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石油天然气管道安全保护监管的实施意见 （淄政办发〔2016〕

4 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

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境内石油天然气管道安全保护监管工作，确保石油天然气输送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以下简称《管道保护法》）、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油气输送管道保护和安全监管职责分工》（安

委〔2015〕4 号）和《山东省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办法》（省政府令第 214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

际，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明确管道安全监管责任，确保管道安全保护责任落实到位

（一）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管道保护法》和《山东省石油天然气管

道保护办法》规定，管道安全监管实行属地管理。各级要明确管道安全监管主体，强化安全监管机构

和队伍建设，落实行业管理职能部门，加强配合协作，建立起对本级政府负责、受上级部门监督指导

的安全监管体系。各区县人民政府（含高新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确定的管道保护主管部门、

相关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切实负起本区域内管道设施安全保护监督检查职责，全力做好管道安全

监管工作。

（二）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管道企业是管道安全运行的责任主体，负有管道安全保护的主

体责任。管道企业要严格遵守有关规划、建设、安全生产、质量监督、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认真履

行各项法定责任和义务，接受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监督，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构建自我约束、持

续改进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要严格执行管道设施运行技术规程，建立安全检查、维修维护、事故抢

修等安全管理制度；设置明显的安全保护警示标志，配备专职人员巡回检查；设立并向社会公布抢修

电话，实行 24 小时值班。要加强应急队伍建设，提高人员专业素质，配备完善安全检测及应急装备，

定期组织演练，及时排除、处理各类故障和事故。要制定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并报管道所在县



级以上管道保护主管部门备案；管道停止运行、封存、报废的，管道企业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

施，并报所在地县级以上管道保护主管部门备案，确保管道安全运行。要积极配合管道保护主管部门

的工作，严格落实主管部门提出的安全要求。

二、严格新建管道审批管理，确保依法依规建设

（一）严格规范管道规划设计审批。管道建设规划应当依法纳入当地城乡规划。管道建设单位

必须将管道建设选线方案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建设。管道

建设项目经批准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并在开工 30 日前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道保

护主管部门报告。

（二）严格新建、改建和扩建管道报备制度。管道企业在管道规划、选线阶段，必须向管道保

护主管部门报告管道保护方案。管道保护主管部门要对管道建设进行全过程监督管理，监督企业严格

落实管道建设保护方案。管道企业应当自管道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60 日内，将竣工测量图报所在地

县级人民政府管道保护主管部门备案。按照《淄博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向城建档案

和地下管线管理机构移交地下管线建设工程档案资料。

三、加强管道保护和管理，确保管道安全运行

（一）抓好管道安全告知制度落实。管道企业应采取多种措施，将有关管道安全保护的法律、

法规等内容和要求以及管道安全运行的相关信息告知沿线单位和群众，持续做好管道沿线各类标志物

的完善和维护。区县管道保护主管部门要检查督促管道企业告知制度的落实，不断提高群众管道保护

的法制观念和安全意识，引导建立社会关心、群众理解、大众参与的管道安全保护工作格局。

（二）切实发挥管道保护专家库作用。要进一步突出专家库在管道保护工作中的技术支撑作用，

专家库专家在市油区办的组织下参与有关较大以上油气管道安全事故调查，为事故原因分析、责任认

定提供理论技术依据；参与有关油气管道督导检查活动；参与对较大以上危险源、较大以上安全事故

隐患进行评估、论证及隐患整治后的验收工作；参与制订较大以上事故的现场应急施救技术方案；为



制订完善有关油气管道保护工作发展规划、法规、政策、标准及全市油气管道保护工作形势的分析预

测等提供技术支持；为油气管道保护工作提供其他技术咨询和专业服务。

（三）严格第三方施工管控。第三方施工是造成管道泄漏事故的重要因素，加强第三方施工管

理尤为重要。住房城乡建设、铁路、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热力、城市燃气等管道沿线相关行业

在编制有关规划方案时，以及建设单位在施工前，应到城建档案和地下管线管理机构查询建设区域的

地下管线现状资料，并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测绘单位进行现场核查；无现状资料的，建设单位应委托

有资质的测绘单位进行探测，充分考虑对管道安全的影响。新建或改扩建项目，如涉及管道安全，应

邀请管道主管部门和管道企业参加项目审查。第三方建设单位在管道非安全距离内施工，应当在施工

前向管道所在地区县管道保护主管部门申请批准。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管道中心线两侧 5 米范围内

施工为一级，5-50 米范围内施工为二级，50-200 米范围内施工为三级，要分级别做好施工管控，强

化责任，加强风险识别和评估，与管道企业协商确定施工作业方案，签订安全防护协议，严禁在地下

情况不明时盲目开挖作业。对于已批准作业的第三方施工，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 7 日前书面通知管道

企业，管道企业要指派专人到现场进行管道保护安全指导。建设单位在施工中发现可能影响既有地下

管道安全的，要立即停工，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并通知有关单位进行处置。管道企业要加强巡线力度，

对第三方施工要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处置。对管道周边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违法行为，区

县管道保护主管部门要联合相关部门依法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四、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督办制度，严格安全责任追究

管道企业要建立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体系，对管道安全运行实行目标管理，定期调度、考核，并

按照《安全生产法》要求，建立健全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要坚持技防、人防相结合，不断创

新完善巡线手段，对排查确认的各类事故隐患，第一时间上报所在区县管道保护主管部门，并认真制

定整改计划，做到责任、措施、资金、时间及应急预案“五落实”；各区县管道保护主管部门在接到

企业隐患报告后，要及时组织查处整改；各级政府要完善管道安全联合督导工作机制，严格实行安全



隐患治理督办制度，对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力的，要依法依规追究责任。要加大行政问责和监察力度，

对因监管不到位，导致发生乱挖、乱建、乱钻，形成占压、安全距离不足等新增管道安全隐患的，要

按照规定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要严格安全事故责任追究，认真调查、处理管道安全事故，依法

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要强化管道安全社会监督，设立有奖举报制度，鼓励群众举报重大事故

隐患和侵占、破坏、盗窃、哄抢管道设施及输送的石油、天然气等违法犯罪行为，对群众举报的各类

问题，有关部门要认真进行调查处理。

五、加强组织领导

管道安全事关发展和稳定大局，做好管道安全保护监管工作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各级政府

要切实把管道保护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工作措施，扎实组织做好管道安全保护监

管的各项工作。各级管道保护主管部门要按照《管道保护法》的规定，切实发挥安全监督管理职能，

指导监督有关单位履行管道保护义务，依法查处危害管道安全的违法行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本着对

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严格履行好管道保护工作的职责，创新完善与管道企业的合作机制，及时

加强沟通交流，采取有效措施，帮助管道企业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实际困难和具体问题，确保管道安全

运行。

本意见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 年 5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