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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清四方责任 推动群防群治

山东提升“九小场所”消防安全防范能力
刘心玥 报道

明晰“四方责任”

明晰“四方责任”、认领“两
张清单”是这项工作的重点。政
府、监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
经营主体“四方责任”推动各级
各有关部门明责、定责、履责、
尽责，消除监管“盲区”。工作机
制方面，《意见》明确了市县政
府要构建县级统筹、消防牵头、
部门协同、乡镇落实、村（居）协
助、主体责任落实的责任体系，
做到早建立、快运行、真见效。

“ 九 小 场 所 ”基 层 监 管 ，
“人”的因素最关键。青岛、泰
安、德州、菏泽四市成立覆盖
市、县两级的消防救援服务中
心，明确公益一类事业编制；枣
庄市65个镇街全部以“三定”形
式设立消防工作岗；潍坊将消
防安全内容写入121个乡镇（街
道）应急安全和综合执法服务
中心“三定”职责；济宁市政府
出资组建2627人的消防服务公
益性队伍；威海建立“一站一中
心”基层消防安全管理体系；滨
州将基层消防安全治理工作纳
入“五办四中心”职责。“政府统
筹、落实人员”为破解“九小场
所”监管缺位提供了基础保障。

《意见》推动相关部门建立

信息共享、专家检查、联合惩戒
等机制，全省累计组织跨部门
联合检查5050次，检查“九小场
所”4 . 9万家，督促整改火灾隐
患5 . 1万处。

认领“两张清单”

按照“抓大不放下”的原
则，《意见》要求各级各有关部
门按责认领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责任清单、行业管理责任清单

“两张清单”。明确消防救援机
构、住建部门、公安派出所等部
门承担的10项责任和行业管理
部门6项行业管理责任，为实现
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和群防群
治提供政策保障。

小校外培训机构的对象大
部分是未成年人，应急处置和
逃生自救能力差。山东省教育
厅主动对接消防、公安、住建等
七部门印发文化艺术类、科技
类、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
规定，在“场地设施”“设立审
批”部分增加了“符合安全条
件”的限制性规定，将安全作为
首要标准，为小校外培训机构
戴上“金箍”。

公安派出所在“九小场所”
监管中有无可替代的优势，《意
见》明确了其依法开展消防检
查和宣传教育的职能。济南、青
岛、东营、烟台、日照、聊城、农

高区等地以印发实施意见、制作
指导手册、成立合署办公机构、
打造示范街等形式深化“警消协
作”，泰安在169家高风险“九小场
所”实施县级公安机关领导实名
制包保举措，让派出所主动发挥
出最大监管效能。

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全面推广智能化技术手
段，实施智能化监管也是“九小
场所”安全治理的重点任务之
一。全省在“九小场所”推广安
装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独
立式感烟探测器、电气火灾监
控等设备。各级监管部门结合
自身情况利用二维码、监管平
台等信息化手段，在远程执法、
预警防控、数据共享等领域开
展了积极探索。

烟台研发“云安查”终端，
自动识别匹配规范化的隐患描
述、法律依据与整改意见；泰安
在8500家“九小场所”和社区居
民住户安装智能终端探测设
备，实现火灾警情一键联动、协
同处置；威海依托山东通专用
模块，搭建小微市场主体服务
平台实现全市16万家“九小场
所”分类分级监管；菏泽通过

“一码通管”实现对火灾隐患、
消防违法行为的远程提示。

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

特别是网络直播、密室逃脱等新
业态新领域，《意见》还明确了

“九小场所”新界定标准，将各类
业态全面纳入消防安全管理。

去年12月初，省政府安委
会对全省“九小场所”群防群治
开展明察暗访，省应急、消防，
教育、公安等9部门派员成立4
个督导组开展“全覆盖”明查暗
访，督导检查33个县（市、区），
发现火灾隐患836处，发现重大
事故隐患、突出隐患问题32处。
对工作进展缓慢的地方和有关
部门，开展提示警示、通报约
谈，督促市、县两级政府同步组
织开展督促检查，强力推动各
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工作开展以来，全省各级
消防救援部门对相关部门、派
出所、乡镇（街道）开展业务指
导和集中培训1 . 1万次，对5万
名‘九小场所’相关人员开展消
防全培训演练，全力筑牢‘九小
场所’消防安全屏障。”山东省
消防救援总队防火监督处处长
焦培文说，“下一步，我们将推
动各级各有关部门对照界定标
准和责任清单，进一步细化工
作举措和责任分工，完善推进
机制，逐项任务明确时间表、路
线图。同时以《意见》为抓手，发
动基层力量、强化群防群治，确
保小场所消防安全‘接得住、管
得好、有监督’。”

向“高”攀升
以产业项目推动经济发展

2024年，千佛山街道重点指标
增长强劲，全年预计完成财政收入
4 .53亿元，增幅7%；预计完成社零
额103亿元，同比增长2.9%；预计完
成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35 . 17亿
元，同比增长10 .67%，老城区经济
持续增长。千佛山街道重点项目全
速推进，始终把服务项目落地作为
发展的“生命线”，建立重大项目政
企联席会议制度，坚持项目专班原
则，多方协调解决各类项目施工及
入库难题10余件，全力保障推进佛
山街康养项目和轨道交通千佛山
站TOD综合开发项目。

千佛山街道培育企业成效明
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开展“优质
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全年新增21
家规模以上企业。依托重点楼宇、
重点企业、重点高校，深入挖掘辖
区人才资源，获评“泰山”产业领军
人才项目1项、入围“海右”社会工
作高层次人才项目2项，成功引入3
名外籍专家，人才工作成绩亮眼。

向“稳”运行
以多元共治推进社会大局

千佛山街道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高标准打造1600平
方米的街道“一站式”矛盾调解中
心，创建“和聚千佛山”矛调品牌，
全年共接待群众来访598人次，各
渠道累计受理办理各类矛盾纠纷
3500余件，化解率达93%，最大程度
将矛盾吸附在基层、化解在基层；
全面筑牢应急安全防线，压紧压实
属地责任，开展“审计式”“解剖式”
安全生产检查巡查760余次，盯紧
春节、清明等重要节点及重要防火
期，开展烟花爆竹禁燃禁放、文明
祭扫宣传等活动300余场，确保全
年“零事故”；构建高效运转的“平
战结合”应急指挥体系，高质量打

造600平方米集智能化、集约化、规
范化于一体的综合阵地，不断夯实
基层组织动员保障基础。

向“美”进阶
以改造优化提升城市面貌

2024年，千佛山街道老旧小区
实现华美蝶变，项目整体完成度
99%以上，新增停车位280余个，修
葺新增绿植8000余平方米，拆除违
建300余平方米，“四网合一”整治

“飞线”6万余米，同步实现佛山苑
文化广场整体提升，市容市貌持续
扮靓，聚焦常态化、精细化标准，持

续深化千佛山“城心为您”工作品
牌，促进“城管进社区”工作落实落
地，积极处置居民关心的热点、难
点城管问题3000余件；灵活运用

“四步三协议”工作法，整治千佛山
景区周边违规报摊经营乱象，促进

“边角地带”焕发新生机；生态环保
成效显著，强化“河长制”筑牢水安
全保障，荣获2024年度全市基层防
汛能力建设示范街道；持续做好垃
圾分类宣传及志愿服务活动，依托
C7商业街“碳中和垃圾分类积分兑
换超市”开展“两网融合”可回收物
收集活动20余场。

向“好”提质
以普惠共享增进民生福祉

千佛山街道创新开展“社区微
业”，为特殊技能人才提供了发展
机会；创新性探索实施“银发伙伴”
互助养老新模式，为辖区老年人提
供“专业+志愿”“物质+精神”的养
老服务保障，成立帮扶关爱队伍7
支、开展助老活动50余场、服务
3800余人次，历山名郡社区“暖夕
阳”志愿服务团被推荐为“济南市
最佳养老志愿服务团队”。

同时，千佛山街道开展“社区
托育”服务模式，在历山名郡社区
建立“名郡优等生”特色阵地，推出

“优生优育优教一条龙服务”。因地
制宜在社区推行“周末不打烊”“今
天我值日”，为群众提供错时、延时
便民服务，打造群众想来、爱来、常

来的“幸福家园”；用好用活街道老
年大学活动阵地，获评“山东省基
层老年教育示范校”，开发的“音乐
党课”获评全市老年大学“银龄大
思政”特色品牌。

向“优”突破
以红色领航激活基层治理

千佛山街道高标准打造“励新
学堂”街道党校，开发实践教学点2
个，就近整合资源绘制“红色地
图”，开发观摩式、沉浸式课堂，全
年累计轮训党员1 . 2万余人次；落
实“一居一品”，打造7个社区党建
服务品牌，以品牌推动规范化管
理；用好资源、需求、服务社区治理

“三张清单”，探索社区共建共治共
享新路径，开展“一月一主题”党建
系列活动56场；优化并绘制7张“社
区网格地图”，吸纳28家共驻共建
单位、“双报到”单位、社区党员及
志愿者力量，组建21支志愿服务
队，组织先锋志愿服务活动90余
场，凝聚社区骨干治理合力；打造
14处“网格微家”，丰富“六单一公
开”网格协商议事法，形成协商议
事闭环处置，解决电梯加装、绿地
改造等事项36条，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持续发力。

风物长宜放眼量。站在2025年
的新时间维度上，千佛山街道砥砺
深耕、强化担当、乘势而上，定将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中
乘风破浪、奋楫远航。

坚定信心 真抓实干

千佛山街道：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一站式”矛调中心建成启用、实施“银发伙伴”互助养老新模

式、老旧小区改造完成、“社区网格地图”绘制……2024年，千佛山
街道在攻坚克难中砥砺奋进，在深化改革中勇探新路，在服务民生
中增进福祉，全力以赴抓项目、强治理、惠民生、谋发展，街道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高标准打造的街道“一站式”矛盾调解中心。

“九小场所”是消防安全
管理的重点和难点。“重”在
经营类型多、数量大、人员密
集，“难”表现在各地、各部门
管理方式不统一，管理责任
不清。有些场所“部门管不
到、基层管不了、自身管不
好”，也导致了“九小场所”消
防安全谁都不愿管、职责无
底洞、出事推责任的监管怪
圈，一些非法违法、违规违章
行为得不到纠治，极易引发
火灾事故、造成群死群伤。

为切实提升基层消防安
全治理能力水平，去年8月山
东省政府安全委员会印发《关
于强化群防群治提升“九小场
所”消防安全防范能力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以强
化群防群治为抓手，以落实责
任、完善机制为重点，给出了
九小场所“管哪些、谁来管、管
什么、怎么管”的山东答案。

杜春娜 通讯员 王燕飞
济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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