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我市在全国率先建立
安全预防控制和隐患排查治理
“双重预防机制”， 这项机制将会
带来哪些益处？

车广杰： 通过构建并持续运
行安全预防控制和隐患排查治理
的 “双重预防机制”， 可以做到
把安全风险管控挺在隐患前面，
把隐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前面，
对预防生产安全事故意义重大。

记者： 安责险在具体推动过
程中是否遇到过困难？

车广杰： 最初推动阶段还是
很难的， 因为大家对安责险的理
解并不透彻。 不仅企业认为是在
给他们增加负担， 就连我们自己
的安监干部都觉得自己成了卖保
险的。

我们后期加大宣传力度， 每
年不同层面的宣导会就要开五六
百场， 向企业负责人宣讲安责险
的好处。 此外， 我们还拍了宣传
片在公交、 地铁上播放。 企业主
理解后， 大都会选择投保， 因为
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 安责险给

企业提供了很大的保障。

记者： 研究室连续两年被评
为市安监局先进党支部、 政务信
息工作先进单位， 2017年还被评
为局先进集体。 作为研究室党支
部书记， 在党务工作上您有哪些
心得？

车广杰： 党支部是党的全部
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我在认真
分析支部的突出特点 、 薄弱环
节、 人员结构的基础上， 明确了
“党员干部助力支部建设 支部建

设助推业务工作” 双助型党支部
和创建 “书香型、 效能型、 枢纽
型、 活力型、 勤廉型” 五型处室
的工作方向。 坚持将业务工作短
板作为党建工作的切入点， 持续
开展 “优秀文稿起草人讲评 ”，
设定赴基层调研频次目标， 组织
策划 “调查研究转作风 深钻细
研助决策” 主题党日活动等， 通
过抓党建来带动工作作风的转
变， 带动业务工作的发展， 实现
党建与业务的融合并进， 支部建
设与党员干部成长的互促互进。

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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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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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市安监局研究室
安全生产领域改革的“智囊团”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gh@126.com│校对 刘芳│美术编辑李媛│本版编辑 周潇潇│２０18年 8月 3日·星期五

市安全监管局研究室， 共有
7名同志， 平均年龄36岁， 是一
支肯干事、 能吃苦、 讲奉献、 真
团结的小团队。 作为局党组决策
的参谋部和智囊团， 研究室不断
巩固调查研究这个 “基本功 ”，
时刻不忘 “研究” 的本色， 着眼
安全生产工作大局， 谋思路、 出
政策、 定方案， 提出全面深化安
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统领意
见， 不断完善安全生产领域改革
的顶层设计。

为安全生产领域改革
提出统领性意见

“研究室可以说是全市安全
生产领域改革的设计师， 主要工
作就是为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工作
进行顶层设计。” 市安监局研究
室主任车广杰表示 ， 自 2014年
起 ， 研究室就接连制定出台文
件， 为我市的安全生产领域改革
提出统领性的意见。

2014年， 由市安监局研究室
负责起草， 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
印发了 《关于实施安全发展战略
促进和谐宜居之都建设的意见》。
2016年， 以市政府的名义印发了
《关于推进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建
设的意见》。 2017年11月 ， 再次
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印发 《关于
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
展的实施方案》。

“以市委、 市政府的名义印
发安全生产领域顶层设计文件，
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安全生
产工作的重视。” 车广杰进一步
解释说 ， 通过文件进行工作引
领， 为全市安全生产领域的工作
改革、 创新、 发展进行总体设计
和谋划， 正是研究室以文辅政的
重要工作成果。

去年印发的 《实施方案》 包
含了建立安全预防控制和隐患排
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安全生产
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危化品集中
管理体系建设等多项内容 。 如
今， 文件中提到的多项内容， 已
经落地生根， 为我市安全生产工
作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更加强有力
地支撑。

“比如， 方案中提出要在国
有企业建立安全总监制度， 这对
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一
个有力的促进和强化。” 车广杰
告诉记者， 原先在大型国有企业
中设有安全部长， 通过设立安全
总监 ， 安全管理人员的地位高
了， 在督促落实、 统筹协调安全
生产工作的时候， 更有力度了，
作用发挥更加突出。

通过 《实施方案》 的引领，
如今， 我市 “市属国有企业所属
具有生产经营活动、 规模以上的
二级及以下单位， 已经开始实行
安全总监制度。”

参与方案具体起草工作的研
究室副主任唐亮告诉记者， 方案
中还提出具有储存设施的高风险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有序退出。
在全市各级的努力下， 仅2018年
上半年就有6家有储存设施的危
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完成了疏解退
出， 全市累计退出危险化学品生
产经营企业已达到129家。

根据方案中安全预防控制体
系建设的相关要求， 市安监局研
究编制了 《重大安全风险辨识建
议清单》， 为行业、 企业开展重

大安全风险辨识提供参照。 截至
今年6月底， 全市7个试点行业领
域共有6446家企业完成了风险评
估工作， 共上报了97191个风险
源， 初步形成了全市安全风险清
单和电子地图。 方案中还提出以
市委市政府的名义开展安全生产
督察。 根据工作计划， 2017年 ，
市委市政府安全生产督察组已完
成了对全市16个区和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全覆盖督察， 并整理
出了7大类1100余条问题清单 。
今年， 市委市政府组建了9个安
全生产督察组 ， 开展对市住建
委、 市交通委等9个市级行业部
门的安全生产督察工作。

重事后保障
更重事前预防

2017年2月 ， 东城区一餐厅
发生火灾事故， 导致1名员工死
亡， 保险公司支付死亡赔偿金50
万元 （保费300元）； 2017年6月，
通州区永乐店镇一个体商店发生

压面机轧伤事故， 导致一人左手
5指切除， 保险公司支付13.75万
元残疾赔偿金和 2万元医疗费
（保费300元） ……

这是在我市推行的北京市安
全生产责任保险 （简称 “安责
险”） 制度给企业和职工带来的
好处 ， 企业只需要缴纳少量保
费， 就可以享受到高额保障。

安责险作为安责险制度的载
体， 是由生产经营单位购买的一
种责任保险， 一旦发生生产安全
事故或相关事故并由企业承担赔
偿责任时， 相关费用由保险公司
负责赔付 ， 具体包括 ： 企业员
工 、 第三者的死亡 、 伤残赔偿
金 ， 医疗费用 、 事故救援费用
（含疏散费用）、 法律费用等。

本市安责险制度的建设、 推
动工作， 都是由市安监局研究室
负责。 研究室工作人员张杰告诉
记者， 安责险制度推行工作是从
2014年底正式启动， 期间开展了
为期2年的试点，2016年底试点期
结束后， 于2017年在全市全面推
行。 在试点期内，全市共有21370
家企业参保安责险， 保险费规模
为4173.38万元，投保企业得到了
超过896亿元的风险保障。

“对于小微企业， 安全生产
保障能力薄弱， 更没有出事故的
本钱， 一旦发生亡人事故， 很可
能就倾家荡产了。 在事故发生后
的赔偿保障方面， 安责险发挥了
很好的作用。” 张杰说。

除了事后保障外， 作为政府
部门推行的一项制度， 安责险另

一个重要的功能更能体现在事前
预防上。

研究室工作人员刘艳详细讲
解说， 安责险的参保企业均可提
取保费的22%作为事故预防费 。
其中的12%通过企业自主申请和
市区统筹集中使用两种方式， 专
门用于参保企业开展与安全生产
相关的事故预防工作， 以提高企
业的安全管理能力； 另外的10%
主要用于保险机构聘请第三方专
业机构为参保企业开展安全隐患
排查工作。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企业
不出事， 安全管理工作做得好的
企业， 在投保安责险的时候， 还
会有相应的费率浮动机制， 最高
可下浮50%。” 刘艳说 ， “作为
政府推动、 市场化运营的政策性
险种， 安责险的赔付非常快， 对
事故的处置和善后有很大帮助。”

如今， 大家都看到了它的好
处， 截至7月底， 全市保险有效
期内 （2017年8月1日—2018年7
月31日） 的参保企业达到40144
家， 投保企业得到了超过2223亿
元的风险保障， 用于开展事故预
防工作的经费近2000万元。

京津冀协同发展
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2017年1月24日 ， 由北京市
安监局主导和组织， 京冀两地联
合成功开展烟花爆竹执法行动。
在通州牡丹路和通胡大街交叉口

一处烟花爆竹零售点， 执法人员
通过仪器扫码查产品源头是否安
全可靠， 检测现场监控设备工作
是否正常等 ， 通过一系列的检
查， 确保零售点的安全性。 一上
午的时间， 两地执法人员马不停
蹄检查了3处烟花爆竹零售点。

“这是自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工作以来， 安全生产领域的第
一次联合执法。” 研究室工作人
员杨颖告诉记者， 京郊不少区与
天津、 河北相邻， 特别是北京和
河北在地理位置、 经济发展以及
人员流动方面都存在着密不可分
的 “粘连性”。 许多地域交界区
存在大量的生产经营单位， 也是
安全生产违法违规现象的多发
区、高发区。跨区域的危险化学品
运输，以及油、气、水等地下管道
等类似的隐患和难点问题， 需要
执法检查的协作联动加以解决。

“开展协同执法检查对于实
现安全生产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
重大。 执法检查是安监部门的一
把‘利剑’，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地
位重要、作用突出，既是发现安全
隐患和问题的重要途径， 也是解
决突出问题和隐患的重要手段。 ”
车广杰表示，做好安监工作， 就
要充分利用好这把 “利剑”， 剪
除事故隐患， 保一方平安。

其实三地在安全生产方面的
协同发展从两年前就开始了 。
2016年6月23日 ， 在研究室的筹
备下， 京津冀三地安监部门共同
召开了第一次京津冀安全生产协
同发展工作会议， 标志着京津冀
安全生产协同发展机制的正式建
立， 通过并联合印发了 《京津冀
安全生产工作协作办法》 《关于
加强京津冀安全生产协同发展的
意见》 和 《京津冀安全生产协同
2016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三份文
件， 使三地安全监管工作能够相
互促进， 同频共振， 在推进实施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发挥积极
作用。

2016年11月24日， 研究室又
举办了京津冀安全生产协同发展
论坛暨第二次安全生产协同发展
工作会议， 邀请专家学者、 监管
人员共同研讨京津冀安全生产协
同发展工作， 推动京津冀安全生
产协同纵深发展。

如今， 研究室正在与监管一
处 、 法制处等相关处室通力协
作， 着力研究三地一体化多层次
的安全生产标准体系结构， 以此
推进建立京津冀一体化安全生产
标准制度体系 ， 通过 “共同制
定、 分别批准、 协同发布” 的形
式， 全面推进京津冀安全生产标
准建设的协同发展。

【对话车广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