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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寿五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11·29”
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防范和整改落实情况

评估报告

依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

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 号）有关

规定，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评估工作小组，对 2023 年重庆长

寿五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11·29”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报

告中提出的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2023 年 11月 29 日 10 时许，五宝公司作业人员段某联系廖

某 2 人一起前往养殖区厂房清理猪粪。10 时 30 分左右，王某现

段某、廖某 2 人躺在排污阀（排粪水阀门）操作走道（地下排粪

操作阀门的走道，以下简称“操作走道”）内，王某准备由人行

通气孔下操作走道内进行救援，但从梯子下操作走道过程中感到

头晕目眩脚软就返回了，随即电话告知老板孙某。孙某、孙某某

到达现场后，孙某立即下到操作走道，王某、孙某某在操作走道

上端协助，先后将段某、廖某救起，后孙某晕倒在操作走道内，

孙某某立即下到操作走道救援孙世忠，孙某某也晕倒在操作走道

内。后王某通知了孙某家属和养殖场周围人员帮忙救援。11时 20

分，孙某哥哥来到现场，系上自带的两根麻绳套进入操作走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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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救援，在扇沱村党支部副书记殷某、村三组组长田某的帮助

下，先后将孙某、孙某某救起。经全力抢救，事故造成廖某、段

某、孙某、孙某某 4 人抢救无效死亡，孙某、王某 2 人受伤。经

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重庆长寿五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11·29”

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是一起因违规开展有限空间作业、盲目施救

造成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发生后，成立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长寿区应急管理局、公安局、农业农村委员会、畜牧兽医事务中

心、总工会，长寿区江南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和有关专家组成的重

庆长寿五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11·29”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展

开调查。事故调查报告经市应急管理局批复后公布实施。

二、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组成评估组，依据《重庆长寿五宝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11·29”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报告》（以下

简称“事故调查报告”），评估组根据事故情况，采取调阅事故

原始档案、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检查和听取汇报等方式，对

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估。

三、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对事故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落实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长寿区应急

管理局对重庆市长寿区五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处罚款 125 万元，

尚未执行到位，目前在分期执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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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落实情况

纪委监委机关已对长寿区农业农村委：殷某、郑某；长寿区

畜牧兽医事务中心：王某、刘某、刘某某、胡某、郭某；长寿区

江南街道办事处：阳某、熊某、李某、张某等人立案开展履职情

况调查，目前正在办理当中。

四、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该事故发生单位已停业未生产，长寿区相关部门积极推进事

故整改工作。

（一）畜牧业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进一步完善。长寿区畜牧兽

医中心强化组织领导，调 4 名业务骨干具体统筹安全生产日常事

务，坚持把安全生产理念贯穿到畜牧兽医工作全链条、全过程、

全要素，经常性开展专题会议谋划部署工作、研判安全风险，做

到逢会必讲、逢事必讲、逢患必查。2023 年 12 月以来，专题研

究安全工作 22 次，研判安全风险 4 个，制定印发《重庆市长寿区

畜牧兽医事务中心 2024 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长寿区 2024

年畜牧业安全生产工作要点》《长寿区畜牧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

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年）》《2024 年长寿区畜牧业防汛

抗旱应急预案》等系列文件 20 个，畜牧业安全生产思路更加清晰，

工作措施更加具体，责任更加压实到位。

（二）全面排查整改畜牧业安全生产隐患。一是坚持集中全

面查。事故发生后，深入大型规模养殖场、饲料生产企业进行安

全隐患排查，共排查养殖、饲料企业 44场次，涉及安全隐患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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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23 个，现已全部督促整改到位。印发《畜牧业安全生产工作提

醒》，指导街镇对辖区内中小型养殖场（户）、饲料兽药企业等

经营主体开展安全排查 321 家次，发现安全隐患 182 个。二是坚

持日常监督查。对照《事务中心 2024 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结合重要节假日和重大敏感节点的安全检查，常态化开展安全监

督检查，做到安全隐患问题早发现、早整改。三是坚持突出重点

查。针对畜牧业受限空间安全防范基础薄弱问题，制定印发《关

于系统治理畜牧行业受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的通知》，深入开展

畜牧行业经营主体受限空间专项治理，排查畜牧企业 304 家，建

立完善饲料生产企业、大型畜禽规模养殖场、养殖场粪污资源化

利用环节有限空间台账，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

（三）强化畜牧业安全防范体系建设。一是建立隐患问题整

改闭环机制。建立隐患排查、问题交办、限期整改、复核复查、

销号办结的整改闭环管理机制，实行台账管理，全力推动安全生

产事故隐患排查和整改督办各项措施落实落地。二是建立企业约

谈机制。对安全隐患较多、隐患整改不力的畜牧业生产企业进行

约谈，反复宣传安全生产法律常识，持续传导安全生产压力，引

导企业进一步树牢安全生产理念，增强落实安全防范以及安全隐

患排查整改主体责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守安全生产“底

线”。三是建立风险研判机制。建立“一月一例会”安全工作机

制，定期分析研判畜牧行业风险隐患，提出应对措施，为我区畜

牧安全形势平稳有序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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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入开展有限空间隐患排查整治专项工作。按照《长

寿区农业领域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安全生产集中整治方案》

（长寿农发〔2024〕102号）文件，长寿区以街镇自查、重点督查

检查的方式，进行了农业领域有限空间专项整治工作。通过整治，

建立了畜禽屠宰企业安全生产“一场一档”工作机制，指导企业

严格落实有限空间安全制度、“两单两卡”、安全警示标志等内

容；建立了有限空间隐患问题整改闭环机制，对隐患进行闭环管

理，实行问题台账动态管理。同时加强了安全生产技术指导服务

和宣传警示教育等工作，切实提高农业领域从业人员安全防范意

识。专项整治共排查有限空间共计9406个；检查发现安全隐患143

个，截至目前已完成问题整改137个；发放宣传资料8000份，警示

标牌700块。

评估组经综合评估后一致认为，各单位按照事故调查报告提

出的处理建议，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作出了相关处理，严

格落实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11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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