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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工信职院〔2024〕101号

重庆工信职业学院

关于印发实验（训）室安全责任追究实施细则

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门：

《重庆工信职业学院实验（训）室安全责任追究实施细则》

经 2024年第 28次党委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重庆工信职业学院

2024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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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信职业学院

实验（训）室安全责任追究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实验（训）室安全管理，有效防范

和减少实验（训）室安全事故发生，保障广大师生人身安全和

学校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重庆工信职业学院实验（训）室安全管理办法》（渝工

信职院 98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在重庆工信职业学院各类实验（训）

室内进行学习、工作、参观、交流等活动的所有人员以及校内

相关学院。

第三条 根据“有错必究、有过必惩、失职追责、尽职免责”

的原则，对因违反国家、地方、学校等法律、法规标准及实验（训）

室相关管理规定，或因负有安全管理职责的学院与个人未尽责

或管理不善，或对上级组织安全检查中下达的安全隐患整改通

知敷衍、搪塞、拖延、拒不整改的，造成实验（训）室安全隐

患继续存在或酿成实验（训）室安全事故的，依据本实施细则

对相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追究相应责任。

第二章 实验（训）室安全责任主体与责任形式

第四条 学校实验（训）室安全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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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谁使用、谁负责；谁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逐级建立健全实验（训）室安全组织与责任

体系，确定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各二级学院、各级各类实验（训）

室房间或场所的安全责任人，切实履行实验（训）室安全管理职

责。

第五条 学校实验（训）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领导全

校的实验（训）室安全工作，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对全校实

验（训）室室安全工作负领导责任，分管教学的校领导对全校

实验（训）室安全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六条 学校教务处对全校实验（训）室技术安全工作负监

管责任；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安全部、学生资助中心）对全

校实验（训）室治安与消防安全工作负监管责任，应参与学生

实验（训）室安全教育的监督指导工作。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发展规划与质量保障处（科研处）等教学科研管理部门对相应

实验（训）室的教学科研安全工作负有监督指导责任；党委教

师工作部（人事处）应参与教职工实验（训）室安全教育的监

督指导工作。

第七条 各二级学院作为责任主体对本学院实验（训）室

安全工作负有主体责任，实验（训）室管理人员对自己负责的实

验（训）室安全工作负有管理责任；造成的实验（训）室安全事

故或较大安全隐患，或因其主观原因对较大安全隐患长期不进

行汇报、整改、解决的相关人员对实验（训）室安全事故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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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责任。

第八条 实验（训）室安全责任追究对象

（一）直接责任人，指造成较大实验（训）室安全隐患或

因其主观原因对较大安全隐患长期不进行汇报、整改、解决，

或造成实验（训）室安全责任事故发生的直接责任主体。包括实

验（训）教师、技术人员、学生、各实验（训）室管理人员，以

及进入实验（训）室的其他相关人员。

（二）实验（训）室管理员，指负责各实验（训）室管理

员及功能的具体人员。

（三）责任单位，指造成较大实验（训）室安全隐患或因

主观原因对较大安全隐患长期不进行汇报、整改、解决，或造

成实验（训）室安全事故发生所在的二级学院。

（四）学院分管负责人，指二级学院分管实验（训）室安全

工作及相关工作的负责人或实验（训）室主任。

（五）学院主要负责人，指二级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

（六）监管部门，指学校相关职能部门。

（七）其他相关责任人员。

第九条 实验（训）室安全责任追究方式，分为纪律处分、

经济处罚、组织处理三类。以上三类追责方式可视安全责任具

体情况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违反法律法规的，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追究其相应责任。

（一）纪律处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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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纪律处分方式：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开除。

学生纪律处分方式：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

开除学籍。

（二）经济处罚方式：赔偿实验（训）室全部或部分经济

损失、赔偿事故受伤害人全部或部分经济损失、扣发一定时期

校内岗位津贴等。

（三）组织处理方式：下达工作建议书、工作约谈、通报

批评，下达监督检查建议书、提醒谈话、诫勉谈话，暂停使用实

验（训）室，取消一定时期相关个人评优评奖、升职晋级资格，

取消一定时期申请科研项目或开展实践教学的资格等。

第三章 实验（训）室安全事故等级分类和责任追究

第十条 实验（训）室安全事故等级分类标准，按照从低

到高的顺序，依次为：

（一）较大实验（训）室安全隐患

实验（训）室存在下述一种或多种情况，或实验（训）室

安全管理存在严重缺位现象，但尚未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的：

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学校和本学院实验（训）室安全管

理规定进行危险操作，或指使、强令他人违规冒险进行危险性

操作的；

2.未根据要求及时排查、消除实验（训）室安全隐患的，或

未组织、督促、协助消除实验（训）室安全隐患的；

3.发现实验（训）室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整改措施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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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领导，或接到相关报告后未采取有效措施的；

4.未按时对师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应急演练等活动的，未

按实验（训）要求为师生配备防护用具的；

5.未经法定程序及安全许可私自购买、储存、运输、使用、

处置剧毒、易燃易爆、易制毒、易制爆类或其他危险性较大化

学品的；

6.在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下擅自开展动物实验（训）或进

行致病生物培养的；

7.违规购买、租用、储存、使用压力容器、机电设备和其

他特种设备的；

8.未经学校批准，擅自购买、外借、转让、报废放射性物

质或设备的；

9.违反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随意处置实验（训）废弃物，

但未造成环境污染事件的；

10.其他违规、违章但未造成事故的实验（训）行为。

（二）一般实验（训）室安全事故

1.因违反操作规程或实验（训）室安全相关规定，造成 1-2 人

（含）轻微伤或轻微中毒，且直接经济损失 1万元（含）以下

的事故；或造成传染性疾病发生，发病人数以及疫情波及范围

未达到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或造

成环境污染与社会不良影响较轻的实验（训）室安全事故。

2.违反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存在不服从、不配合实验（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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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安全监督、检查和管理的；或对下达安全隐患通知后未及时

采取有效措施整改或拒不整改的；或故意隐瞒、掩饰事故原因，

推卸责任的；或其他因人为因素造成重大安全隐患的。

（三）中等实验（训）室安全事故

因违反操作规程或实验（训）室安全相关规定，造成 1-2 人

（含）轻伤或中毒，或造成 3-10人（含）轻微伤或轻微中毒，

或直接经济损失 1万元（不含）以上至 10万元（含）以下；或导

致传染性疾病发生，发病人数以及疫情波及范围达到卫生行政

部门确定的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或对生态环境与社会

产生一般程度不良影响的；或对事故应急处置不积极、不担当，

造成人员二次伤害、防控宣传不利、经济损失加重等的实验（训）

室安全事故。

（四）较大实验（训）室安全事故

因违反操作规程或实验（训）室安全相关规定，造成 1-2

人（含）重伤或严重中毒，或造成 3-10人（含）轻伤或中毒，

或造成 10人（不含）以上轻微伤或轻微中毒，或直接经济损失

达 10 万元（不含）以上至 100 万元（含）以下；或造成传染病

在短期内暴发流行，发病人数达到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较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或对生态环境与社会产生较大程度不良

影响的；或对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玩忽职守、临阵退缩，造成人员

二次或多次伤害、防控宣传不利不实、疫情有扩散态势、经济

损失较大等的实验（训）室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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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严重实验（训）室安全事故

因违反操作规程或实验（训）室安全相关规定，造成 1-2

人（含）死亡（含失踪或危及生命安全或感染甲类传染性疾病），

或造成 3-5 人（含）重伤或严重中毒，造成 10 人（不含）以上

轻伤或中毒，或直接经济损失 100万元（不含）至 300 万元（含）；

或造成传染病在短期内大规模暴发流行，发病人数以及疫情波

及范围达到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

或对生态环境与社会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或在事故应急处置

时严重失职、临阵脱逃、造成人员二次或多次严重伤害、防控

宣传失控或严重失实、疫情扩散、经济损失严重、造成恶劣影

响等的实验（训）室安全事故。

（六）其他重大实验（训）室安全事故

司法、安监、卫生、环保等部门及上级主管部门直接介入的

其他重大实验（训）室安全事故。

第十一条 “较大安全隐患”责任追究

坚持事前惩戒、防患于未然的原则，暂停使用相关实验（训）

室不少于 2个工作日，责令限期进行整改。整改后，经二级学院

组织验收合格，报学校教务处复核验收通过后，实验（训）室方可

恢复使用。可依据具体情况对学生采取禁止进入实验（训）室 1

个月。可对学院党政负责人、学院分管实验（训）室安全负责

人、实验（训）室管理员、直接责任人及相关人员采取口头提醒、

书面提醒、工作约谈、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进行指定时间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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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培训等措施，情节严重的可向学校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

处）提出行政处分建议。

第十二条 “一般安全事故”责任追究

（一）对事故或隐患直接责任人的处理：可依据具体情况，

对学生给予通报批评、警告等处分，并禁止进入实验（训）室

2 个月。 对教职工采取通报批评、提醒谈话、诫勉谈话、警告处

分等方式，同时可辅之以扣发不少于 1个月的校内津贴，赔偿实

验（训）室部分或全部直接经济损失，赔偿受损害人部分或全

部直接经济损失等方式。

（二）对事故或隐患实验（训）室及实验（训）室管理员

的处理：暂停使用事故实验（训）室不少于 3个工作日，责令进

行整改，经二级学院组织验收合格，报教务处复核通过后，方可

恢复使用。可依据具体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对事故实验（训）室

进行通报批评，取消该实验（训）室管理员本年度评优评先资

格。

（三）对事故或隐患责任单位及相关负责人的处理：可依

据具体情况择情在一定范围内对事故责任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取消该学院本年度考核优秀资格；对无故推诿、拒不整改的学

院党政负责人、学院分管实验（训）室安全负责人可向学校党

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提出调离工作岗位或给予行政处分的

建议。

第十三条 “中等安全事故”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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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直接责任人的处理：可依据具体情况，对学生给

予严重警告、记过等处分，并禁止其进入实验（训）室 3个月。

对教职工采取诫勉谈话、警告、记过处分等方式，同时可辅之

以扣发不少于 1个季度的校内津贴，赔偿实验（训）室部分或

全部直接经济损失，赔偿受害人部分或全部直接经济损失，取

消当年或处分期内的评奖评优、升职晋级资格等方式。

（二）对事故实验（训）室及实验（训）室管理员的处理：

暂停使用事故实验（训）室不少于 5个工作日，责令进行整改，

经二级学院组织验收合格，报学校教务处复核通过后，方可恢复

使用。在全校范围内对事故责任实验（训）室进行通报批评，

取消该实验（训）室管理员两年度实验（训）室安全奖评选资

格。可依据具体情况对实验（训）室管理员采取提醒谈话、诫

勉谈话、警告处分等方式，同时可辅之以扣发不少于 1个月的 校

内津贴，取消当年评奖评优资格等方式。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负责人的处理：对事故责任

单位可采取全校范围内通报批评，下达工作建议书等方式，取

消该学院两年安全类奖项评选资格。可依据具体情况对学院党

政负责人、学院分管实验（训）室安全负责人和其它相关责任

负责人等采取通报批评、提醒谈话、诫勉谈话等方式，同时可

辅之以取消上述人员当年评奖评优资格等方式。

第十四条 “较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

（一）对直接责任人的处理：可依据具体情况，对学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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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记过、留校察看等处分，并禁止其进入实验（训）室 5个月。

对教职工采取警告、记过处分、降低岗位等级等方式，同时可

辅之以扣除不少于半年的校内津贴，赔偿实验（训）室部分或

全部的直接经济损失，取消评奖评优、升职晋级资格 2年。

（二）对事故实验（训）室及实验（训）室管理员的处理：

暂停使用事故实验（训）室不少于 10个工作日，责令进行整改，

经二级学院组织验收合格，报学校教务处组织专家复核通过后，

方可恢复使用，在全校范围内对事故责任实验（训）室进行通

报批评，取消该实验（训）室三年度实验（训）室安全奖评选

资格。可依据具体情况对实验（训）室管理员采取诫勉谈话、

警告、记过处分等方式，同时可辅之以扣发不少于 3个月的校

内津贴，取消当年评奖评优资格，取消升职晋级资格 1年等方

式。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负责人的处理：对事故责任

单位可采取全校范围内通报批评，下达监督检查建议书等方式，

取消该学院三年安全类奖项评选资格。可依据具体情况对学院

党政负责人、学院分管实验（训）室安全负责人和其他相关责任

负责人等，采取提醒谈话、诫勉谈话、警告等方式，同时可辅

之以扣发不少于 1个月的校内津贴，取消当年评奖评优资格等

方式。

（四）对学校监管部门的处理：依具体情况对学校相关职能

部门下达监督检查建议书。可依据具体情况对相关职能部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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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负责人采取工作约谈、提醒谈话、诫勉谈话、警告等方式，

同时可辅之以取消当年评奖评优资格等方式。

第十五条 “严重安全事故”责任追究

（一）对直接责任人的处理：可依据具体情况，对学生予

以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等处分，并禁止其进入实验（训）室 6 个

月。对教职工采取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或开除等方式，同时可

辅之以扣发不少于 1年的校内津贴，赔偿实验（训）室的直接经

济损失，取消评奖评优、升职晋级资格 3年，扣除校内下拨的相

关经费，取消直接责任人 3年内申请科研项目等资格，取消 5年

内申请校内外各种人才类项目等方式。

（二）对事故实验（训）室及实验（训）室管理员的处理：

暂停使用事故实验（训）室不少于 15个工作日进行整改或关闭

事故实验（训）室，经学校组织专家组验收通过后，方可恢复

使用。在全校范围内对事故责任实验（训）室进行通报批评，

取消该实验（训）室五年实验（训）室安全奖评选资格。可依

据具体情况对实验（训）室管理员采取警告、记过、降低岗位

等级或开除等方式，同时可辅之以扣发不少于 6 个月的校内津

贴，取消当年评奖评优资格，取消升职晋级资格 2 年等方式。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负责人的处理：对事故责任

单位采取全校范围通报批评，下达监督检查建议书，取消该学

院五年优秀评选资格，事故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作出书面检查。

依据具体情况对学院党政负责人、学院分管负责人和其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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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负责人等采取诫勉谈话、警告、记过处分等方式，同时可

辅之以扣发不少于 3个月的校内津贴，取消当年评奖评优资格，

取消升职晋级资格 1 年，调离工作岗位等方式。

（四）对学校监管部门的处理：根据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相

关职能部门下达监督检查建议书，给予分管和主要负责人诫勉

谈话、警告、记过处分等方式，同时可辅之以取消 2 年评奖评

优资格，扣发不少于 1个月的校内津贴，调离工作岗位等方式。

第十六条 发生其他重大安全事故，事故直接责任人、实

验（训）室管理员、事故责任单位相关负责人、相关监管部门

负责人、其他相关责任人等，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追究法律

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如未被

追究法律责任，根据事故情节和具体情况，参照校内相应级别

的安全事故的处分方式予以处理。

第十七条 因相关责任人员拒不执行安全隐患整改决定或

者故意实施违反相关安全法规、安全管理工作规定以及安全操

作规程等行为，造成较大实验（训）室安全事故的，对相关责

任人员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相关规定从严处理；或造成

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相关责任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涉嫌

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对于拒绝承担经济赔偿的教职工和学生，或事

故直接责任人为外来人员的，学校将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追责。

第四章 责任追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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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追责职能划分

（一）暂停使用或关闭实验（训）室，由教务处、党委学生

工作部（党委安全部、学生资助中心）、二级学院执行。其中 5

个工作日及以下暂停使用实验（训）室由二级学院执行；5 个

工作日以上暂停使用实验（训）室或关闭实验（训）室由教务

处或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安全部、学生资助中心）监督执行。

（二）给予纪律处分，被追责者为教职工的，由学校党委

教师工作部（人事处）、纪检监察室会同教职工所在二级学院

执行；被追责者为学生的，由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安全部、

学生资助中心）会同学生所在二级学院执行。

（三）经济处罚由学校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财务

审计处会同被追责者所在二级学院执行。

（四）其他处理处罚方式，根据具体情况由教务处、发展

规划与质量保障处（科研处）、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

财务审计处、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安全部、学生资助中心）、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等会同被追责者所在二级学院共同执行。

第二十条 追责程序及实施

（一）事故单位应在事故发生后成立事故调查组，立即对

事故展开调查，第一时间形成初步事故调查报告上报学校，由学

校认定事故等级并决定是否成立安全事故调查组继续展开事

故调查工作。

（二）中等及以下实验（训）室安全事故由所在二级学院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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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形成事故情况报告及处理建议，报教务处、党委学生工作

部（党委安全部、学生资助中心），由教务处、党委学生工作

部（党委安全部、学生资助中心）审核并协同相关部门共同研

究形成处理意见，报学校审批后执行。

（三）较大或严重实验（训）室安全事故由学校有关部门

会同相关领域专家成立安全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形成事故调

查报告及处理建议，由学校领导及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形成处理意

见，报校长办公会或党委常委会审议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一条 需移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的，按法律规

定程序办理。

第二十二条 被追责人或被追责学院，对追责决定有异议，

可在接到追责通知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按程序向学校相关职能

部门提交书面材料。

第二十三条 安全事故调查组应当自接到复核申请后的三

十日内作出复核决定。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原处分决定，

重新作出处分决定：

（一）处分所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二）违反规定程序，影响事件公正处理的；

（三）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作出处分决定的。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变更处分决定：

（一）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或学校规定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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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情节认定有误的；

（三）处分不当的。

第二十六条 需要撤销追责决定、重新作出决定、变更追

责决定的，由安全事故调查组提出建议，提交校长办公会和党委

会 决定。

第二十七条 被追责的教职工和学生对复核结果不服的，

可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向有关部门主张权利。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其他未尽事项，按国家、地方有关法律法规

及重庆工信职业学院有关规章制度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重庆工信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年 11月 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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