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澄迈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澄迈县食品生产加工领域突发质

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与《澄迈县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5/2021_2022__E6_BE_84_

E8_BF_88_E5_8E_BF_E4_c80_305460.htm 澄迈县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澄迈县食品生产加工领域突发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与《澄迈县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澄府函

〔2007〕27号 各镇人民政府，华侨农场，县政府直属各单位

： 现将《澄迈县生产领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与《

澄迈县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实

施。 二OO七年十月十九日澄迈县食品生产加工领域突发质

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为深化食品生产加工领域质量

安全监管工作，提高应对食品突发事件的能力，确保在发生

突发性食品质量安全事故时，澄迈县人民政府能迅速、准确

、高效、有序地进行应急处理，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损失

，保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国家质检总

局《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反应预案》和海南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食品生产加工领域突发质量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精神

，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预案。 二、适用范围 （一）定义。

食品生产加工领域突发质量安全事件是指本县单个或多个食

品生产加工企业生产加工的食品因较大质量问题，造成突发

急性中毒或食品污染，危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的

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件”）。 （二）范围。本预案适用

于澄迈县人民政府处理本县行政区域内食品生产加工环节中

发生的造成社会公众病亡、重大伤害或者可能对人体健康构

成潜在的重大危害，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重大食品安全事



故。应急处理，包括突发事件的报告、调查、分析、处理、

以及事件的备案。 三、事故分级 按食品安全事故的性质、危

害程度、涉及范围和社会影响，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分为四

级。 （一）非凡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一级） ⒈事故危害非凡

严重，在本省范围急剧扩散且影响到全省及其他省（市）乃

至全国，并有进一步扩散的趋势的； ⒉造成10例以上死亡病

例的。 （二）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二级） ⒈事故危害严重，

在本省行政区域迅速扩散并有蔓延势头的； ⒉造成伤害人数

超过100人并出现死亡病例的； ⒊造成3～9例以上死亡病例的

； （三）较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三级） ⒈事故影响范围涉及

本省行政区域内2个以上县级区域的，给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带

来严重危害的； ⒉造成伤害人数15～99人； ⒊出现2例以下

死亡病例的。 （四）一般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四级） ⒈事故

影响范围涉及本县或本县行政区域内1个以上乡镇（街道），

给消费者饮食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的； ⒉造成伤害人数在5～14

人，且无死亡病例报告的。 四、工作原则 按照“全省统一领

导、地方政府负责、部门指导协调、各方联合行动”的食品

安全工作原则，根据食品安全事故的范围、性质和危害程度

，对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实行分级治理。坚持群防群控，加强

日常监测，及时分析、评估和预警。对可能引发的生产领域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要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采用

先进科学技术，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实行科学民主决策，依

法规范应急救援工作，确保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可

操作性。对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要做出快速反应，及时启动应

急预案，严格控制事故发展，有效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做好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善后处理及整改督查工作。 五、处置机



构及职责 （一）机构设置。 县政府成立生产领域食品突发事

件应急处理指挥部（以下简称“县应急指挥部”），负责对

本行政区域内生产领域食品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的统一领导和

指挥。一般情况由县政府领导授权县政府副县长任总指挥，

县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任指挥部成员。县应急指挥

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澄迈质量技术监督局。 （二）主

要职责。 1.县应急指挥部的主要职责 1）领导、组织、协调事

故应急救援工作； 2）负责事故应急救援重大事项的决策； 3

）负责发布事故的重要新闻信息； 4）审议批准县应急指挥

部办公室提交的应急处理工作报告等。 2.县应急指挥部办公

室及其职责 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是县应急指挥部下设的办事

机构，县应急指挥部成立后，指挥部办公室工作立即启动。

办公室主任由澄迈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担任，副主任由该局

副局长担任。指挥部办公室人员、办公场地、办公设备要落

实到位，一旦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当立即进入应急工作

状态。 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县应急

指挥部的各项部署，组织实施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2）检查

督促各单位做好各项应急处置工作，及时有效地控制事故，

防止蔓延扩大； 3）研究协调解决事故应急处理工作中的具

体问题；必要时决定采取有关控制措施； 4）向上级部门、

县政府、县应急指挥部及其成员单位报告、通报事故应急处

置工作情况； 5）为新闻机构提供事故有关信息，必要时接

受媒体的专访； 6）完成县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六

、监测、预警与报告体系 （一）监测系统 通过日常巡查、监

督抽查、许可证年审核查、加严检验等日常监督制度，及时

发现事故苗头，消除事故隐患。加强食品安全信息治理和综



合利用，实现内部信息资源共享。澄迈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

收集汇总、及时传递生产领域食品安全综合信息。建立畅通

的信息监测和通报网络体系，形成统一、科学的食品安全信

息评估和预警指标体系，及时研究分析食品安全形势，对食

品安全问题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整治、早解决。 （二）

预警系统 ⒈加强日常监管 加强对重点品种、重点环节、重点

场所，高风险食品尤其是小作坊及食品添加剂使用的日常监

管。依据日常监管获取的信息建立健全重大食品安全信息数

据库和信息报告系统，按照预警等级标准及重大食品安全事

故的发生、发展规律和特点，及时分析对公众健康的危害程

度、可能的发展趋势，及时作出预警，并保障系统的有效运

行。 ⒉建立举报制度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澄迈质量技术监

督局举报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隐患，以及不履行或者不按规

定履行食品安全事故监管职责的行为。澄迈质量技术监督局

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组织有关人员对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处

理。 （三）报告制度 1.生产领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发

现）后，澄迈质量技术监督局应当在半小时内组织有关人员

赶赴现场了解情况，并在2小时内向县政府和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作出初次报告，此后根据事故处理的进程或者上级要求，

随时作出阶段报告。 2.县应急指挥部应在知悉重大食品安全

事故后1小时内作出初次报告；根据事故处理的进程或者上级

要求，随时作出阶段报告；在事故处理结束后10日内作出总

结报告。任何单位和个人对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不得隐瞒、缓

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不得阻碍他人报

告。 （1）初次报告。应报告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单位

、危害程度、伤亡人数、事故发生原因的初步判定、事故发



生后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等，如有可能应当报告事故

的简要经过及直接经济损失估算等。同时还须报告事故报告

单位、报告时间、报告单位联系人员及联系方式。 （2）阶

段报告。既要报告新发生的情况，也要对初次报告的情况进

行补充和修正，包括事故的发展与变化、处置进程、事故原

因等。 （3）总结报告。包括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鉴定结论，

对事故的处理工作进行总结，分析事故原因和影响因素，提

出今后对类似事故的防范和处置建议。总结报告须在事故处

理结束后10日内完成。 七、应急处置程序 （一）分级处置 1.

非凡重大（一级）、重大（二级）以及较重大（三级）食品

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由县应急指挥部直接派出有关人员和

专家赶赴现场指挥和领导，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应急指挥部配

合工作。 2.一般重大（四级）食品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由

应急指挥部组织领导，并报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应急指挥部指

派有关人员赴现场指导。 （二）升级与降级 当重大食品安全

事故随时间发展进一步加重，食品安全事故危害非凡严重，

并有蔓延扩大的趋势，情况复杂难以控制时，应当及时提升

预警和反应级别，同时上报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指挥部审定；

对事故危害已迅速消除，并不会进一步扩散的，应当上报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指挥部审定，相应降低反应级别或者撤销预

警。事故的升级与降级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报请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应急指挥部主要负责人决定。 （三）指挥协调 

进入应急响应后，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立即按照预案组织相

关应急救援力量，配合组织实施应急救援。先期到达的应急

救援队伍和事故的救援力量必须迅速、有效地实施先期处置

。全力控制事态发展，防止次生、衍生和偶合事故（事件）



发生，果断控制或切断事故灾难链。 （四）紧急处置 根据事

态发展变化，出现急剧恶化的情况时，县应急指挥部在充分

考虑专家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及时制定紧急处置方案

，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启动

后，县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应当根据预案规定的职责要求，服

从县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立即按要求履行职责，及时组

织实施应急处置措施，并随时将处理情况报告给县政府与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五）应急处置终结 重

大食品安全事故隐患或相关危险因素消除后，重大食品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终结，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县应急办公室

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分析论证，经现场检测评价确无危害和风

险后，提出终止应急响应的建议，报应急处理指挥部批准公

布应急响应结束。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汇总之后的应急

处理工作情况报告，可向县有关职能部门提出具体处理意见

和建议。县应急办公室对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单位、责任单位

的整改工作监督，跟踪处理情况，随时通报处理结果。 八、

后期处置 （一）责任追究 对在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预防、报

告、调查、控制和处理过程中，有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

行为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二）

总结报告 食品安全事故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县应急指挥部

应及时总结分析应急救援经验教训，包括对事故分析事故原

因和影响因素，提出改进事故防范和应急救援工作的建议，

完成应急救援总结报告，10日内报送县政府和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应急指挥部。 （三）演习演练 要按照“统一规划、分类

实施、分级负责、突出重点、适应需求”的原则，采取定期

和不定期相结合形式，组织开展突发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应



急演习演练。以检验和强化应急预备、协调和应急相应能力

，并对演习演练结果进行总结和评估，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 （四）宣教培训 澄迈质量技术监督局应当加强对食品安全

监管人员的业务培训，提升应对能力，并加强对广大消费者

进行食品安全知识的教育，提高消费者的风险和责任意识，

正确引导消费。 九、附则 （一）术语解释 食品安全：是指食

品中不应包含含有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

质或不安全因素，不可导致消费者急性、慢性中毒或感染疾

病，不能产生危及消费者及其后代健康的隐患。 食品安全的

范围：包括食品数量安全、食品质量安全、食品卫生安全。

本预案涉及到的食品安全主要是指食品质量卫生安全。 食品

安全事故：本预案所指的食品安全事故特指在食品生产加工

环节中因食品质量、卫生安全因素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

众损害、健康危害并造成社会影响的食品安全事件。 造成伤

害：指致病因素通过食物进入人体，使人体患感染性中毒性

疾病，导致食源性疾患（即食源性疾病）。 （二）本预案所

称的“以上”或“以下”均含本数。 （三）本预案由澄迈质

量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澄迈县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为预防和迅速有效地处理特种设备安全事故，最大限度地降

低事故造成的损失，根据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

任追究的规定》、《特种设备监察条例》及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及特种设备事故规定》

，结合本县实际情况，特制订本预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地处理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

梯、起重机械重特大事故，加强对特种设备突发事故的综合

指挥能力，迅速有序、高效的开展抢险救灾，最大限度地降



低事故造成的损失，根据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以及

国家质检总局《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特种设备事故处

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特制定本预案。第二条 

预案所涉及的事故是指《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特种设

备事故处理规定》第四条所规定的非凡重大、特大事故、重

大事故和严重事故，及一般事故。 第三条 本预案适用于在澄

迈县境内使用的特种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事故。 第四条 

成立澄迈县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分管领导

任组长，澄迈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县安监局主要负责人任副组

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澄迈质量技术监督局，联系

电话：67623620。 第五条 县内各类企业应结合本单位使用特

种设备状况和特点，制订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同时

成立由企业法人代表（业主）为组长，有关人员参加的事故

处理领导小组，负责事故报告、调查和统计，并作为事故应

急处置的指挥系统，明确职责，一旦事故发生，立即启动应

急救援系统，实施统一指挥。 第二章 事故报告制度 第六条 

在本行政区域内发生非凡重大事故、特大事故、重大事故和

严重事故后，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应在第一时间向省质量技术

监督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报告，同时向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种设备调查中心（以下简称省事故调查中心）和县政府报告

，必要时应请求县政府启动本地重、特大事故应急预案。 移

动式特种设备异地发生事故后，当事人或业主应在1小时内向

出事地点的当地质量技术监督局报告，并同时报告设备使用

注册的质量技术监督局。 第七条 事故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或者业主）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 2



、事故发生时间（具体到几 时几分）。 3、事故发生地点。 4

、事故设备名称。 5、事故类别。 6、人员伤亡、初步估计经

济损失及事故概况。 第八条 事故情况及发生事故的初步原因

应在24小时内报到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第三章 救援事故应急

第九条 接到事故报告后，事故发生单位领导或业主应当立即

带领有关人员赶赴事故地点，积极有序的参与抢救和事故处

理工作。 1、一次死亡1-2人，或者受伤19人（含19人）以下

，或者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含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

以及无人员伤亡的设备爆炸严重事故，由质量技术监督局会

同县政府及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调查处理，使用单位第一责

任人应主动配合调查工作。 2、一次死亡3至9人，或者受

伤20-49人，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含100万元）以上500

万元以下的重大事故，由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与县政府及有关

部门共同组织事故的调查处理，县质量技术监督局领导应当

带领职能部门人员立即赶赴出事地点，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抢

救和事故处理工作。 3、一次死亡10-29人，或者伤50-99人，

或者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含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

特大事故，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会同省人民政府及

有关部门组织成立事故调查组。省、县质量技术监督局领导

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立即赶赴出事地点，会同有关部门协调

组织抢救和事故处理工作，防止发生新的伤亡事故。 第十条 

质量技术监督局分管领导在赶赴现场后，应当成立指挥小组

，加强现场的指挥，协调和救援工作。由政府组织的事故调

查组，质量技术监督局应积极参加，协助做好事故原因的分

析调查工作。 1、现场指挥小组在实施紧急救援时，应严密

组织，加强联络，并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分工。 2、应及时将



现场指挥小组的组成及联系方式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和上一级

质量技术监督局，且必须保证通讯联络畅通。 3、必须调用

的救援力量，由事故现场指挥小组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或直

接与有关单位联系；对需由人民政府出面联系的由指挥小组

提出请示建议。 第十一条 重大以上事故发生后，在迅速组织

抢险救护工作的同时，应对事故现场进行严格的保护，防止

与事故无关的设备、器材、物品、文件及其它操作凭证等被

随意挪动或丢失，需要移动现场物件的，应当及时摄像、拍

照，做好标志、绘制现场简图，并写出书面记录，妥善保存

现场重要痕迹、物证。 第十二条 未发生人员伤亡，但性质严

重，影响重大的事故及爆炸、泄漏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故，由

省事故调查中心及时派有关单位和人员，会同县质量技术监

督局及有关部门对事故迅速进行处理，防止事故扩大。 第十

三条 外省、市移动式特种设备在本县发生事故，县质量技术

监督局应在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统一组织下，积极参与救援工

作。 第十四条 救援工作纪律，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领导和相

关人员都必须自觉遵守事故应急处理预案，一旦发生事故，

必须把救援工作放在首位，按规定立即赶赴现场组织救援工

作，服从统一指挥，开展积极有效地应急救援，如违反规定

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严厉处理，玩

忽职守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查处。 第四章 救援资源 第十

五条 为了事故的应急救援，需要借助公安、消防等部门的装

备，同时联合安全生产监督等部门，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

组织社会各界的救援资源进行救援。 第十六条 县质量技术监

督局应与公安、消防、安监等有关单位一起组织社会各界的

救援资源，落实救援必须的装备材料。这些装备材料应指定



相应的人员负责，使其处于完好状态，以适应发生事故、险

情时应急救援的需要。 第五章 事故调查处理第十七条 事故调

查处理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原则。 第十八条 

事故调查组的组织按《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特种设备

事故处理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组织。 第十九条 

事故调查组应当具有事故调查所需要的相关专业知识，与事

故发生单位及相关人员不存在任何利益或者利害关系，同时

携带必要的文书、摄像设备，并履行下列职责。 1、调查事

故发生前特种设备的状况。 2、查明人员伤亡、设备损坏、

现场破坏以及经济损失情况。 3、分析事故原因（必要时进

行技术鉴定）。 4、查明事故性质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5、提

出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6、提出防止类似事故

重复发生的措施。 7、按《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特

种设备事故处理规定》的要求，写出事故调查报告书。 第二

十条 事故调查组有权向事故发生单位、有关部门及有关人员

了解事故的情况，查阅有关资料并收集有关证据。 事故发生

单位及有关人员必须实事求是地向事故调查组如实提供有关

设备及事故情况，如实回答事故调查组的询问，并对所提供

情况的真实性负责。 第二十一条 调查处理事故时，必须坚持

事故原因不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

过，事故责任者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理不放过，没有采取切实

可行的防范措施不放过的“四不放过”原则，认真科学地查

明事故原因，客观公正地分清责任，严厉处理相关人员，认

真吸取事故教训，防止类似事故的重复发生。 第二十二条 事

故处理 1、事故的处理按《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特

种设备事故处理规定》第四章的规定进行，并及时报告组织



事故调查的行政部门。 2、查明事故原因并按规定处理后，

事故发生单位应制定整改措施，并指定专人负责，限期落实

。相关部门应对整改措施的落实加强监督。 3、政府牵头调

查处理的重特大事故，质量技术监督局可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提出处理建议。 4、司法机关已立案的事故，可待司

法机关作出最终结论后再作处理，但对其中未列入司法立案

的责任人，仍应按规定追究责任。 第二十三条 事故结案按照

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

条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开始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预案由澄迈质

量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