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甸塘子“3·19”一般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3·19”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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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3 月 19 日 10 时许，寻甸县塘子街道易隆社区新发

村厂房内发生一起火灾致 3 人受伤事故，因此次事故善后工作正

在处理过程中，目前暂无法统计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发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

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寻

甸县人民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县应急管理局、县科技和工

业信息化局、县公安局、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总工会、

县消防救援局、塘子街道办事处等相关单位组成“3·19”火

灾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县纪委监

委派员参加。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

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经过询问相关人员、现

场勘察、查阅资料、分析论证等方式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

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

的责任并提出处理建议，分析了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并提出事故防

范措施。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性质和等级

经调查认定“3·19”寻甸塘子工厂内 3 人受伤事故是一

起因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杨建华、马达新安全生产投入不足致使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导致的一起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二、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人员及安全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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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华作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组织尹加新和袁清平参与锯

木屑集装箱顶棚的焊接工作，未对其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尹加

新进行电焊作业1，未经过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杨建华、尹加

新、袁清平不具备从事焊接工作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不熟悉安

全操作流程，不掌握安全操作技能，不熟悉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

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尹加新焊接时只佩戴了护目罩和手

套，劳动防护用品配备不到位，发现事故隐患后未及时采取技术、

管理措施消除隐患。

马达新和李志红以2022年9月26日已经注销的寻甸塘子旺

达木业加工厂名义开展经营活动，马达新将锯木屑集装箱顶棚作

业交由杨建华等人完成，未审查杨建华、尹加新、袁清平等人是

否具备从事焊接作业的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在杨建华等人从事集

装箱顶棚焊接作业的过程中，仍在进行木材加工作业，现场没有

安排安全管理人员对隐患进行排查，未对同时进行作业造成的事

故隐患采取防范措施。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4 年 3 月 13 日，寻甸塘子街道易隆社区新发村一木业加

工（以下简称“木业加工厂”）投资经营者马达新在嵩明小新街

与杨建华约定好，由杨建华为木业加工厂集装箱顶做一个顶棚，

防止集装箱储存的锯木屑被雨水冲湿，杨建华于当天带人到木业

加工厂测量了集装箱的尺寸。2024 年 3 月 18 日，杨建华与马达

1 焊接作业属于《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附件中《特

种作业目录》第 2 项焊接与热切割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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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通过电话沟通，约定于 19 日上午杨建华带领两名工人到木业

加工厂安装集装箱顶棚。2024 年 3 月 19 日早 7 时 30 分许，杨

建华与尹加新、袁清平从嵩明小新街出发，8 时许，杨建华带尹

加新、袁清平到达木业加工厂进行集装箱顶棚的安装，现场尹加

新主要负责焊接,杨建华负责水平线操作，袁清平为尹加新和杨

建华提供辅助工作，在杨建华等人用电焊机焊接集装箱顶部的支

柱时，木业加工厂同时进行生产加工，生产加工产生的锯木屑通

过涌风机经过铁管道灌入集装箱里面，杨建华等人进行顶棚焊接

后不久，集装箱内锯木屑有少量燃烧，袁清平提水扑灭后，杨建

华与尹加新继续焊接顶棚，焊接到顶棚第 6 根支柱时，集装箱突

然起火，杨建华、尹加新、袁清平在锯木屑集装箱顶作业，集装

箱起火后，烧伤了三人，三人从集装箱顶部跳下，三人受伤情况

分别为：尹加新烧伤全身多处致呼吸道烧伤，经伤情鉴定为轻伤

二级，杨建华烧伤全身多处致呼吸道烧伤，经伤情鉴定为重伤一

级，袁清平烧伤全身多处，经伤情鉴定为轻伤一级。

起火后，木业加工厂投资经营者马达新和其妻子李志红立即

组织工人用灭火器和水灭火，火情控制后，马达新开车带着杨建

华、尹加新、袁清平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治疗，途中联

系了三人的家属，11 点 57 分许到达医院为尹加新、杨建华、袁

清平三人办理了入院手续，医院对三人进行了救治，经过治疗，

2024 年 4 月 17 日尹加新已经出院，2024 年 5 月 24 日袁清平已

经出院，2024 年 6 月 12 日，杨建华已经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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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地点：寻甸县塘子街道办事处易隆社区新发村马达

新和李志红夫妻经营的木业加工厂厂房内，马达新和李志红称该

木业加工厂是寻甸塘子旺达木业加工厂（成立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注销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

三、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报告情况

事故发生后，木材加工厂厂房管理人员马达新和李志红及时

组织人员扑灭火灾，并及时将杨建华、尹加新、袁清平等伤者送

医，医院将本次事故发生情况录入系统后，县卫健委该事故报转

至县公安局和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和县应急管理局接报后立

即组织人员开展处置工作。

2024 年 3 月 20 日，经过寻甸县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县应急管

理局、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县公安局、县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县总工会、县消防救援局、塘子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组成

的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县纪委监委参加，并对事故开展深入调

查。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木材加工厂厂房投资经营者马达新及其妻子李

志红及时组织人员扑灭火灾，并及时送伤者到医院就医，事故现

场应急处置得当。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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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疗救治情况：2024 年 3 月 19 日 11 时 57 分许，杨建华

等三名伤者被送至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治疗，经过医院诊

断治疗，2024 年 4 月 17 日尹加新已经出院，2024 年 5 月 24 日

袁清平已经出院，2024 年 6 月 12 日，杨建华已经出院。

2.善后情况：目前三名伤者均已经出院，经过事故调查组积

极努力协调，各方主体尚未就事故伤者赔偿或补偿事项还未达成

协议。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该起事故发生后及时控制火情并将伤者送至医院，应急处置

得当。

四、事故原因分析

经现场勘查、结合对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及查阅台账资料，

形成如下事故原因分析。

（一）事故直接原因分析

焊接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火花引燃集装箱内的锯木屑导致火

灾烧伤杨建华、尹加新、袁清平三人。

（二）事故间接原因分析

1.杨建华作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安全投入不够，组织尹加

新、袁清平进行集装箱顶棚的焊接作业，未为尹加新、袁清平配

备劳动防护用品，
2
未对尹加新和袁清平进行专门的安全作业培

2 根据《职业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 1部分：焊接防护具》（GB/T 3609.1-2008）

的规定，焊接防护用品包括焊接防护具、焊接工防护面罩、焊接工防护眼罩、焊接滤

光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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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杨建华、尹加新、袁清平不具备从事焊接工作必要的安全生

产知识，不熟悉安全操作流程，不掌握安全操作技能，不熟悉作

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发现隐患后未采

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开展集装箱顶支柱电焊

作业的过程中，已经发生锯木屑起火事项，杨建华等人仅仅采取

提水扑灭即继续进行焊接作业，未采取措施消除电焊产生的火花

引燃锯木屑的事故隐患。杨建华安全投入不足，致使杨建华、尹

加新、袁清平等三人不具备开展焊接作业所需具备的安全生产条

件，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2.马达新以已经注销的寻甸塘子旺达木业加工厂名义开展

经营活动，自2022年9月26日寻甸塘子旺达木业加工厂注销后，

未办理新的营业执照，马达新系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其将锯木屑

集装箱顶棚作业交由杨建华等人完成，未审查杨建华、尹加新、

袁清平等人是否具备从事焊接作业的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在杨建

华等人从事集装箱顶棚焊接作业的过程中，仍在进行木材加工作

业，应对现场进行管理和监督,但是未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管理和

安全监督工作
3
，未对同时进行作业造成的电焊火花易引锯木屑

点燃的事故隐患采取防范措施,马达新安全投入不足,未确保现

场符合开展作业的安全要求,未安排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和监

督,未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3 根据《焊接与切割安全》(GB 9448-1999)的规定,焊接和切割作业现场应当设置现

场管理和安全监督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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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询问和调阅资料分析，排除人为故意、

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

五、有关责任单位或人员存在的问题

1.杨建华安全投入不足，致使杨建华、尹加新、袁清平等三

人不具备开展焊接作业所需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是事故发生的

间接原因。一是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杨建华组织尹加新、袁清

平进行集装箱顶棚的焊接作业，未对尹加新和袁清平进行专门的

安全作业培训，作业人员尹加新、袁清平不具备从事焊接工作必

要的安全生产知识，不熟悉安全操作流程，不掌握安全操作技能，

不熟悉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二是隐

患排查治理不到位，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开展集装箱顶支柱电焊作业的过程中，已经发生锯木屑起火事

项，杨建华等人仅仅采取提水扑灭即继续进行焊接作业，未采取

措施消除电焊产生的火花引燃锯木屑的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

负有重要责任。

2.马达新与李志红以已经注销的寻甸塘子旺达木业加工名

义开展经营活动，马达新将锯木屑集装箱顶棚作业交由杨建华等

人完成，未审查杨建华、尹加新、袁清平等人是否具备从事焊接

作业的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在杨建华等人从事集装箱顶棚焊接作

业的过程中，仍在进行木材加工作业，但是未安排人员进行现场

管理和安全监督工作,未对同时进行作业造成的电焊火花易引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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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屑点燃的事故隐患采取防范措施,未及时发现事故隐患，对事

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杨建华以个人名义承接锯木屑集装箱顶棚作业后，再组织人

员施工，是个人经营的生产者及投资人,安全生产投入不足，对

进行焊接工作的人员未配备焊接防护服等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
4
、未依规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作业人员尹加新、

袁清平不具备从事焊接工作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不熟悉安全操

作流程，不掌握安全操作技能，不熟悉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

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未安排人员进行隐患排查，开展集装箱

顶支柱电焊作业的过程中，已经发生锯木屑起火事项，杨建华等

人仅仅采取提水扑灭即继续进行焊接作业，未采取措施消除电焊

产生的火花引燃锯木屑的事故隐患。杨建华作为个人经营的生产

者及投资人，安全生产投入不足，致使不具备符合法律法规和国

家标准规定的人员素质、管理制度、劳动防护用品配置等安全生

产条件，导致事故发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

需的资金投入，由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

人经营的投资人予以保证，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

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及第九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决

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不依照本法规定保证

4 根国家标准《防护服装焊接服》（GB8965.2-2022），应当为从事焊接作业的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焊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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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的，责令限期改正，提供必需的资金；逾期未改正的，责令

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的，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给予撤职处分，对个

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建议由寻甸回

族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依法依规进行行政处罚。

马达新以已经注销的寻甸塘子旺达木业加工名义开展经营

活动，将锯木屑集装箱顶棚作业交由杨建华等人完成，系个人经

营的生产者及投资人，未审查杨建华、尹加新、袁清平等人是否

具备从事焊接作业的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在杨建华等人从事集装

箱顶棚焊接作业的过程中，仍在进行木材加工作业，未配备专门

人员进行现场管理，不具备必要的人员素质、管理制度等安全生

产条件，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

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由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

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予以保证，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

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及第九十三条“生产经营

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不依照本法

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限期改正，提供必需的资金；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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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给予撤职处

分，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建议由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依法依规进行行政处罚。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针对本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为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防类似事故的发生，提出以下整改和

防范措施：

（一）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安全发展理念。深入学

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发展

和安全两个大局，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坚守安全

生产“红线”政治要求，坚决克服和避免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安全

生产方针，把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

策部署变成地方党委政府守土尽责的政治自觉、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部门履职尽责的行动自觉。

（二）马达新和杨建华等人要深刻汲取本次火灾事故教训，

认真履行《安全生产法》和《消防法》规定的生产安全和消防安

全主体责任，狠抓措施落实，真正做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要强化责任主体，开展风险分析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体系建设，切实夯实安全生产的防火墙。要落实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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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进行自查自改，开展明火作业前要排除隐患。

（三）强化从业人员教育培训。要指导员工正确处理和应对

突发事件，保障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

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

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不得上岗作业。

（四）加强隐患排查并及时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消除事故隐

患。任何生产经营单位都要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和法制观念，运用

法治方式规范安全生产秩序，做到“安全责任到位、安全投入到

位、教育培训到位、安全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严格落实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把安

全风险挺在事故隐患的前面、把事故隐患挺在事故的前面，严防

安全风险演变酿成事故。持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平，持续提升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安全素质、安

全技能、应对和处置突发状况的能力，规范垃圾清运作业活动现

场秩序的监督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