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多发，下一步如何治理？

临近年底，如何防范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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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超过3亿
辆，今年以来全国已经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1万
多起并造成人员伤亡。这集中反映了电动自行
车消防安全治理的紧迫性、严峻性、复杂性。”应
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局长琼色说。

琼色表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治理涉及生
产、销售、使用等多个环节，私自改装和违规使用
的管理难度很大，特别是不少城乡居民习惯将电
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充电，有的还停放在门
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公共区域，一旦起火燃
烧，产生的高温有毒烟气很快能充满整个空间和

通道，导致疏散、逃生困难，造成人员伤亡。对
此，就应急管理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而言主要做
三方面工作，包括强化综合治理、强化执法检查、
强化宣传提示。

“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加强源头管
控和综合治理，推动建设更多停放、充电场所，
跟进出台这些场所的消防安全标准，推动实施
固定充电场所电价优惠政策，为公众安全规范
使用电动自行车提供更好保障。”琼色说，“同时，
指导物业管理单位加强巡查检查，及时制止违法
违规行为。”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暴雪冻雨侵袭
内蒙古东北地区
库伦旗最深积雪达50厘米
东北多条高速公路封闭

■状况 通辽连发3次暴雪红色预警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有关部门获悉，目前通辽市正
经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的暴风雪天气，11月 5日 20时至 11
月8日7时，通辽市降水量30毫米以上的气象站点达24个。11
月 7日 8时至 11月 8日 8时，通辽市科尔沁区、库伦旗、奈曼旗
出现特大暴雪、大暴雪，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等5
个气象站突破历年降雪量日极值，库伦旗最大积雪深度达 50
厘米。全市大部分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机场跑道临时关闭。

针对此次降雪过程，通辽市气象部门发布多次预警信号，
其中有3次暴雪红色预警信号，4次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并
于11月7日11时4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雪大风）II级应急
响应命令。通辽市应急、交通、教育、住建等单位，也实施了应
急响应机制。11月 7日起，通辽市大部分中小学和幼儿园停
课；辖区内G45、G2511、G25 等高速公路临时管制。气象部门
预计，未来3天，通辽市降雪大风天气过程将逐渐减弱。截至8
日16时30分，暴雪导致通辽市8个旗县区受灾，受灾人口5609
人，因灾死亡1人；死亡牲畜176头；受损棚舍2245座。

■应对 内蒙古东北多地启动暴雪应急响应

8日记者从吉林省气象部门了解到，吉林省长春等地迎来
冻雨天气，白城、松原、四平等地遭遇暴雪。受大雪影响，沈阳
多处气膜馆顶棚被压弯，城市周边农户大棚、猪圈被压塌。截
至 8日 8时，辽宁全省除大连、丹东客运站正常开放外，其他市
客运站关闭。营口、锦州、盘锦、葫芦岛港均已停止港口作业和
船舶进出港。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则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预
警。黑龙江省多条高速公路封闭、哈尔滨机场从 8日 9时起封
闭至 9日 12时，关闭超 24小时。吉林省京哈高速、珲乌高速、
长深高速等多条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因道路积雪结冰关闭。
目前，内蒙古及东北地区交通运输等部门已启动应急预案。

吉林长春、白城等地以及辽宁大连等地要求中小学和幼儿
园临时停课或线上学习。长春市应急管理部门通知要求，除直
接保障城市运行的单位外，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弹性工作制。

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多地政府及相关部门表示，已启动气象
灾害（暴雪）Ⅲ级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雪灾和防冻害应急；加
强道路巡查维护；加强市场供应监测等。 （据新华社电）

临近年底，如何防范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热点问题

?

□ 新华社记者 刘夏村

冬季来临，受灾群众救助情况如何？
年底历来是生产安全事故高发期，将如何
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多发，下一步如何
治理？围绕这些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在8
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应急管理部有关
负责人进行了回应。

中央气象台昨日6时发布暴雪蓝色预警。此前从11月6日
至8日，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多个暴雪橙色预警。而内蒙古通
辽针对此次降雪过程发布3次暴雪红色预警信号。

雨，冻雨，暴雪、大暴雪……内蒙古、东北地区交通运输、居
民生产生活受到哪些影响？

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周学文介绍，今年我国洪
涝灾害和往年相比较为严重。1至10月，洪涝灾
害共造成 5890万人次受灾，590人死亡失踪，
351.5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20.3 万间房屋倒
塌。目前还有部分受灾群众因为房屋倒塌处于
过渡安置状态。

周学文表示，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减灾委
有关成员单位组织开展了救灾救助工作，包括
迅速开展应急救助，抢抓时间尽快恢复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精心部署做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
工作。

周学文进一步表示，目前，应急管理部正会
同财政部测算安排中央冬春救灾资金，将会给予
今年洪涝重灾省份一定的倾斜支持。同时已于
近日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这次寒潮来
临前，向部分省份调拨23.7万件棉被和棉大衣等
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
过冬。

冬季来临，受灾群众救助情况如何？

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介绍，当前安全生
产工作面临“三期”叠加：一是年底事故高发期；
二是能源保供高峰期；三是灾害天气多发期。

宋元明表示，针对这些，督促指导有关地区、
部门和单位重点采取多项措施。一是持续加强
督导检查，近期组织国务院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成立了9个工作组，对18个省份开展安全生产明
察暗访；二是推动加强煤矿安全增产保供措施，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具有增产潜力的煤矿
尽快释放产能，在保供的同时加大对违法违规煤
矿的打击力度；三是督促有关部门和电力企业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限电方案，实施
有序限电，推动有关部门和企业制定落实停电应
急预案，并加强演练，严防停电引发的生产安全
事故；四是各地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专业队伍强化
预防检查和安全技术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