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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安办函〔2024〕1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西城

区管委会，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近期省内外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频发，加之，受冬季低温寒冷天

气影响，群众用火、取暖需求激增，安全风险加大。为深刻汲取事

故教训，进一步加强一氧化碳中毒防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现就有关事项提醒如下：

一、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各县区(功能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

汲取事故教训，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安全生产“七查一打”专项行动，把做好一氧

化碳中毒防范作为当前保障群众安全温暖过冬的重要工作抓紧抓

实抓好，坚决遏制一氧化碳中毒事故发生。

二、突出重点排查隐患。各县区（功能区）及教育、公安、民

政、商务、住建、文旅、城管等部门要组织人员力量对使用燃气锅

炉、燃气热水器的住宿场所，使用管道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特别

是使用燃气灶、木炭火锅、卡式炉的餐饮场所，集中供暖尚未覆盖

的学校、工地宿舍、群租房、养老机构等场所开展安全检查，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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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主体加强日常隐患排查和安全管理，有效落实有针对性防范措

施。同时，各县区（功能区）要突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群

体，加大排查和提醒力度，尤其要重点关注使用煤炭、炭火取暖的

家庭和人群，广泛组织发动网格员、基层干部、志愿者等入村入户

反复检查提醒，严防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发生。

三、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各县区(功能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

冬季取暖和一氧化碳中毒事故特点规律，综合运用电视广播、动漫

视频、宣传海报、村广播站等各类宣传载体，通过制作科普视频、

公益广告、张贴宣传画、发放宣传手册和明白卡等方式，突出重点

部位、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普及一氧化碳中毒安全防范措施，动

员开展安全自查，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四、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各县区(功能区）各有关部门要督促

经营主体完善制定应急预案，加强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现场

救援技能，增强应急处置能力，防范衍生事故；卫健部门要督促提

醒医疗机构备齐、备足一氧化碳中毒急救设备和药品，加强应急值

守，提高反应处置能力，随时做好突发事件应对救援准备，最大程

度减少人员伤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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