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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湖南粮食行业的安全生产 

石少龙
1
 

（湖南省粮食局，湖南 长沙 410008） 

【摘 要】：从湖南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入手,分析其当前所面临的安全风险,提出从真正明确工作责任、

认真落实相关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一规定两守则”、大力实施危险化学品安全治理及切实加强重点项目建设安全

监管等 5个方面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关键词】：粮食行业 安全生产 形势 湖南 

安全生产是个永恒的主题,任何时候必须认真对待。近年,湖南省粮食行业按照省委、省政府和省安委会的统一部署,落实国

家粮食局“两个安全”责任,在全省粮食库存高企、政策性粮食继续收购的背景下,强化安全意识,狠抓工作落实,实现了确保不

发生因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等行为导致的较大安全生产事故,确保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两个确保”目标。2016

年,湖南省粮食局被湖南省委、省政府评为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成绩代表过去,挑战总在未来。“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任何时候都要严格落实。 

1 湖南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1.1强化责任 

一是健全机构。根据人事变动,及时调整省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成员,局长任组长,分管副局长任副组长,行业发展处承担安

全生产组织、指导和日常监管职责。同时成立局长担任组长的安全储粮和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8名高级职称专家参加的安全

储粮和安全生产技术指导专家组。二是明确职责。年初印发工作要点和目标管理考核办法,明确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行业监管和

属地管理责任,明确第一责任人、具体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省局领导与局直单位负责人连年签订年度安全生产工作目标

管理责任书,始终把责任扛在肩上。安全生产工作已纳入对市州粮食局的工作考核。三是定期研究。局党组、局务会对安全生产

工作既有决策部署,又有督促检查,定期不定期听取汇报,研究措施,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四是集体

谈心。省局组织全行业安全生产工作集体谈心对话。党组书记、局长张亦贤指出,抓业务必须抓安全,特别是业务战线的同志,要

树立安全生产第一的责任意识,注重上级政策、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抓好重点领域、时段、环节的安全。安全生产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安全生产永远没有休止符。各单位安全生产认识要再提高,安全生产责任要再压实,安全生产治理要再细化,安全生产责

任追究要更严厉。五是上下齐动。省市县三级粮政管理部门既接受属地政府的领导,又接受上级粮政管理部门的指导,特别是粮

食安全生产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粮食商品具有一定的调配性,后者监管则显得尤为必要。 

1.2落实精神 

这几年,上级每年召开 10 余次安全生产会议。省局当场贯彻,或次日布置。如 2016 年 1 月 7 日迅速召开局直单位安全生产

工作会议,传达 1 月 6 日国务院及省政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1)提出“六在安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重视安全、在乎安全、抓好安全。结合单位实际抓好在储粮食安全、在建粮库安全、在仓药品安全、在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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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在校学生安全、在册资产安全等“六在安全”。(2)列出问题清单。立即列出本单位安全监管重点清单、隐患问题清单整

改方案。后对收到的 63件问题清单,能及时整改的都已整改到位,一时不能整改的均在确保不发生事故的前提下,明确解决时间。

(3)紧紧盯住节会。切实抓好“两节”“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全国粮食行业安全储粮和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一结束,即在会

场布置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后,为吸取丰城电厂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的教训,省局采取“分板

块、责任到人”的措施,将省直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划分为储粮安全、建设安全、质监安全、校园安全等八大板块,并明确牵头责

任人。此外,以省局名义下发安全生产文件 13个,有的直接转,有的结合实际发。如为有效防范自然灾害引发的安全事故,发出防

汛工作紧急通知,明确汛期强降水、洪水、台风、泥石流、雷电、高温等自然灾害的防范要求,督促隐患排查治理。 

1.3扎实检查 

这些年,每年定期不定期检查安全生产 10余次,并数次突击检查药品库。无论是在湘中央储备粮企业、国资委管理的涉粮企

业,还是民营粮食企业,都可能被纳入检查范围。针对省内央企和国资委管理的粮企个体块头大、作业场面宽、设备设施全的特

点,检查时提出其安全生产的起点要更高、标准要更严、效益要更好。而地方企业分布广、体量大、设施旧,是粮政管理部门安

全生产检查的重点。春节前,省市局到所属直属单位和各类粮食企业检查安全生产,强调要吸取事故教训,克服麻痹思想。早中晚

稻收购期间,利用“千名干部下基层”督查,由省局领导和数十名市局领导带队,将安全生产列为重点内容,加大隐患排查,将事

故隐患消除于萌芽状态。2016年防汛期间,省局派人察看紧靠沅江大堤数百米堤坝的桃源县陬溪垸的陬溪粮食储备库、鼎城区八

官垸低于水面 5米的牛鼻滩粮食储备库。在高仓满储的江岸线旁,在仍存积水的库区洼地,提醒做好防大汛、保安全的各项准备,

要求所有邻江邻湖邻水库粮仓以及有泥石流隐患的山洪灾害易发区,要早准备、早防范,既要注意堤坝安全,也要防止库区内涝。 

1.4开展活动 

近年省市县粮政管理部门积极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活动,如“百日行动”:全行业检查 412次,检查企业 1361家,发现隐患 1915

处,及时整改 1723处。“安全生产月”:安排活动内容,采取具体措施,省局在活动中被省安委会评为先进单位。“监管执法年”:

成立领导小组,下发活动方案,提出每月专项执法内容。“专项整治”:深刻吸取宜凤高速“6.26”特大交通事故安全教训,参加

全省危化品使用、粉尘防爆、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开展全行业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专项行动,继续实施全行业防火、防毒、

防爆、防尘、防霉、防盗整治行动。“安全宣传”:开展“应急宣传月”“粮食科技活动周”“食品安全宣传周”“世界粮食日”

等活动,组织省粮油产品质量监测中心开放实验室,邀请湖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师生和社会公众参观。与湘潭市粮食局

合办“湖南食品安全宣传周·粮食质量安全宣传日”。在《中国粮食经济》《粮食工作简报》《湘粮政务网》等发表相关稿件。 

1.5组织培训 

各级粮政管理部门吸取历史教训,邀请安监部门专家做依法治安及消防安全讲座。1956 年,长沙市一米厂清理车间空气中粉

尘含量为 812毫克,超过允许含量的 405倍,接受过粮食部、劳动部联合工作组的重点检查。60年后,早已改变旧模样的长沙市粮

食部门毫不放松安全生产,组织湖南粮食集团等单位 500 余人,听取专家介绍粮食粉尘爆炸的防护及磷化铝、磷化氢的危害等知

识,提高特种专业安防意识和技能。1989 年发生过统糠间燃烧事故的湘潭市粮食部门,注重新员工、转岗员工、临时工、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引导其安全从业。 

1.6对口帮扶 

据省安委会 2015~2017年省级安全生产示范乡镇创建对口指导帮扶工作安排,省粮食局对口距省城 300公里的慈利县高桥镇,

该镇面积 171 平方公里,境内有多个矿区。省局多次与镇党政负责人沟通交流,积极筹资,还向农民赠送安全储粮小粮仓,同时探

望矿区贫困户。 



 

 3 

存在的问题。一是安全生产基础依然薄弱。小企业、小作坊、小门面的一些法人代表安全意识淡薄,虽有安全生产责任制但

未得到全面落实,企业尚未做到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和危害辨识。有的企业负责人重生产经营、轻生产安全,重经济效益、轻安全

投入,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较低。二是宣传培训工作不到位。有的单位员工变化较大,却多年不曾培训;国家粮食局制作的《粮

食行业安全生产事故典型案例警示片》,颇具警示价值,询问一些企业员工却答没看过。三是人员配备不够。前两年市县粮食局

撤并后,安全生产专兼职人员减少。四是极个别地方发生事故。衡阳县一家粮库发生隔墙倒塌造成外包作业人员 2死 3伤的安全

生产事故,暴露出事故企业在岗前交底、作业防护、现场管理、隐患排查等方面存在漏洞,教训深刻。 

2 湖南粮食行业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 

从安全生产的紧迫性、特殊性看湖南粮食行业,一是非国企占比大。全省近 2000 个单位,其中 93%为经营企业,经营企业中

84%为非国有企业,多数油罐也为非国有粮企所有,加上出仓作业、防火防爆、药品管理,反映了广大基层安全生产的巡查难度。

二是米企成分偏大。米企职工占各类经营企业从业人数的近 1/4,占米面油与杂粮等成品粮油加工企业人数的 63%,而碾米厂易发

触电、粉尘、火灾等事故,易致机械、车辆、起重伤害等事故,体现了稻米加工安全生产的专业难度。三是加工人员居多。各类

粮油加工人员近 6万,占行业从业人员的 83%,凸显了工厂车间安全生产的监管难度。四是学历普遍偏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高中

及以下学历职工占长期职工的近一半,而现代粮库管理科技含量较高,增加了普通员工安全生产的培训难度。五是仓储设施待修。

虽然完好仓容占标准仓房仓容的 88%,但仍有一批需大修仓容、待报废仓容,还有若干简易仓、楼房仓,一些基层粮食收纳库建得

早、标准低、隔热差,有的仓房无环流熏蒸、粮情测控系统,带来了收储企业安全生产的提质难度。由此可见,湖南粮食行业安全

生产既存在普遍风险,更存在行业的独特风险,对后者,尤需高度警觉,倍加警醒。 

2.1静态的高仓满储,潜伏着垮仓埋人的安全风险 

这些年,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以稻谷为主的粮食静卧仓房,有的还在储粮罩棚、仓间罩棚、铁路罩棚,甚至临时寄存在其

他简易仓。一方面,全省粮食行业储粮量创历史新高,已达千万吨级,有的地方仓容紧张,出现超载过载现象;一方面,一些县市迫

不得已,仍然冒险启用老仓老库,其中可能埋伏着粮仓坍塌、粮堆埋人的“炸弹”。由于采购南下玉米与销售本地稻谷的比价等

问题,全省稻谷出库速度缓慢,各地普遍难以腾仓。如此,不妨向相关负责人发出诘问:如果你的分管范围,仍存危仓老库,那么请

问,哪些危仓老库装了粮?装粮的哪些仓廒真有危险?你实地察看多少?你掌握多少实情?你动员所属单位摸底没有?你的排查范围

有无遗漏安全隐患?如果你的分管范围仓库普遍整修完好,那么请问,是不是有员工存在“轻敌”思想?是否只是穿衣戴帽式地检

检瓦、粉粉墙、修修窗、补补门、平平地,而没在结构上进行承重安全改造?是否还有少量仓房没有实质性维护修理?是否有超过

储粮安全线的超负荷状况?总之要督促大家多想多查多防范。 

2.2动态的库满为患,潜伏着人民生命的安全风险 

每到购销旺季,粮食行业会出现司空见惯的热火朝天场面:一个收储粮库,高温酷暑之下,车进车出、机器轰鸣、尘土飞扬,人

来人往、加班加点、疲劳作战;全省数百粮库,上万人紧张操作,上万套机械设备清杂输送,上万栋仓房投入收储,上百万台车辆穿

梭不息,上百亿斤粮食出库入库。这情形,稍不留意,就有可能引发事故。湖南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例,其他地方库区伤人、死人

的事故也不是没有。山东滕州一家淀粉厂储粮钢板筒仓发生崩裂坍塌事故造成 10 死 3 伤,贵州仁怀一家粮管所仓库发生垮塌造

成 10 死 9 伤的惨重教训,虽已过去十年八年,但想起来记忆犹新、仿佛如昨!这样的事故放到今天,无疑会处罚更重,追责更严。

那么请问,你是不是把别人的事故当成自己的事故来对待了?是不是把过去的事故当成今天的事故来对待了?是不是把小事故当

成大事故来对待了?是不是把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了?是不是多年没发生事故就早已麻木不仁了?人民生命财产大于天,粮食行业

一定要格外留心。 

2.3储粮的熏蒸药品,潜伏着生命财产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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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粮化学药剂的管理、使用危化品的安全、涉药安全防护、避免涉药致人死亡的问题,是粮食行业安全方面老生常谈的问题,

然而一直以来都有事故发生。全省多少个药品库堆放着的药品,熏蒸后看不见摸不着的气体浓度,都有隐患。近年,江苏中储粮金

湖粮库对部分仓房实施磷化氢熏蒸作业,计划对熏蒸仓房实施散气作业,派人入仓撤除密封薄膜,但由于防毒面具失效等原因,4

名入仓作业人员及随后入仓的救援人员先后倒在仓内,其中 2人当场死亡,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湖南临澧县粮库发生过药品燃烧

事故,保管员将过期 10 年待处理的 3 件磷化铝放置在药品库附近的杂屋,因陡降暴雨产生积水而引发 2 件药品冒烟燃烧,幸无伤

亡。这些,警醒着我们时刻严加防范。 

2.4其他各种安全隐患无处不在,不可不防 

譬如,基建遍地开花,年年小修小补旧仓老仓,特别是 2014 年以来,全省纳入中央预算内投资粮仓设施建设项目逾百个,建设

仓容 200多万吨,目前还有数十万吨在建,都与施工安全紧密相关。譬如,使用多年的储油罐,不断增加的浅圆仓,也有安全隐患。

2013年,江苏泰兴经济开发区内一处万吨级食用油罐发生爆裂坍塌,巨大的冲击力还将附近3个小储油罐震飞,现场工人2死3伤,

正在测量的计量员从 35米高处坠落。2015年,安徽泗州面粉公司一浅圆仓小麦出仓发生粮堆塌陷埋人事故,造成 2死 1伤。再譬

如,高龄工人搬运都有可能遭遇不测。粮食传统搬运,一是多由库厂附近农民包干,二是有的搬运工高龄低报,三是身体并不强壮

的搬运工勉力为之,四是未入行的年轻人基本不愿来干,五是这个行当一时半会不会消失,这里面有不安全的因子。另外,用电不

慎、疲劳驾驶,冬天天干物燥、夏日骄阳似火,均存隐患。 

3 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几点思考 

生产不断发展,安全永在路上。粮食行业的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是行业发展的生命线。每逢国家的重要会议和民间的传统佳

节,安全生产更是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且粮油安全收储与供应,与之紧密相关。因为新的情况总在不断发生,做好安全生产这件

大事,不可能因为一个规章、一次会议而高枕无忧,也不可能通过一次检查、一场活动而万事大吉,但每个时期的会议与文件,必

须因地制宜,及时贯彻,尤其要严明工作责任。 

3.1真正明确工作责任 

安全生产履责时,如果“重生产轻安全”,或抱有“侥幸心理”,存有“偶然意识”,皆为大忌。各级粮政管理部门、各职能

机构、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把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党政领导责任,就是按照“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建立党委政府安全生产议事制度及其责任清单。一是坐下来真议,不要为贯彻而贯彻、为传

达而传达,停留于表明,要结合实际定期研究,将安全生产的重大问题议深议透。二是问题要列单,粮食安全生产专门检查、粮食

产购储加销业务检查,还有粮食库存检查的企业自查、省内混合交叉抽查、国家有关部门联合抽查,均涉储粮安全、储粮企业按

安全生产标准和安全储粮规范操作情况,需要列出清单,分清轻重缓急。三要落实“一岗双责”。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同为本地区

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党政及部门其他班子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这里也可称为内设机

构责任,包括负责安监工作的处、科、股的各自安全监管职责是什么,相关职能部门如储备机构如何指导收储环节的安全防范工

作,监管机构如何发现和避免业务环节的安全生产疏漏,财务机构如何为安全生产工作提供资金保障。企业主体责任,即安全生产

工作责任的直接承担主体,是指企业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履行的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和义务,包括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和职业健

康工作负全面责任,建立并落实企业全过程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做到安全责任、管理、投入、培训和应急救援“五到

位”。三个责任明确了,才表明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已经“落地”,担子已经压实。只有知责、担责、履责,才有可能避免问责,

更重要的是把安全生产工作做到位。 

3.2认真落实相关会议精神 

2016 年底全国粮食行业安全储粮和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分析了“两个安全”即行业安全储粮和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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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了严格落实“两个安全”责任、贯彻执行两个守则、全面开展秋冬安全大检查、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要求,对做好安

全储粮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2017年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对“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年”活动进行动

员,对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在湖南落地生根进行研究。两个会议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是今后一

段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南。行业从业人员要牢牢坚守安全发展的红线,深入开展“两个安全”活动等重点工作,确保工作不走

过场,取得实效。安全生产是天大的事情,近年相关会议、文件多,弄得不好,容易产生疲劳和厌倦情绪。因此必须不厌其烦,认真

学习领会。文件来了,要学要转要落实,千万不能束之高阁无行动。所谓警钟长鸣,也包括通过会议与文件,让警惕的钟声长久响

起。 

3.3深入贯彻“一规定两守则” 

国家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务锋指出,全国粮食系统安全工作要突出“两个重点”,就是突出抓好安全储粮和安全生产两

个重中之重。为制定《粮油储存安全责任暂行规定》《粮油安全储存守则》《粮库安全生产守则》,国家粮食局下了决心,花了功

夫,湖南曾是现场《守则》调研与征求意见的重点省份,早早受到新的粮食安全生产文化的熏陶。省粮食局 2017 年初就此举办 2

期专题培训班,轮训 200余人。各市州按照将“一规定两守则”贯彻到储粮管理、生产作业的每一个环节、落实到对具体岗位和

人员的要求,正在深入学习,特别是要强化库存安全监督检查,层层压实安全储粮和安全生产责任。国家局已将“两守则”做成

“口袋书”,发给湖南 1.5万本,相关人员应随身携带,记在心里,抓在手中。 

3.4大力实施危险化学品安全治理 

危化品安全治理是粮食行业安全生产的一个重点。国务院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国家粮食局制定了《粮食

行业危险化学品安全治理实施方案》,这是管 3年的方案,从 2016年 12月开始至 2019年 10月结束,分 3个阶段进行。按此方案,

现处整治阶段(2017 年 1 月~2019 年 9 月),省市县粮政管理部门务必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认真实施、持续发力,坚持定期、不

定期开展督查,及时指导解决储粮化学药剂安全治理中发现的问题。方案中的梳理储粮化学药剂、加强储粮化学药剂重大危险源

管控、强化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推行储粮化学药剂安全标杆管理等 10 项工作,落实起来并非轻而易举。各级粮食部门要向

员工特别是新员工宣传储粮化学药剂安全知识,督促各类粮油仓储单位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标准,强化储粮化学药剂的

规范管理与使用。 

3.5切实加强重点项目建设安全监管工作 

国办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通知下发后,各地相关建设将会如火如荼。继危仓老库改造后于 2017 年下半年全面展开的智

能粮库建设,以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国家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建设、“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等 3个子项组成的“优

质粮油工程”,还有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应急供应体系建设、现代粮食产业示范园区等建设项目,特别需要在确保安全、确保质

量的前提下追求进度,加强安全源头管理,强化工程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科学有序组织建设施工,抓好日常安全、质量监理工作,做

好安全监督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