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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处分5名省部级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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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9日，天津港爆炸事故第18天，救援人员在事故核心区开展清理工作。 新华社 图

2015年8月12日， 位于天
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危险品仓
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造成
165人遇难（其中参与救援处
置的公安消防人员110人，事
故企业、周边企业员工和周边
居民55人）、8人失踪（其中天
津港消防人员5人， 周边企业
员工、 天津港消防人员家属3
人），798人受伤（伤情重及较
重的伤员58人、 轻伤员740
人）。

事故发生后， 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
两次作出重要批示，并主持召
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题听

取事故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
情况汇报。李克强总理多次作
出重要批示，率有关负责同志
亲临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处置
工作，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进行研究部署。国务院其他领
导同志具体指导天津市开展
处置工作和防范发生次生灾
害事故。2015年8月18日，经国
务院批准， 成立了由公安部、
安全监管总局、监察部、交通
运输部、环境保护部、全国总
工会和天津市等有关方面组
成的国务院调查组，邀请最高
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并聘请
爆炸、消防、刑侦、化工、环保
等方面专家参与调查工作。

国务院近日批复了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
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经国务院调查组
调查认定，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火灾爆炸
事故是一起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公安、检察机关对49名企
业人员和行政监察对象依法
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其中，公安机关对24名相
关企业人员依法立案侦查并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瑞海公司
13人，中介和技术服务机构11
人）； 检察机关对25名行政监
察对象依法立案侦查并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正厅级2人，副
厅级7人，处级16人），其中交
通运输部门9人， 海关系统5
人，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5
人，安全监管部门4人，规划部
门2人。

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
故责任认定结果，调查组另对
123名责任人员提出了处理意
见，建议对74名责任人员给予
党纪政纪处分， 其中省部级5
人，厅局级22人，县处级22人，
科级及以下25人；对其他48名
责任人员，建议由天津市纪委
及相关部门视情予以诫勉谈
话或批评教育；1名责任人员
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病故，建
议不再给予其处分。

依据《安全生产法》等法
律法规，调查组建议吊销瑞海
公司有关证照并处罚款，企业
相关主要负责人终身不得担
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负
责人；对中滨海盛安全评价公
司、天津市化工设计院等中介
和技术服务机构给予没收违
法所得、罚款、撤销资质等行
政处罚。调查组还建议，对天
津市委、市政府进行通报批评
并责成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党
中央、 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
责成交通运输部向国务院作
出深刻检查。

调查组认定， 瑞海公司
严重违法违规经营， 是造成
事故发生的主体责任单位。
该公司严重违反天津市城市
总体规划和滨海新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 无视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 非法建设危险货物
堆场， 在现代物流和普通仓
储区域违法违规从2012年
11月至2015年6月多次变更
资质经营和储存危险货物，
安全管理极其混乱， 致使大
量安全隐患长期存在。

调查组同时认定， 事故
还暴露出有关地方政府和部
门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监管不力等问题。 天津市交
通、港口、海关、安监、规划和
国土、市场和质检、海事、公
安等部门以及滨海新区环
保、行政审批等单位，未认真

贯彻落实有关法律法规，未
认真履行职责， 违法违规进
行行政许可和项目审查，日
常监管严重缺失； 有些负责
人和工作人员贪赃枉法、滥
用职权。天津市委、市政府和
滨海新区区委、 区政府未全
面贯彻落实有关法律法规，
对有关部门、 单位违反城市
规划行为和在安全生产管理
方面存在的问题失察失管。
交通运输部作为港口危险货
物监管主管部门， 未依照法
定职责对港口危险货物安全
管理进行督促检查， 对天津
交通运输系统工作指导不到
位。 海关总署督促指导天津
海关工作不到位。 有关中介
和技术服务机构弄虚作假，
违法违规进行安全审查、评
价和验收等。

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
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安全高
质”的原则，先后调阅文字资
料1200多份、600多万字，调
取监控视频10万小时，对600
余名相关人员逐一调查取证，
通过反复的现场勘验、检测鉴
定、调查取证、模拟实验、专家
论证，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
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认
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
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
的处理建议，分析了事故暴露

出的突出问题和教训，提出了
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

调查组查明，事故直接原
因是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运
抵区南侧集装箱内硝化棉由
于湿润剂散失出现局部干燥，
在高温（天气）等因素的作用
下加速分解放热， 积热自燃；
引起相邻集装箱内的硝化棉
和其他危险化学品长时间大
面积燃烧，导致堆放于运抵区
的硝酸铵等危险化学品发生
爆炸。

事故造成165人遇难798人受伤
最终伤亡

违法违规经营加监管不力
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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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意见

硝化棉积热自燃引爆危化品
直接原因

董某利用其父亲关系打通关节

记者就该事故中社会关注
的热点、疑点问题，采访了调查
组相关负责人。

●记者： 瑞海公司是否有
特殊背景？

●答： 瑞海公司成立于
2012年11月28日， 为民营企
业，员工72人。

调查发现， 瑞海公司实际
控制人于某在港口危险货物
物流企业从业多年， 熟悉港
口经营危险货物物流企业需
要的行政许可及其审批程序。
于某通过送钱、送购物卡（券）
和出资邀请打高尔夫、请客吃
饭等不正当手段，拉拢原天津
市交通和港口管理局分管领

导和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港口管理处负责人，要求在行
政审批过程中给瑞海公司提
供便利。 有关负责人滥用职
权，违规给瑞海公司先后五次
出具相关批复，而这种批复除
瑞海公司外从未对其他企业
用过。

瑞海公司另一实际控制人
董某也利用其父亲（已去世）曾
任天津港公安局局长的关系，
在港口审批、 监管方面打通关
节， 对瑞海公司无法定许可违
法经营也起了很大作用。 除董
某外， 调查组没有发现该公司
人员的亲属有担任领导职务的
公务人员。

●记者： 为防止类似事故
再次发生，应当采取哪些措施？

●答： 针对调查发现的问
题，调查组总结教训，提出了10
个方面的措施建议： 一是坚持
安全第一的方针， 切实把安全
生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 二是推动生产经营单位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任何企
业均不得违规违法变更经营资
质； 三是进一步理顺港口安全
管理体制， 明确相关部门安全
监管职责；四是完善规章制度，
着力提高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
法治化水平； 五是建立健全危

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
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六
是建立全国统一的监管信息平
台，加强危险化学品监控监管；
七是严格执行城市总体规划，
严格安全准入条件； 八是大力
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和特殊
器材装备配备， 提升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九是严格
安全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等中
介机构的监管， 规范其从业行
为； 十是集中开展危险化学品
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消除各类
安全隐患。

■均据新华社

●记者：在事故调查期间，
是否还发现存在腐败问题？

●答：调查发现，存在腐败
行为。 涉及瑞海公司行政许可
审批的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
会、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天
津海关、天津新港海关、滨海新

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天
津海事局等单位的有关人员12
名存在受贿问题（厅局级4人，
县处级8人）。目前，这12名涉
嫌刑事犯罪人员已被检察机关
依法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调查发现12人存在受贿问题

提出10个方面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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