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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筑牢后亚运时代的安全基石
傅静之 陈朝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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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发展与安全·聚焦浙江省首批“安全发展鼎”

连续 5 年未发生一次死亡 10 人及以上的事故灾难、自然灾害；县市

区连续 5 年未发生一次死亡 3 人及以上的事故灾难、自然灾害；一旦发生

相应事故，捧回的“安全发展鼎”即被收回，前期累计年限归零⋯⋯稳稳地

守住安全底线，对于一座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来说，不可不谓“千斤重

担系于一身”。

近日，杭州及下辖西湖、滨江、余杭、钱塘 4 个区首度捧回浙江省委、

省政府颁发的“安全发展铜鼎”。这离不开当地“五年如一日”，以“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为根本遵循，紧盯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类风险，用心

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身边的安全问题，有力有序有效化解一系列重大安全

风险，聚心聚力聚势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持续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

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逐步构建‘大安全、大应急、大减

灾’工作格局”。

潮起钱塘江，澎湃亚细亚。2023
年，杭州因成功举办第 19 届亚运会而
举世瞩目，并为世人留下了美好的亚运
盛会记忆和人间天堂印象。在这场安
全应急的大考中，杭州不仅交出了高分
答卷，也为大型赛事的安保工作积攒了
宝贵的经验：

在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值
守基础上，有效整合行业部门应急值守
力量，组建城市安全值班值守专班，市、
县两级贯通运行城市安全值班值守机
制，形成“应急值守更到位、信息报送更
及时、应急指挥更有力”工作格局；创新
出台《乡镇、村社短临极端天气灾害防
范应对双十条工作举措（试行）》，解决
短临极端天气灾害防范应对难点痛点
问题，真正发挥“乡自为战、村自为战”
作用；探索建立“60 日隐患暗访督办闭
环法”并持续深化运行，紧盯事故易发
多发重点领域，对事故隐患进行常态化
排查和穷追猛打，做到隐患第一时间发
现、第一时间治理、第一时间销号，为有
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奠定了坚实基
础。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举办这样
一场备受瞩目的国际赛会，光有忧虑意
识显然不够，杭州采用科学的动态布局
实施精准防控：聚焦易发多发群死群伤
事故的重点单位、县乡村重点区域，在
假期及赛时重点时段，对照重大项目、
重点单位、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四重清
单”开展包干下沉督导，清单化推动风
险精准防控；此外，充分利用数字优势，
开发集成综合预警、风险防控、预案演
练、应急处突为一体的“亚运一张图”，
上线重点区域、重点领域“一本账”，“平
战一体”加强亚运公共安全全过程管
控；突发事件发生后，在相关区县市专
班开展先期应急处置的基础上，同步通
过可视网络或设备进行联网，视情协调
相关行业部门调派力量共同开展应急
处置，已基本实现城市“135 救援圈”和

农村“15分钟救援圈”的到场处置。
亚运会后，杭州迎来了演唱会等大

型赛事密集举办的黄金期。截至目前，
“大小莲花”共举办赛演、企业活动 17
场，总观众人数超过 48 万人。尤其是
4 月 18 日—21 日，“大莲花”举办的演
唱会，不仅场内座无虚席，连场外都挤
满了许多没有抢到票的市民和游客。
为此，杭州市及滨江区聚力做好“前、
中、后”三篇文章，为演唱会平稳进行保
驾护航。

首先，要求主承办方报备方案，并
制定相应应急预案；委派第三方安全服
务机构专家驻场对舞台进场搭建进行
全程监管，其间共发现问题隐患32处，
均已要求舞台搭建方立即整改；建委、
公安、消防等部门针对临时设施、消防
通道等方面开展专项检查，确保场馆设
施安全。活动期间，开展常态化值班值
守，组织 21 家单位以“线上+线下”模
式开展 24 小时值班；每日演唱会结束
后，利用“天网”工程，紧盯观众撤场工
作，对于撤场中出现的堵点，及时联系
疏通，确保观众退场安全；4 月 21 日活
动结束后，及时联系演唱会主承办方，
明确撤场时间及撤场要求，安排专人全
程监管拆台撤场，确保平安闭环。

正是因为有了亚运安保经验的“压
阵”，在“全过程强化演唱会应急保障”
方面，杭州在严阵以待的同时底气十
足。尤其是“大莲花”所在的滨江区，依
靠科学的排兵布阵和一线的指挥调度，
每逢大型演唱会就集结执法人员，以杭
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为核心区进行布控，
明确责任区域划分，细化巡查管控到
人；同时，通过“现场指挥部驻点+体育
场内步巡”分片分段管控的方式，持续
坚守到演唱会结束观众散场。此外，每
日演唱会结束后，现场指挥部都会召开
复盘会，研判明日管控形势，优化调整
执法力量部署，确保演唱会期间安全形
势稳定。

赛事保障毫不含糊
统筹机制临危不乱

余杭区良渚街道是典型的城郊接合
部，下辖 46 个村社，服务人口近 60 万。
近年来，街道围绕全力构建“1中心+5片
区+46村社”立体应急消防格局，并建立
健全应急消防管理站统筹机制，“一个口
子”开展安全生产、防汛防台、森林防灭
火、消防等应急管理全领域监管。去年
以来，街道不仅顺利完成良渚亚运火种
采集安保等重要任务，辖区内生产安全
事故与火警、火灾数还实现了“三下降”。

良渚街道的相关做法，只是杭州持
续构建搭稳基层消防应急治理体系“四
梁八柱”的典型案例之一——出台《杭

州市基层应急消防管理站建设规范（试
行）》《杭州市达标应急消防管理站规范
化创建评定办法》《杭州市基层应急消
防管理站工作规范》等标准规范，通过

“三年改造提升计划”，推动落实“四个
一”工作机制⋯⋯目前杭州全市 194 个
乡镇（街道）、功能区，已建成184个基层
应急消防管理市级达标站，并通过实施
现代社区应急体系建设“1433”路径，逐
步实现从乡镇（街道）向村（社区）延伸。

聚焦基层末梢，滨江区通过推进体
系建设、落实排查整治、强化预警叫应
等方式，不断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

力，切实打通应急
救 援 最 后 一 公 里 。
该区还以民兵、专职消
防 救 援 队 为 主 力 ，水
利、电力、建设等部门
专业技术抢险力量为
支撑，同时整合党员干部、社区工作者、
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等各方力量，
全区67个社区全部组建了一支30人的
应急突击队，确保遇到突发险情时能够
第一时间开展救援。

危化品行业整治方面，杭州市积极
开展危化品使用企业专项整治，钱塘区

应急管理局重点
围 绕 企 业 危 化 品

储存和使用场所是
否 采 取 可 靠 的 安 全 措
施，企业是否严格落实
安全评价报告、专家意

见书的整改内容等内容进行检查，并坚
持“有感服务”，以“送检上门”的形式，
带领专家团队入企开展服务，帮助企业
进一步了解生产安全现状，指导企业完
成安全隐患整改、应急预案修订等；同
时，坚持“无感监管”，在送服务上门的
同时尽量不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

壮大基层应急力量 专项整治渐入佳境壮大基层应急力量 专项整治渐入佳境

在数字化改革的东风吹拂下，杭州
系统推进智慧应急建设，直面“全灾种”
管理带来的挑战，建设“全域覆盖、分级
汇聚、纵向联通、统一管控”的数字应急
管理体系，打造防汛防台、安全生产和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救援场景，横向归
集 27 个市级部门、纵向对接省级部门，
共享数据 143.5 亿行，提供相关领域数
据专题服务功能1514.9万次，实现数据
高效共享；迭代安全生产数字监管新引
擎。拓展前端物联感知，升级视频 AI
算法，承接应急管理部大模型创新试
点，截至目前，已扩展视频监控汇聚能
力至 50 万路，迭代视频算法分析至 18
类，治理点位场景标签67000余个。

家住浙大求是新村的陈奶奶是一位
孤寡老人，由于年事已高、听力不济，煮菜
时忘了关火，还好家中的烟雾传感器及时
发出报警声，提醒陈奶奶第一时间关掉了
天然气，并在随后赶到的工作人员帮助下
第一时间解除了险情。

经过对历年安全事故的分析和区
域安全风险隐患趋势的研判，西湖区将
全域安装智慧电感、智慧气感、智慧烟
感（即“智慧三件套”）和电梯智能阻车
系统等智慧物联感知设备作为利民安
民的重大举措来抓，认真研究制订实施
方案，并着力在实用管用好用上下功夫
见成效。该区在孤寡独居老人户、残疾
人户、沿街商铺、商场超市、生产企业、
出租房、学校、医院等具有用电用气用
火安全风险的住户、单位和场所，全覆
盖安装“智慧三件套”14 万余件，使
1300 余名群众免于事故危害，挽回经

济损失 1800 余万元，真正使末端的风
险隐患感知有了触角。同时，在全区90
个住宅小区 988 幢高层住宅安装电梯
智能阻车系统 2314 部，有效降低了居
家充电引发火灾事故的概率。

在“智慧三件套”的基础上，西湖区
持续迭代开发“1+10”城市安全风险管
控平台，着力解决好“预警”这一安全风
险管控的核心问题。其中的“1”，即一个
管控平台；“10”，是将消安卫士、台汛卫
士、巡安卫士、企安卫士等 10 个子场景
逐步跨接到管控平台，使不同场景的风
险隐患信息即时通过管控平台预警，提
升预警能级和处置成效。与此同时，平
台将对各场景逐步建立指数算法，按权
重形成综合安全指数，以量化手段即时
评估和衡量城市安全状况。根据不同卫
士场景的安全指数，测算出各镇街的安
全风险管控力指数，用绿、黄、红三色进
行赋色预警，与基层治理有效衔接，为指
挥决策和风险防范提供可靠依据。

余杭区搭建“城市 CT 智治平台”，
形成以“全面体检+重点复诊”为核心的
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模式，构建更有
韧性的城市安全生态；同时，加快推动
应急消防融入“141”基层治理体系，在
余智护杭平台添加“应急消防”跑道，探
索安全隐患分级分类监管基层实践，纵
深推进基层应急消防能力现代化建设。

钱塘区突破传统监管模式，创新使
用物联网手段，搭建“民匠有约”平台，
集人才数据库、动态用工池、物联网远
程设备监管、企业特种设备用工数据管
理等功能于一体，突出生产和劳务实用

性，解决安全监管难题，对电气焊等特
种作业劳务、招聘难的痛点提供综合解
决方案，搭建企业与特种作业人员供需
双方的桥梁⋯⋯

安全稳定的环境是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的题中之义。杭州定不负“安全发

展鼎”的褒赞与期许，以“勇立潮头方显
担当”的扛鼎之姿，着力强基固本、致力
长治久安，稳稳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与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基石，持
续推动“八八战略”杭州实践走深走实。

数字赋能大显身手 智慧应急持续迭代

钱塘区送服务进企

亚运会期间，余杭区应急管理部门赴闲林街道、余杭街道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滨江区在“大莲花”检查演唱会准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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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杭州市应急管理局提供）（本版图片由杭州市应急管理局提供）

55个设区市个设区市

24个县（市、区）2424个县个县（（市市、、区区））

杭州市打造“安全365”宣传品牌，筑牢应急文化根基。

杭州市西湖区、杭州市滨江区、杭州市余杭区、杭州市钱塘区、宁波市海曙区、宁波市江北区、温州市龙湾区、文成县、泰顺县、安吉县、

嘉兴市南湖区、嘉兴市秀洲区、海盐县、桐乡市、绍兴市越城区、新昌县、浦江县、衢州市柯城区、台州市黄岩区、丽水市莲都区、龙泉市、庆元县、遂昌县、景宁畲族自治县

西湖区智慧三件套指挥大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