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用气高峰 警惕管线风险
———记者调查冬季用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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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百色市右江区永乐镇西北乐村的万亩芒果基地， 游人在观景台观赏

湖光山色和落日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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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华夏 美景如画

□ 据新华社报道

近期， 一些地方发生燃气安全事

件， 引发公众关注。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安全管理工作委

员会发布的 《全国燃气事故分析报告

（2024 年·上半年报告）》 显示， 今年上

半年共发生天然气事故 86 起， 共造成

11 人死亡、 50 人受伤， 其中管网事故

达 64 起。

眼下是冬季用气高峰期， 该如何切

断引发事故的导火索？ “新华视点” 记

者进行了调查。

管线风险威胁生命财产安全

数据显示， 2018 年至 2023 年， 全

国共发生室外燃气管线事故 1000 余起。

今年以来， 数起燃气安全事件也给群众

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带来威胁。 11 月 4

日， 辽宁大连发生燃气闪爆事件， 造成

1 人受伤。 3 月 13 日， 河北省三河市燕

郊镇发生燃气爆燃事故， 造成 7 人死

亡、 27 人受伤。

针对餐饮店铺等燃气高频使用场

所， 各地采取报警装置更新、 强化专项

整治等举措， 有效降低了事故发生率。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燃气工商用户事

故数量同比下降超过六成。

但在难以看见的地下， 燃气的管线

风险仍值得警惕。

《全国燃气事故分析报告 （2024

年·上半年报告）》 显示， 地下燃气管网

事故具有泄漏量大、 易扩散、 易引发爆

炸等特点， 极易造成人员群死群伤事

故。 业内人士表示， 第三方施工破坏、

管道老化腐蚀、 地面下沉等多重因素，

均可能造成管网受损或燃气泄漏， 一旦

满足爆燃条件， 极易引发事故。

记者梳理发现， 2023 年以来， 北

京、 广东、 河北、 陕西、 江苏、 安徽、

甘肃等地均通报了相关典型案例。 值得

注意的是， 不少燃气管道破坏事故发生

在居民小区， 安全隐患巨大。

“易伤体质” 的背后

围绕城镇燃气安全风险隐患进行的

排查治理力度不断加强， 为何燃气管线

事故仍一再发生？

在各地相关通报中， “随意改变施

工范围” “为赶工期冒险违法施工” 等

问题频频出现。

在去年 11 月广州市城管部门通报

的一起典型案例中， 施工单位在未对施

工区域的地下管线进行探明、 未落实开

挖地下管线相关保护控制措施、 未提前

通知燃气企业人员监护的情况下， 擅自

在燃气管道保护范围内使用大型挖机进

行施工作业， 导致燃气管道受损泄漏。

广州燃气行业一位业内人士说， 项

目管理人员大都清楚有燃气管道， 但工

程经层层转包后， 具体施工人员就往往

搞不清楚了。 “有时工人违规使用挖掘

机， 带来很大风险。”

对违法违规施工行为处罚力度不

够， 难以形成威慑， 也是野蛮施工禁而

不绝的原因之一。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规定， 从事

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活动的， 对单位

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

人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构

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在实

际操作中， 处罚多以行政罚款为主， 且

很少顶格， 追究刑责的更少。

在 2023 年 11 月 9 日的一起事故

中， 广州一施工单位将燃气管开挖裸露

悬空， 雨水井离燃气管线间距也严重不

符合规范， 处罚结果仅是“督促施工单

位整改并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

一位乡镇燃气公司的负责人表示，

施工破坏燃气管道后， 按规定应处罚

款， 然而， “事后往往并没有人执行，

施工企业也不当回事， 很多施工方施工

前不和我们对接， 出了事才来找我们。”

有受访者表示， 管道埋于地下， 事

故往往具备隐蔽性、 延时性、 突发性等

特点， 难以通过常规检测方式第一时间

发现泄漏。

立法监管应共同发力

燃气安全涉及千家万户， 事关群众

切身利益。 多位受访人士指出， 针对第

三方施工存在的突出问题， 需综合施

策， 从协同共治、 依法保障、 从严追

责、 智慧监管等方面共同发力。

在今年 3 月份的一份报告中， 中国

城市燃气协会、 中国测绘学会地下管线

专业委员会建议加快地下管线安全保护

管理立法工作， 尽早出台地下管线检

测、 保护、 实施等相关法律， 建立标准

化、 清单式、 全闭环的管理细则， 界定

管线主体的相关权利、 义务和责任， 明

确第三方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

与此同时， 加大处罚力度也成为一

些地方提升震慑力的选择。 在深圳市福

田区一宗燃气管道破损导致燃气泄漏的

事件中， 现场施工队工头吴某、 工人吴

某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近期公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见》 提出， 强化

燃气泄漏智能化监控， 严格落实管道安

全监管巡查责任， 切实提高燃气、 供热

安全管理水平。

记者采访了解到， 多地在推动燃气

管网智能化监管方面均有布局， 如建立

生产信息系统平台， 为燃气管道铺设感

知系统， 以便及时感知施工配合情况，

通过加强对施工配合、 过程控制的审核

和检查， 确保安全监管措施落实到位。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下空间工程

系副教授曾聪等专家认为，从长远看，还

要进一步深化城市规划与管网基础设施

的整合融合优化， 建立数智化管网管理

系统， 形成完善的基于城市市政管网全

生命周期的管理、建设和运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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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渔业资源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依法审理非法捕捞水产品典型案例

□ 本报综合报道

渔业资源是宝贵的自然资源， 对于

保障生态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健全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密的法

治， 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

障。 非法捕捞不仅会对渔业资源造成

直接损害， 也会破坏生物多样性、 影

响生态平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人民法院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 充分发挥刑事

审判职能作用， 依法审理非法捕捞水

产品犯罪案件， 为保护渔业资源、 推

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法治

保障。

昨天，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4 件依法

审理非法捕捞水产品典型案例， 旨在发

挥案例警示、 教育和指引作用， 展现人

民法院保护渔业资源、 守护生态安全，

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的坚定决

心， 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保护渔业资

源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合法规范开展

渔业捕捞活动， 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和法

治意识。 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主要有以

下特点：

一是坚持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

依法惩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行为。 人

民法院依法加大打击严重破坏渔业资源

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行为的力度， 特

别注重对非法捕捞、 运输、 售卖各个环

节进行全链条打击， 强化全面保护。 案

例一， 吴某、 黄某京等人大规模捕捞螃

蟹并运输至各地销售， 情节严重， 陈某

惜明知螃蟹为非法捕捞犯罪所得仍进行

收购、 出售牟利， 分别构成非法捕捞水

产品罪和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案例

二， 张某喜明知用于捕鱼的电瓶经过升

压后足以致人死亡， 因疏忽大意致同伙

娄某祥触电身亡。 人民法院以非法捕捞

水产品罪、 过失致人死亡罪进行数罪并

罚， 具有较强的警示教育作用， 将有力

震慑类似情况的发生。

二是坚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确保司法裁判政治效果、 社会效果和法

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人民法院立足最大

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 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 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对于犯罪性

质尚不严重， 情节较轻和社会危害性较

小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行为， 依法可

以从宽处理。 案例三， 王某双非法捕捞

的涉案水产品价值较低， 且已被侦查机

关依法倒回海域， 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

害不大。 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公诉机关撤

回起诉， 充分体现宽严相济， 罚当其

罪。

三是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 实现惩

治犯罪和修复生态相统一。 人民法院在

审理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案件时， 积极

引导行为人实现从“破坏者” 到“修复

者” 的转变， 促进生态环境有效恢复。

案例四， 张某星等人团伙化、 链条化作

案， 非法捕捞次数多、 数量大， 情节严

重， 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人民法院

对涉案被告人均判处刑罚， 同时判令张

某星等人支付水产品资源损失以及生态

修复费用， 修复了被破坏的水生生物资

源和生态系统， 体现了人民法院以恢复

性司法理念助力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追

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