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應急管理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310/t20231024_466634.shtml)

附錄

应急管理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举报工作的指导意见

应急〔 2023〕 10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管理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局：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举报工作，规范应急管理部门举报处置办理，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关于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若干措施》

《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等相关规定，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创新安全监管方式方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举报工作机制，鼓励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安

全生产违法行为，推进安全生产社会治理，促进安全生产责任落实，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以

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二）目标任务。推进建立健全高效畅通的安全生产举报渠道，深化信息化赋能，全面

构建“互联网 +举报”模式；依法规范举报处置工作流程，建立纵向国家省市县四级贯通、横

向各部门协同联动的工作体系；充分发挥举报奖励示范带动作用，提升社会公众、生产经营单

位从业人员参与举报工作积极性，营造社会共治的良好环境。

二、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

（三）畅通举报渠道。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向社会公布接收安全生产举报（以下简称举

报）的渠道，提供便捷、快速、有效的举报途径，鼓励社会公众和从业人员通过网络、微信小

程序、电话和信件等多种渠道进行举报。充分利用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系统”和微信小

程序进行举报接收和办理工作，并将其他渠道收到的举报信息，及时、完整、规范地补充录入

举报系统，对举报线索进行统一管理，提高举报工作信息化水平。设有单独门户网站的应急管

理部门都要设置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系统”入口、加挂“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

信小程序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推动将举报电话、网址、微信小程序码张贴在生产经营单位

显著位置，并要求生产经营单位不得擅自撕毁、涂改，便于从业人员进行举报。

已有自建举报系统的省份，可以按照现有方式进行处置，同时要做好与应急管理部“安

全生产举报系统”数据对接工作，及时办理自行接收的举报以及部举报系统交办转办的举报。

（四）完善举报接收和交办转办机制。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对涉及安全生产事项的举报均

应予以接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建立健全举报交办转办工作机制并建立相关

台账。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举报，依照职责进行核查处理；属于下级应急管理部门职责范围

的举报，交由下级应急管理部门进行核查处理，并对办理情况跟踪督办。

不属于应急管理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举报，应当依法转由其他负有相关职责的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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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部接到的，可以转由同级有关部门处理，或者交由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转由省级有关

部门处理，并以适当方式告知举报人；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接到的，应当转由同级有关部门

处理，并以适当方式告知举报人。

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与矿山安全监察机构、消防救援机构的工作衔接配合，及

时做好有关举报线索接转工作。

（五）明确举报受理范围。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受理举报的范围。任何单

位、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应急管理部门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等事项。举报受理

涉及的行业领域包括煤矿、金属与非金属矿山（含尾矿库）、化工（含石油化工）、医药、危险

化学品、烟花爆竹、石油开采、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

无明确被举报对象的、没有具体违法事实的、已受理或者办结且举报人在无新证据的情

况下对同一事实重复提交的举报等，应急管理部门不予受理。对已经批复结案的生产安全事故

进行举报的，不予受理，并告知举报人通过其他渠道反映，并做好登记。

（六）规范举报受理环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收到举报后，应当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理，

除举报人要求出具纸质告知书的，可以通过信息网络、电话、手机短信等方式告知举报人，并

做好登记。不予受理的，应当同时说明理由；举报材料和内容需要补充的，可以要求举报人适

当补充。

举报人通过举报方式提出咨询、信访、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检举控告等其他事项，

或者举报中含有前述其他事项的，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告知举报人依法通过其他途径提出诉求。

（七）依法依规核查处理。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受理举报后应当依法依规组织核查，对重

大事故隐患和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的举报、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的举报以及事故调查中当

事人反映的线索应当尽快组织核查。核查结束后应当形成核查报告，包括处理建议等内容并附

带有关证据材料。

对核查属实的重大事故隐患，应当依法责令立即或者限期整改，并视情形采取相应处置

措施。对核查属实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对核查属实的瞒报谎报

生产安全事故，根据事故等级提请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法律法规明确的专门机构

组织调查处理。核查处理中涉及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的，依照相关规定执行。

设区的市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需要提级核查辖区内的举报事项。受核查手段

限制无法查清的，应当及时报告有关地方政府。

受理举报的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核查处理举报事项，自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办结；情

况复杂的，经上一级应急管理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核查处理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30 日，

并以适当方式告知举报人处理进度和延期情况。

（八）认真做好结果反馈。负责举报核查处理的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向举报人反馈处

理结果。应急管理部门答复举报人的内容应当包括核查结论、简要核查情况、处理决定和符合

奖励条件情况等事项。举报人就同一类事项提出多个举报，或者多个举报人就同一类事项提出

多个举报的，可以合并处理、答复；应急管理部门对于受理的举报作出答复前，举报人主动撤

回举报的，不再作出答复。

举报人在核查结论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对核查结论提出异议的，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在接

到异议之日起 30 日内组织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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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部接到对举报核查结论有异议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转由省级应急管理部门

处理。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接到对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举报核查结论有异议的，应当以适当方式告

知举报人向设区的市级应急管理部门申请复查。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接到对设区的市级应急管理

部门举报核查结论有异议的、设区的市级应急管理部门接到对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举报核查结论

有异议的，应当组织复查，通过复查确认无误的予以办结；复查发现核查结论确实存在问题的，

由负责复查的应急管理部门重新组织核查。

应急管理部门接到举报人对核查结论的异议超出本部门职责权限的，应当告知举报人

反映问题的渠道。

（九）积极落实举报奖励。举报奖励依据《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生产经营单

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举报处理规定》规定执行，对报告重大安全风险、重大事故隐患或者举报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有功人员实行重奖。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细化奖

励办法。

（十）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在处理举报过

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予以保密，不得泄露给与办理举报工作

无关的单位和人员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举报人身份信息等敏感信息要作为工作秘密进行管理、

使用，不得将举报人的举报材料及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给被举报的人员或者单位，违反有关规

定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可以结合工作实际，完善举报人信息保密制度，建立举报信息泄露可

追溯工作机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因泄露信息造成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法律责任，切实维护

举报人合法权益。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在举报核查办理过程中，应当切实维护生产经营单位及相关从业人

员的合法权益。开展举报核查工作应当依法依规，避免对生产经营单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

必要干扰。发现举报人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和生产经营单位并造成不良后果的，一

经查实，依法追究举报人的法律责任。

三、进一步强化举报作用发挥

（十一）加强举报数据分析应用。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举报信息数据的归档管理和

分析应用，对举报涉及的行业领域、所在区域、具体事项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查找典型性、

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分析重要举报线索和举报的关键点，综合研判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安全生

产薄弱环节。针对举报较为集中的行业领域，要提醒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及时防范化解各类安

全风险，为安全监管科学决策、精准执法提供有效支撑。

（十二）推动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落实。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鼓励引导生产经营单位

学习借鉴安全管理先进单位经验，建立健全生产经营单位内部隐患排查奖励制度，激励从业人

员向生产经营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发现的隐患、提出整改隐患的合理化建议。从业人员发现生

产经营单位对报告的重大事故隐患不予整改或者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有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的，有权向政府有关部门举报。在生产经营单位内营造“人人都是安全员、处处都是安全岗”

的浓厚氛围，持续改善安全环境，提升安全生产水平，有效推动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和全员

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十三）发挥典型案例引导作用。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坚持正确导向，通过广播电视、

报纸杂志、新闻发布会和各类新媒体等途径定期发布举报典型案例，为高质量办理举报提供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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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指引，提高全社会对举报的关注度，推动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安全生产治理，解决影响安全生

产的突出问题。

四、进一步加强组织保障

（十四）加强组织推动。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举报是推动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

手段，强化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提高责任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内部工

作机制，进一步明确受理核查、奖励发放、统计分析、宣传发动等各项要求。各级应急管理部

门要推动将举报工作开展情况纳入政府年度安全生产考核，对举报工作定期开展督导督查，加

强情况通报。推动各级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依法建设举报信息化系统，共享有关信息、实

现互联互通，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有关要求和举报工作责任落实。应急管理部将对

举报工作组织有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十五）健全完善举报工作体系。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推动建立健全上下贯通、职责明

晰的举报工作体系，健全完善举报办理工作纵向、横向协作机制，进一步提高工作效能。各级

应急管理部门要明确承担举报工作的内设机构和专门人员，加强力量配备，相关工作人员要熟

悉业务、相对固定，进一步提高举报工作专业化水平。

（十六）加强指导督办。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举报处理工作指导督办，建立

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举报件交办、受理及核查情况的督办机制，逐级跟踪督办，并定期组织抽

查检查，确保举报流转顺畅，各办理环节相互监督。对未按规定时限受理、反馈、办结和核查

不规范的举报事项及时催办或者予以纠正，对办理难度大、涉及范围广的举报，要组织有关部

门集体会商，努力提升举报处理质效。

（十七）加强舆论引导。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加大对举报渠道、受

理范围、奖励制度的宣传力度，通过宣传促进全社会广泛了解举报工作，调动社会公众参与举

报积极性，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舆论环境。采用多种方式引导社会公众辨识重大事故隐患和安

全生产违法行为，强化全社会安全风险意识，形成社会共治良好安全格局。

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根据本意见提出的任务和要求，认真研究加强和规范举报工

作的具体措施，结合实际提出细化要求，落实各项工作责任，应急管理部将适时组织开展检查。

应急管理部 

2023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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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自建举报系统的省份，可以按照现有方式进行处置，同时要做好与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系统”数据对接工作，及时办理自行接收的举报以及部举报系统交办转办的举报。
	（四）完善举报接收和交办转办机制。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对涉及安全生产事项的举报均应予以接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建立健全举报交办转办工作机制并建立相关台账。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举报，依照职责进行核查处理；属于下级应急管理部门职责范围的举报，交由下级应急管理部门进行核查处理，并对办理情况跟踪督办。
	不属于应急管理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举报，应当依法转由其他负有相关职责的部门处理。
	不属于应急管理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举报，应当依法转由其他负有相关职责的部门处理。
	应急管理部接到的，可以转由同级有关部门处理，或者交由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转由省级有关部门处理，并以适当方式告知举报人；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接到的，应当转由同级有关部门处理，并以适当方式告知举报人。

	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与矿山安全监察机构、消防救援机构的工作衔接配合，及时做好有关举报线索接转工作。
	（五）明确举报受理范围。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受理举报的范围。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应急管理部门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等事项。举报受理涉及的行业领域包括煤矿、金属与非金属矿山（含尾矿库）、化工（含石油化工）、医药、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石油开采、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
	无明确被举报对象的、没有具体违法事实的、已受理或者办结且举报人在无新证据的情况下对同一事实重复提交的举报等，应急管理部门不予受理。对已经批复结案的生产安全事故进行举报的，不予受理，并告知举报人通过其他渠道反映，并做好登记。
	（六）规范举报受理环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收到举报后，应当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理，除举报人要求出具纸质告知书的，可以通过信息网络、电话、手机短信等方式告知举报人，并做好登记。不予受理的，应当同时说明理由；举报材料和内容需要补充的，可以要求举报人适当补充。
	举报人通过举报方式提出咨询、信访、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检举控告等其他事项，或者举报中含有前述其他事项的，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告知举报人依法通过其他途径提出诉求。
	（七）依法依规核查处理。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受理举报后应当依法依规组织核查，对重大事故隐患和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的举报、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的举报以及事故调查中当事人反映的线索应当尽快组织核查。核查结束后应当形成核查报告，包括处理建议等内容并附带有关证据材料。
	对核查属实的重大事故隐患，应当依法责令立即或者限期整改，并视情形采取相应处置措施。对核查属实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对核查属实的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根据事故等级提请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法律法规明确的专门机构组织调查处理。核查处理中涉及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的，依照相关规定执行。
	设区的市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需要提级核查辖区内的举报事项。受核查手段限制无法查清的，应当及时报告有关地方政府。
	受理举报的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核查处理举报事项，自受理之日起 60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经上一级应急管理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核查处理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30日，并以适当方式告知举报人处理进度和延期情况。
	（八）认真做好结果反馈。负责举报核查处理的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向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应急管理部门答复举报人的内容应当包括核查结论、简要核查情况、处理决定和符合奖励条件情况等事项。举报人就同一类事项提出多个举报，或者多个举报人就同一类事项提出多个举报的，可以合并处理、答复；应急管理部门对于受理的举报作出答复前，举报人主动撤回举报的，不再作出答复。
	举报人在核查结论送达之日起 10日内对核查结论提出异议的，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异议之日起 30日内组织复查。
	应急管理部接到对举报核查结论有异议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转由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处理。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接到对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举报核查结论有异议的，应当以适当方式告知举报人向设区的市级应急管理部门申请复查。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接到对设区的市级应急管理部门举报核查结论有异议的、设区的市级应急管理部门接到对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举报核查结论有异议的，应当组织复查，通过复查确认无误的予以办结；复查发现核查结论确实存在问题的，由负责复查的应急管理部门重新组织核查。
	应急管理部门接到举报人对核查结论的异议超出本部门职责权限的，应当告知举报人反映问题的渠道。
	（九）积极落实举报奖励。举报奖励依据《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举报处理规定》规定执行，对报告重大安全风险、重大事故隐患或者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有功人员实行重奖。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细化奖励办法。
	（十）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在处理举报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予以保密，不得泄露给与办理举报工作无关的单位和人员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举报人身份信息等敏感信息要作为工作秘密进行管理、使用，不得将举报人的举报材料及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给被举报的人员或者单位，违反有关规定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可以结合工作实际，完善举报人信息保密制度，建立举报信息泄露可追溯工作机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因泄露信息造成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法律责任，切实维护举报人合法权益。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在举报核查办理过程中，应当切实维护生产经营单位及相关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开展举报核查工作应当依法依规，避免对生产经营单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必要干扰。发现举报人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和生产经营单位并造成不良后果的，一经查实，依法追究举报人的法律责任。
	三、进一步强化举报作用发挥
	（十一）加强举报数据分析应用。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举报信息数据的归档管理和分析应用，对举报涉及的行业领域、所在区域、具体事项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查找典型性、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分析重要举报线索和举报的关键点，综合研判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安全生产薄弱环节。针对举报较为集中的行业领域，要提醒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及时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为安全监管科学决策、精准执法提供有效支撑。
	（十二）推动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落实。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鼓励引导生产经营单位学习借鉴安全管理先进单位经验，建立健全生产经营单位内部隐患排查奖励制度，激励从业人员向生产经营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发现的隐患、提出整改隐患的合理化建议。从业人员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对报告的重大事故隐患不予整改或者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有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有权向政府有关部门举报。在生产经营单位内营造“人人都是安全员、处处都是安全岗”的浓厚氛围，持续改善安全环境，提升安全生产水平，有效推动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十三）发挥典型案例引导作用。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坚持正确导向，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新闻发布会和各类新媒体等途径定期发布举报典型案例，为高质量办理举报提供范
	（十三）发挥典型案例引导作用。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坚持正确导向，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新闻发布会和各类新媒体等途径定期发布举报典型案例，为高质量办理举报提供范
	例指引，提高全社会对举报的关注度，推动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安全生产治理，解决影响安全生

	产的突出问题。
	四、进一步加强组织保障
	（十四）加强组织推动。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举报是推动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手段，强化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提高责任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内部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受理核查、奖励发放、统计分析、宣传发动等各项要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推动将举报工作开展情况纳入政府年度安全生产考核，对举报工作定期开展督导督查，加强情况通报。推动各级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依法建设举报信息化系统，共享有关信息、实现互联互通，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有关要求和举报工作责任落实。应急管理部将对举报工作组织有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十五）健全完善举报工作体系。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推动建立健全上下贯通、职责明晰的举报工作体系，健全完善举报办理工作纵向、横向协作机制，进一步提高工作效能。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明确承担举报工作的内设机构和专门人员，加强力量配备，相关工作人员要熟悉业务、相对固定，进一步提高举报工作专业化水平。
	（十六）加强指导督办。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举报处理工作指导督办，建立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举报件交办、受理及核查情况的督办机制，逐级跟踪督办，并定期组织抽查检查，确保举报流转顺畅，各办理环节相互监督。对未按规定时限受理、反馈、办结和核查不规范的举报事项及时催办或者予以纠正，对办理难度大、涉及范围广的举报，要组织有关部门集体会商，努力提升举报处理质效。
	（十七）加强舆论引导。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加大对举报渠道、受理范围、奖励制度的宣传力度，通过宣传促进全社会广泛了解举报工作，调动社会公众参与举报积极性，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舆论环境。采用多种方式引导社会公众辨识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强化全社会安全风险意识，形成社会共治良好安全格局。
	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根据本意见提出的任务和要求，认真研究加强和规范举报工作的具体措施，结合实际提出细化要求，落实各项工作责任，应急管理部将适时组织开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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