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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贤矿业公司 2023 年冬季“三防”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安全生产方针及皖北煤电生技

〔2023〕236 号《皖北煤电集团公司关于做好 2023 年度冬季“三

防”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有效预防火灾、自然灾害、道路交

通等事故的发生和冬季恶劣天气影响，确保冬季安全生产、生活

秩序稳定。结合当前冬季的特点，2023 年冬季防寒防冻、防火、

防风雪（以下简称“三防”）工作方案制定如下：

一、机构与职责

（一）成立机构

1.公司成立“三防”指挥部。

总 指 挥：董事长 总经理

副总指挥：总工程师、各分管副总经理

成 员：各专业副总工程师、调度指挥中心、安全监察部、

生产技术部、机电部、运输部、通防部、综合办公室、后勤保障

部、征迁环保部、经营管理部、人力资源部、供应部、销售部、

财务部、党群工作部、采煤部、掘进一部、掘进二部、修护部、

恒源芬雷公司、东风井项目部等单位负责人。

冬季“三防”指挥部办公室设在调度指挥中心，调度指挥中

心主任兼任“三防”办公室主任。（联系电话：15769270012、

行政电话：0917-7819600、生产电话：0917-8089999 转 9）

2.成立冬季“三防”事故应急救援专项小组

经营副经理任防火应急救援专项领导小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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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副经理任防寒、防冻应急救援专项领导小组组长

安全副经理任防风雪应急救援专项领导小组组长

冬季“三防”应急指挥部成员为各应急救援专项小组成员

（二）明确职责

1.总指挥职责

处理灾害事故的全权指挥者，在副总指挥的协助下根据不同

灾情命令启动抢险预案；负责向上级政府进行灾情汇报，取得政

府支持。

2.副总指挥职责

（1）总工程师：

负责冬季“三防”应急预案的编制审核、为总指挥当好参谋；

（2）生产副总经理：

按照总指挥命令组织抢险工作，并为总指挥当好参谋；总指

挥不在公司时代替总指挥工作，并及时向总指挥报告；负责“三

防”抢险救灾、撤人时的组织指挥工作等。

（3）掘进副总经理：

根据预定应急处置方案，负责组织、协调、调集相关人员和

救灾物资进行抢险救灾。

（4）机电副总经理：

负责冬季“三防”及抢险救灾工作中全矿井机电设备、供电

系统、供暖系统的检修检查指挥，抢险救灾时的全公司供电保障

工作，同时兼任防寒、防冻应急救援专项领导小组组长。

（5）经营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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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冬季“三防”物资及抢险救灾时所需物资采购的资金保

障、采购工作；负责抢险救灾时人员的餐饮、生活、资金保障等

后勤服务等工作；同时兼任防火应急救援专项领导小组组长。

（6）安全副总经理:

负责冬季“三防”抢险救灾工作的准备、实施时的安全可靠

性的监督、核查、督导等工作，同时兼任防风雪应急救援专项领

导小组组长。

3.成员职责：

（1）冬季“三防”办公室：

负责冬季“三防”日常工作，负责沟通协调解决冬季“三防”

工作中的各类问题；负责冬季“三防”工作信息的上传下达；负

责组织冬季“三防”工作日常督导和专项检查；负责组织冬季“三

防”工作的责任追究等。

（2）调度指挥中心：

及时传达指挥部的命令，召集有关人员到调度室待命，随时

进行抢险工作；做好通信线路及设施的检查检修工作，保证通讯

系统完好畅通；及时收听、收看天气预报，掌握可能危及矿安全

生产的自然灾害信息，密切关注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并

及时在调度会议上发布；积极检查督促各单位冬季“三防”工作

的准备和落实工作。

（3）安全监察部：

负责监督灾害应急救援预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组织公司各

单位进行冬季“三防”的隐患排查及落实工作；负责职工培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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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监督检查工作。

（4）生产技术部：

判定灾情性质，提供图纸等技术资料，进行矿井井上下巡查

和监督，进行救灾时的技术指导工作。

（5）机电部：

负责全公司锅炉、管道等供暖系统及供电设备、高低压线路

等供电系统的安全工作；保障防寒、防冻时期的电力供应，及时

抢修和安装抢险机电设备；负责征调、组织抢险救灾的设备，并

迅速运送到指定地点；切断灾区电源；负责矿井安全供电及主要

设备防寒、防冻的安全测试，发生停电事故时及时进行处理，保

障供电安全。

（6）通防部：

负责井上、下防灭火工作的督促检查处理。

（7）综合办公室：

负责车辆安全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负责掌握事故态势和处

理情况，应急救援情况通报，受灾人员、救援人员的食宿接待、

车辆调度，受灾区域的灾民的转移和安置及善后处理。

（8）后勤保障部：

负责冬季前对矿区内所有房顶、门窗、道路、河堤及重要车

间的防风雪、防寒、防冻状况进行认真排查，及时解决存在的问

题；负责消防安全管理的监督检查工作；负责冬季“三防”工程

计划实施和完成情况的监督检查；负责事故处理及抢救过程中的

治安保卫工作，并在事故现场附近设专人警戒，严禁闲杂人员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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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围观。

（9）征迁环保部：

积极与地方政府协调联系，确保周边村民人身、财产不受损

害。

（10）经营管理部：

组织、协调、监督、指导冬季“三防”工程日常建设、维护

工作。

（11）人力资源部：

负责重点岗位人员的冬季“三防”业务培训教育工作；医疗

站负责对伤员进行救治。

（12）供应部：

负责采购、筹措“三防”所需的物资、设备及其它防护用品，

保证抢险救灾中所需的材料工具和设备，设立冬季“三防”物资

库，并设专人看管，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挪用。

（13）销售部：

负责运煤车辆出入路线及行车安全，防止路面结冰。

（14）财务部：

负责冬季“三防”突发应急事件的经费保障。

（15）党群工作部：

负责冬季“三防”及消防和应急救援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根据应急指挥部指示，及时与新闻媒体联系，协调新闻发布工作，

正确引导媒体和公众舆论，现场录音录像，进行证据固定、保全。

（16）生产一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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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本单位工作区范围内和职工宿舍内的防寒防冻、防火、

防风雪工作；积极组织本单位冬季“三防”隐患自查工作；做好

本单位紧急避灾撤离工作。

（17）恒源芬雷公司：

负责选煤厂工作区范围内和职工宿舍内的防寒防冻、防火、

防风雪工作；积极组织本单位“三防”隐患自查工作；确保机电

设备、供排水管路保温措施落实到位；做好本单位紧急避灾撤离

工作。

（18）东风井项目部：

负责东风井工作区范围内和职工宿舍内的防寒防冻、防火、

防风雪工作；积极组织本单位“三防”隐患自查工作；确保机电

设备、供排水管路保温措施落实到位；做好本单位紧急避灾撤离

工作。

二、工作安排

（一）制定方案

10 月 20 日前，各单位必须完成“三防”自查工作，将工作

进展情况报公司“三防”办公室。

（二）具体工作

10 月 20 日前，各单位必须完成以下工作：

1.调度指挥中心：

完善优化秋（冬）汛、强降雪、大风等极端天气突发性停电、

火灾事故等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提升风险识别和应急

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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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电部：

（1）检修、维护、调试供暖锅炉、管路等设备设施以及供

水管路的防冻工作；

（2）高压供电线路巡查、维护，制定和完善保障安全供电

的防范措施；

（3）全面整治矿井低压供电线路,消除供电及火灾隐患；

（4）10 月 20 日开始，必须保证正常供暖，可根据天气变

化情况提前供暖。

3.综合办公室（办公室）：

公务车辆的保养、维护和保暖，严防车辆带“病”运行。

4.后勤保障部：

各生产生活场所损毁的屋顶、墙壁和门窗的统计，并安排修

缮，防止漏雨漏风；消防设施设备的检验、完善。

5.供应部：

“三防”物资的采购、储备。

6.安全监察部、人力资源部：

重点岗位人员的培训教育、监督检查。

7.东风井项目部：

东风井项目部负责对东风井区域内的所有“三防”事宜进行

自查。

8.“三防”具体抢险人员由各单位自行组织安排，10 月 20

日前将抢险人员名单报公司“三防”备案。

要求：救护队 32 人、机电部 50 人、运输部 50 人、采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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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人、掘进一部 80 人、掘进二部 50 人、修护部 20 人、调度

指挥中心 5 人、安全监察部 10 人、生产技术部 5 人、通防部 30

人。

（三）冬季保障措施（2023 年 10 月 21 日-2024 年 3 月 31

日）

1.加强冬季“三防”应急值守。冬季“三防”值班与矿值班

同步，矿值班人员即冬季“三防”值班人员。重要车间 24 小时

值守制度，严格执行日常巡查制度。建立异常天气冬季“三防”

双值班制度，异常天气时总工程师（或通风副总）和机电副总（或

机电副总工程师）在调度室、变电所值守指挥，并向集团公司报

告值班值守情况。

2.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冬季“三防”办公室不定期对防寒、

防冻、防火、防风雪、供电安全和通勤车辆安全状况等进行排查，

对排查出的问题必须按“五定”形式进行整改。

3.做好气象预报和预警工作。调度指挥中心建立完善灾害性

天气预警和协调联动机制，及时掌握麟游县气象、水利等部门发

布的暴雪、寒潮、大风、冻雨等可能危及安全生产的灾害性天气

预报预警信息，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利用短信平台、相关工作微

信群等方式发送安全预警信息，提醒有关单位采取安全防范措

施。因供电系统故障，无法保障正常通风、提升等，现场作业人

员立即停止作业，撤离受威胁区域，并及时报告集团公司和上级

有关部门。

4.全力保障物资储备供应。供应部组织人员对“三防”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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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情况进行全面详细盘点，准确掌握“三防”物资需求情况，

按规定数量和标准补足备齐，摆放规范、标识明显、专人管理，

建立“三防”储备物资专用台账，做到事故抢险时领取使用方便、

快捷。

5.做好主要车间、关键岗位场所的防寒保暖和消防工作。机

电部加强对机电设备供电线路的检查，特别是供电网络及设备、

设施的全面检查维修，严防失火事件发生。机电部、运输部、通

防部、恒源芬雷公司、东风井项目部等部门加强对主、副斜井、

回风井、东风井等要害场所（包括井口、绞车房、抽风机房、压

风机房、变电所、主要加工车间、材料库、瓦斯泵房、选煤车间

等）的用火管理。职工宿舍、值班场所等区域取暖设施要做到人

离断电，严禁乱拉、乱接电线，严禁使用电炉和大功率灯泡等取

暖，严防火灾事件发生。加强对氧气瓶、乙炔瓶、汽油、柴油、

油脂等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的管理，按相关规定要求分类、分

库存放，远离火源，配足所需消防器材。地面压风、排水、供水

等管路应采取可靠的保暖措施。井口房、井口、浴室、变电室、

风机房、绞车房等场所应采用可靠的供暖设施取暖。井口应及时

供暖，确保井筒不结冰。

6.做好露天场所、行人通道防滑工作。露天作业场所和人行

通道雨雪天气时做好防滑除冰工作，并加设防滑设施，特殊地点

应悬挂警示标志，防止行人摔伤和冰凌坠落伤人事故。

7.调度指挥中心做好事故（事件）的处置和报告工作。发生

影响安全生产和职工群众生活等冬季“三防”事故（事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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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迅速有效处置。矿井发生暴雪、大风等威胁矿井安全；供电系

统发生故障无法保障通风、提升、排水等系统安全运行；双回路

电源引自同一区域变电所不同母线端的矿井遇预警等级橙色以

上的极端天气或因故障导致矿井单回路供电及其他紧急情况时，

必须立即停止作业、撤出井下作业人员，并及时报告集团公司和

上级有关部门。

8.党群工作部做好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

手段加强防寒、防冻、防火、防风雪和应急处置及消防知识的宣

传教育，提高职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消防器材的操作技能。

三、监督检查

（一）10 月 15 日后，冬季“三防”办公室组织开展多种形

式的冬季“三防”工作监督检查，“三防”工作每月至少进行一

次检查，并对检查问题进行跟踪整改、闭合管理。

（二）参加“三防”检查的部门及人员：调度指挥中心、安

全监察部、生产技术部、机电部、运输部、后勤保障部、供应部、

销售部、恒源芬雷公司、东风井项目部等相关单位部门“三防”

负责人。

（三）各相关成员单位对业务范围内的冬季“三防”工作开

展自评自查。

（四）检查人员要对检查的问题负责，凡因检查不认真、走

过场，检查过后出现问题，追究检查人员责任。

（五）调度指挥中心负责将检查的问题汇总，以“五定”表

形式督导相关单位进行整改，对拒不整改或整改延期的责任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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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给予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 2000 元绩效考核并在生产会上通

报批评。

（六）因冬季“三防”工作不力造成大面积停电、井筒结冰、

重要设备不能正常运转或其他重大安全隐患等情况的，按照集团

及公司相关规定对责任单位、人员问责。

（七）因“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工作不力，导致造成安全

生产事故的，给予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 2000 元绩效考核并通报

批评。

附件：招贤矿业公司 2023 年冬季“三防”应急救援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