贸企业监管力

度，对近期事故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形成有效震慑。对老旧工厂、工业园的原材料堆放区安全隐患不

留死角梳理整改，重点整治货物堆放不规范，货架承重不足，货

物搬运不规范等隐患。对工贸企业用电安全进行再排查、再整治，

重点针对配电柜内绝缘防护设施不足，线路超负荷运转，违规私

搭乱接等现象整治，严防触电、火灾事故发生。

（三）切实做好暑期重点时段的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文化

旅游方面：区文体、工信、应急、公安、各街道及相关部门，要

做好旅游景区和重点商圈的安全管理，尤其是近期演唱会较多加

之大运天地刚刚开业客流量大（7 月 28 日高峰 19 万人，工作日

日均约 6 万～7 万人），督促相关企业做好应急预案、配好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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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明确各岗位人员职责，严防人员踩踏事故发生。消防方面：

夏季天气炎热用电激增，电气线路短路、老化导致火灾风险高，

区消防救援要会同各街道及相关部门，加大对电气火灾预防和安

全用电知识的宣传，重点打击堵塞消防通道、违规动火作业等违

法行为，加强消防设施设备检查。严格值班备勤，提升反应速度，

提升小型消防站扑灭初起火灾的能力。三防方面：根据市气象台

预计，8 月中旬天气不稳定，中旬前期有 3-5 天频密降雨；下旬

海上热带云团和季风活跃，将有台风生成并趋向广东沿海，可能

给我市造成风雨影响，较大可能影响时段为月底前后。区三防办

会同各成员单位加快推进包括去年“9·7”、今年“7·28”暴

雨暴露出的积水、边坡、地陷等隐患问题整治，确保在新一轮降

雨来临之前做好应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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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火灾事故。共发生事故1137起，未发生亡人事故，受伤1人；同比起数下降2.82%、减少33起，
	（2）工贸及其他事故。共发生事故4起，死亡3人，受伤1人；同比起数上升300%、增加3起，死亡人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