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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有限空间作业专家指导服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及省委防风险保安全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进一步突出

工贸行业重点企业，强化有限空间作业中毒风险防控。通过对重

点县的指导帮扶，以点带面、示范引领各地区全面开展专家指导

工作，帮助一线监管执法人员提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水

平，指导企业提高有限空间作业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改质量，总结

提炼行之有效的措施办法，着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坚决遏制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较大事故发生。

二、工作内容

（一）严格落实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控措施。通过专家

指导服务推动企业落实监护人负责制，进一步突出污水处理设施

设备、槽罐、纸浆池、腌制池等风险较高的有限空间，突出清理

清淤、检维修等高风险作业，严格落实有限空间警示标志、隔离

措施、装备配备、作业审批、作业条件确认、应急处置、承包方

管理等各项安全管控措施。

（二）切实提升企业负责人和监管人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水平。专家组按照“动员培训、现场会诊、交流研讨、讲

评反馈”四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开展指导服务工作。重点县企业

负责人、监管执法人员和当地专家全程参加，通过现场实训，切



- 3 -

实提高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三）推动建立健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专家组

协助重点县研究适合本地行业实际的物理隔离、电子围栏等先进

技术手段，探索改进工艺设备设施等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的措施办

法，以及专业作业队伍外包管理模式。深入一线，加强调查研究，

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不断健全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的长

效机制。

三、进度安排和工作要求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3 年 5 月 20 日前）。省应急厅结

合冶金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进行动

员部署和专题培训，制定工作方案，确定开展指导服务的重点县，

为各地区提供工作指导手册（详见附件 2），明确工作内容、方

式方法和具体要求。各市应急局要明确一名联络员，每月报送工

作进展情况；要摸清重点企业底数，登记建档，严防失控漏管。

（二）指导服务阶段（2023 年 5 月至 7 月）。省应急厅组织

成立 4 个专家组对 16 个重点县开展现场指导服务，各市应急局

也要按照统一模式对辖区内重点企业全面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各

级应急管理部门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聘请专家等方式加强技术

力量支撑。

（三）检查评估阶段（2023 年 8 月至 10 月）。各市应急局

要对重点县专家指导服务情况进行“回头看”检查评估，总结成

效、梳理经验、发现不足。市县应急管理部门要结合全省冶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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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工贸重点企业有限空间作业
专家指导服务分组及重点县名单

序号 分组 市 重点县 重点行业 企业数量

1 第

一

组

太原市 清徐县 酒制造，酱油、醋酿造等 10

2 阳泉市 平定县 酒制造等 5

3 临汾市 曲沃县、襄汾县 酒制造、造纸等 4

4 第

二

组

大同市 云州区、阳高县 造纸、酒制造等 8

5 晋城市 开发区 印染等 1

6 运城市 稽山县、永济市 造纸等 10

7 第

三

组

忻州市 定襄县 印染等 1

8 吕梁市 汾阳市、交城县 酒制造、造纸等 44

9 长治市 上党区 造纸等 1

10 第

四

组

朔州市 右玉县 果菜汁及果菜汁饮料制造等 5

11 晋中市 平遥县、祁县 酒制造、造纸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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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年工贸重点企业有限空间作业

专家指导服务工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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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导服务工作安排

一、分工安排

省应急厅组织 4 个专家组对 16 个重点县开展工贸重点企业

有限空间作业专家指导服务。

二、重点工作任务

1.全面培训。召开动员培训会，针对重点县及所在市相关安

全监管执法人员、当地专家、相关企业负责人、监护人员等，开

展警示教育和专题知识培训，推动提高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防

范意识和能力。

2.现场示范。选择部分工贸重点企业开展现场指导服务，推

动企业落实监护人负责制，进一步突出污水处理设施等风险较高

的有限空间，突出清理清淤、检维修等高风险作业，严格落实各

项安全管控措施。通过现场会诊，示范专家指导服务工作模式。

3.咨询指导。通过现场交流研讨、远程咨询支持等方式指导

帮助重点县制定完善本地工贸重点企业专家指导服务方案，全面

开展辖区内工贸重点企业专家指导服务。

4.研究探索。推动重点县研究适合本地行业实际的物理隔

离、电子围栏等风险防控手段，探索改进工艺设备设施等提升本

质安全水平的措施办法，以及作业专业外包管理模式。

5.总结提升。深入一线，加强调查研究，总结行之有效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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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做法，不断健全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

三、工作要求

1.廉洁自律。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

不得收受任何企业和个人的礼品、礼金、特产等，不得接受企业

宴请。遵守企业对外来人员的安全管理要求，保守企业技术、商

业、信息秘密。

2.专家管理。严格遵守各项工作纪律，听从组长指挥，统一

行动。专家派出单位要加强对指导服务专家的管理，及时撤换不

能胜任指导服务工作要求或违反工作纪律的专家组成员。

3.定期总结。每月汇总各专家组和各省、重点县工作进展情

况，形成工作简报。指导工作完成后，形成专家指导服务总结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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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导服务工作程序

一、指导服务前准备

（一）配备防护装备。专家组配备泵吸式气体检测报警仪等

必要的防护装备。

（二）收集重点企业情况。专家组与指导服务的重点县应急

管理部门沟通，收集《工贸重点企业基本信息统计表》。

（三）做好行前沟通工作。省应急厅联系重点县所在市应急

局，协商具体日程安排，印发专家指导服务工作函，通知重点县

做好专家指导服务的组织协调。

提醒：专家指导服务不是督查检查，请各重点县不要在专家

组开展工作前，统一组织对相关企业进行执法检查。

二、专家现场指导服务

现场指导服务按照动员培训、现场会诊、交流研讨和讲评反

馈等 4 个环节开展工作。

（一）动员培训会。

重点县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召开专家指导服务动员培训会。会

前组织开展微信问卷星测试，了解安全监管人员和企业主要负责

人、监护人员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知识的掌握情况。

会议由重点县所在地省应急厅冶金工贸安全监管处主要负

责人主持，市、县应急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和监管执法人员，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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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专家，工贸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负责人）参

加。省应急厅视情况，组织其他各市应急局和重点县应急局有关

负责人一并参加。

动员培训会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1.组织开展有限空间作业事故警示教育。

2.专家组组长介绍指导服务工作安排，对指导服务事项进行

讲解，并对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

（二）现场会诊。

1.专家组和重点县应急局共同确认现场指导服务企业名单。

重点县应急局提前告知现场指导服务企业，准备相关资料。

2.每家企业指导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半天。

3.采取“边服务边反馈”“服务与示范并行”的模式，通过

查阅资料、现场查看、沟通交流等方式，对照《工贸重点企业现

场会诊表》开展现场会诊。

查阅资料。重点查看企业有限空间安全管理制度、有限空间

台账、培训记录、发包协议、审批单等作业记录、应急预案及演

练记录、防护设备台账及检验检测报告等资料。

现场查看。主要查看企业污水处理设施、生产工艺中容易产

生硫化氢等有毒气体有限空间的安全警示标志、隔离措施，以及

装备配备和人员使用情况。

沟通交流。了解企业主要负责人、监护人和一线作业人员对

有限空间安全风险认知和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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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小结。每天工作结束后，专家组召开碰头会，汇总分析

会诊情况、问题清单和整改建议。

（三）交流研讨会。

专家组组长主持，与省、市、县安全监管执法人员，当地专

家和企业代表开展交流研讨，重点研讨以下内容：

1.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经验做法、问题和薄弱环节。

2.重点县对本地所有工贸重点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的工

作方案。

3.适合本地行业实际的物理隔离、电子围栏等风险防控手

段，以及工艺设备设施改进的措施办法。

4.听取各方面对专家指导服务工作以及部门规章、国家标准

制修订的意见建议。

（四）讲评反馈会。

会议参加范围同动员培训会。会议由省应急管厅冶金工贸安

全监管处室主要负责人主持，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1.专家组长就发现的典型问题进行分析和讲评（PPT 形式），

对重点县下一阶段工作提出要求。

2.重点县应急局负责同志部署下一阶段本地专家指导服务

工作。

3.省应急管厅冶金工贸安全监管处室主要负责人对全省工

贸重点企业有限空间专家指导服务提出要求。

完成重点县指导服务后，专家组应及时进行总结，形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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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改建议清单，将专家指导服务工作推进情况统计表、讲评反

馈 PPT 和指导服务工作报告等材料报交省应急厅。

三、指导重点县全面开展本地专家指导服务

在重点县全面实施辖区内所有企业专家指导服务阶段，专家

组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及时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服务。

四、检查和评估

各市应急局要对重点县专家指导服务情况进行“回头看”检

查评估，总结成效、梳理经验、发现不足。市县级应急管理部门

要结合全省冶金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

动，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发现仍不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控措

施的企业，要依法严格处罚。省应急厅适时组织有关专家组成督

导组开展检查和抽查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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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贸重点企业现场会诊表
企业名称： 指导服务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项目 会诊要点 方式方法 问题描述 问题图片 整改建议

一

“关键少

数”职责落

实

1. 主要负责人作为

第一责任，应当熟悉

本企业存在中毒风险

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

防范措施。

 查阅资料：

（1）主要负责人是否依法履行

有限空间安全管理职责。

（2）监护人（作业负责人）是

否落实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安全

管理职责。

 沟通交流：

（1）与主要负责人沟通，了解

其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认

知，以及存在中毒风险有限空间

作业的风险管控情况。

（2）与监护人（作业负责人）

沟通，了解其对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知识、防护设备操作技能掌握

以及职责落实情况。

（3）与作业人员沟通，了解企

业主要负责人、监护人（作业负

责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情

况。

2. 监护人（作业负

责人）应当具备有限

空间作业相适应的安

全知识和气体检测报

警、机械通风、呼吸

防护、应急救援等器

材、设备的操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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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会诊要点 方式方法 问题描述 问题图片 整改建议

二

有限空间

安全管理

制度

3. 企业应当制定有

限空间安全管理制

度，明确安全培训、

作业审批、操作规程

和应急救援等方面的

要求。

 查阅资料：

（1）企业是否建立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管理制度。

（2）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制

度是否具备科学性、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

 沟通交流：

与有限空间作业相关人员沟通，

了解其是否掌握有限空间作业

安全管理制度。

4. 有限空间安全管

理制度应当符合企业

实际情况，具备科学

性、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

三

有限空间

管理台账

和安全警

示标志

5. 企业应当建立有

限空间管理台账。

 查阅资料：

（1）是否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

账，台账是否完整、准确，符

合企业实际情况。

（2）存在硫化氢、一氧化碳等中

毒风险的有限空间是否纳入台账。

 现场查看：

（1）现场抽查存在硫化氢、一

氧化碳等中毒风险的有限空间，

核验是否纳入台账。

（2）有限空间入口处等醒目位

置是否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或风

险告知牌，危险因素和管控措施

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6. 有限空间出入口

醒目位置应当设置安

全警示标志或安全风

险告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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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会诊要点 方式方法 问题描述 问题图片 整改建议

四
有 限 空 间

安全培训

7. 企业应当每年至

少组织一次专题安全

培训。

 查阅资料：

查阅有限空间作业专项安全培

训记录，核查培训内容是否具

有针对性、培训范围是否覆盖

相关人员。

 沟通交流：

与审批人、监护人（作业负责

人）、作业人员等相关人员沟

通，了解其对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风险、作业程序和防范措施

掌握情况。

8. 相关人员应当了

解有限空间作业安全

风险、作业程序和防

范措施。

五

有 限 空 间

安 全 隔 离

措施

9. 企业应当在可能

产生有毒物质的有限

空间出入口，采取上

锁、设置隔离栏、隔

离网等物理隔离措

施。

 现场查看：

可能产生有毒物质的有限空间

出入口，是否采取上锁、设置

隔离栏、隔离网等物理隔离措

施。

六
有 限 空 间

作业审批

10. 作业审批人、审批

流程应当符合本企业

作业审批制度要求。

 查阅资料：

（1）查阅作业审批单，作业审

批人、审批流程是否符合作业

审批制度要求。

（2）作业审批单是否明确监护人

（作业负责人）等相关人员，有限

空间危险因素辨识是否准确，风险

管控措施是否符合实际。

11. 作业审批单应当

明确相关人员，准确

辨识危害因素，并制

定符合实际的风险管

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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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会诊要点 方式方法 问题描述 问题图片 整改建议

七

现 场 条 件

确 认 和 全

程监护

12. 作业前，监护人

（作业负责人）应当

对通风、检测等风险

管控措施逐项进行确

认，对作业人员进行

安全交底。

 查阅资料：

查阅作业审批单等作业记录，

核查是否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

交底、是否有气体检测记录，

是否对安全防护措施进行了确

认。

 沟通交流：

与监护人（作业负责人）、作业

人员交流，了解作业过程中，

企业是否落实全程监护、通风

和气体检测等要求。

13. 作业过程中，监

护人（作业负责人）

应当全程进行监护，

持续检测气体浓度并

进行机械通风。

八

防 护 和 应

急 装 备 配

备与使用

14. 企业应当配备与

作业环境危险有害因

素相适应的气体检测

报警仪器、机械通风

设备、正压式空气呼

吸器或者高压送风式

长管呼吸器、安全绳

索等劳动防护用品和

应急救援装备。

 现场查看：

（1）企业是否配备气体检测报

警仪器、机械通风设备、正压

式空气呼吸器或者高压送风式

长管呼吸器、安全绳索等劳动

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

（2）防护用品和装备是否能够

正常使用，气瓶、气体检测报

警仪是否定期检验、检定或校

准等。

（3）监护人（作业负责人）、

作业人员、救援人员是否能正

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和

应急救援装备。

15. 劳动防护用品和

应急救援装备应当能

够正常使用，气瓶、气

体检测报警仪应当定

期检验、检定或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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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会诊要点 方式方法 问题描述 问题图片 整改建议

16. 监护人（作业负

责人）、作业人员、

救援人员能够正确佩

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

品和应急救援装备。

九
承 包 方 安

全管理

17. 企业应当与承包

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

生产管理协议，或在

承包合同中明确各方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查阅资料：

（1）企业是否与有限空间作业

承包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

管理协议或在承包合同中明确

各方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2）企业是否将有限空间作业

发包给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承

包单位。

（3）企业是否对承包单位有限

空间作业进行审批和现场监

督。

18. 企业应当对承包

单位有限空间作业进

行审批和现场监督。

十
应 急 预 案

与演练

19. 企业应当制定有

限空间作业事故应急

预案，预案应当符合

企业实际，具备科学

性、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

 查阅资料：

（1）是否制定有限空间作业事

故应急预案，应急预案是否具

有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是否定期开展有限空间作

业事故应急演练。

 现场查看：

抽查企业开展应急演练，查看

企业应急演练效果。

20. 企业应当定期开

展有限空间作业事故

应急演练。



- 18 -

工贸重点企业基本信息统计表

序号 市 县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所属

行业

细分

行业类型

重点有限

空间类型

是否有污水

处理设施

有限空间作业

是否外包

注：1.所属行业：填写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或商贸。

2.细分行业：填写造纸，印染，酒制造，果菜汁及果菜汁饮料制造，酱油、醋酿造等细分行业类型。上述

细分行业类型外，其他存在硫化氢等中毒风险有限空间作业的企业按实际所属行业填写。

3.重点有限空间类型：填写污水池、纸浆池、发酵池等容易导致中毒事故发生的有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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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导服务工作推进情况统计表
专家

组序

号

组长姓名
联系电

话

服 务

重 点

县 基

本 情

况

重点县

名称

企业

类型
造纸 印染 酒制造

果 菜 汁

及 果 菜

汁 饮 料

制造

酱油、

醋酿造
其他

企业

数量

（家）

工作

总体

情况

工作时

间（天）

地方专家参加

人员数量（人）

市、县部门监管参

加人员数量（人）

培训

工作

开展

情况

培训

对象

基层安

全监管

人员

企业主要

负责人

企业安全

管理、监护人

员

地方

专家

培训人

数（人）

服务

企业

情况

服务企

业类型
造纸 印染 酒制造

果 菜 汁

及 果 菜

汁 饮 料

制造

酱油、

醋酿造
其他

企业数

量（家）

发现

问题

情况

问题总

数量

（个）

重大隐患数量

（个）



- 20 -

现场会诊企业应备资料清单

企业应提前准备好所需的各类资料，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内容：

1.企业有限空间管理制度（操作规程）、有限空间台账。

2.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培训计划和记录。

3.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防护及应急救援装备台账和相关检定

/检验记录。

4.有限空间作业记录，包括审批表或作业票、现场安全交

底记录、气体检测记录等。

5.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应急预案、应急演练记录。

6.涉及发包作业的，企业与承包单位签订的安全生产管理

协议或合同。



- 21 -

专家指导服务报告编制要求

指导服务工作完成后 5 日内，各专家组提交现场指导服务

工作总结报告。报告内容主要包括概述、专家组指导服务情况、

对工贸重点企业指导服务发现的突出问题进行剖析等，报告格

式如下：

（一）重点县工贸重点企业有限空间安全管理基本情况。

1.工贸重点企业基本情况。

主要行业、企业数量、安全管理现状等。

2.工贸重点企业有限空间安全监管执法基本情况。

日常监管执法的主要措施做法等。

（二）专家现场指导服务开展情况。

专家组在重点县开展指导服务的主要工作，应分段阐述“动

员培训、现场会诊、交流研讨、讲评反馈”4 个环节工作情况。

（三）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

根据现场指导服务企业的情况，把问题进行梳理、整合，

归纳总结，着重说明突出问题。

（四）发现的经验做法、工作亮点。

从地方监管部门和企业两个层面，发现和提炼行之有效、

可推广复制的方法、手段、措施。

（五）下一步工作建议。

根据专家指导服务情况，就如何完善专家指导服务方式、

推动地方工作、修改规章标准等提出工作建议。



- 22 -

（此件公开发布）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2023 年 5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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