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威海市气瓶安全管理条例》

工作方案的通知
威政办字〔2023〕25号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综保区管委，南海新区管

委，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贯彻落实〈威海市气瓶安全管理条例〉工作方案》已经市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7月 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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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威海市气瓶安全管理条例》
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威海市气瓶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全面规范气瓶和瓶装气体安全行为，建设全流程的气瓶信息化监

管平台，提升我市气瓶管理和安全使用水平，制定本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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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完

善公共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求，进

一步完善气瓶治理体系，推动全市相关行业高质量发展。

二、总体目标

到 2023年底，完成气瓶各环节相关硬件建设，安全管理制

度更加完善，气瓶入户检查工作充分开展，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消

除。到 2024年 6月底，完成市级气瓶信息追溯平台建设，实

现全市气瓶动态流转、瓶装气体使用和监管等环节的信息化，气

瓶各环节安全责任明晰，安全行为得到规范，形成气瓶安全全民

参与、齐抓共管的新格局。

三、主要任务

（一）健全气瓶安全追溯机制

1.建立市级气瓶信息追溯平台，将气瓶的充装、检验和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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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的销售、储存、运输、使用等活动纳入实时动态管理。（牵

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财政局、市大数据中心；责任单位：

市公安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海洋发展局、

市商务局、市应急局、市消防救援支队）

（二）提升气瓶安全监管水平

2.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气瓶安全的监督管理

工作，通过召开工作会议、开展联合行动等方式，及时解决监督

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责任单位：

市公安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海洋发展局、

市商务局、市应急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各区市政府、开发区管

委等。以下均需各区市政府、开发区管委落实，不再一一列出）

（三）规范气瓶充装行为

3.气瓶充装单位应当采购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气瓶，

采用二维码、射频识别技术等方式在气瓶上设置电子标签，并办

理气瓶登记、申报定期检验以及报废等手续；应当在气瓶显著位

置，以文字或者设置二维码等方式显示瓶装气体的充装记录和安

全使用说明等信息，并且张贴规范明显的警示标签；应当在市级

气瓶信息追溯平台建设完成后，及时完成与平台的数据对接工

作。（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4.气瓶充装单位应当使用具备充装联锁控制功能的充装设

施，依法提供充装服务。未经使用登记机关同意，不得为本单位

登记的气瓶、合格的车用气瓶以外的气瓶提供充装服务。不得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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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严重腐蚀、损伤等影响充装和使用安全、超期未检验、检验

不合格等情形的气瓶。（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四）加强瓶装气体销售、储存和运输的管理

5.瓶装气体销售单位应当根据瓶装气体特性，定期对瓶装气

体用户进行安全用气入户检查和安全知识宣传。入户检查信息应

当上传至市级气瓶信息追溯平台，检查结果应当告知用户。对用

户违反安全用气要求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书面提出整改要

求。对瓶装燃气和危险化学品气体的入户检查和安全知识宣传，

每年不少于 2次。入户检查应当出示有效证件，并且不得收取费

用。（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管局）

6.禁止安装液化天然气气瓶的机动车驶入或者停放在建筑

物内的停车场（库）等封闭空间。瓶装气体运输应当使用符合规

定的专用车辆。（牵头单位：市公安局，各行业主管部门、监管

部门）

7.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人员聚集的公共区域、地下或者半

地下建筑物以及城市建成区小区范围内的车库、储藏室等场所存

放盛装燃气和危险化学品气体的气瓶。（牵头单位：各行业主管

部门、监管部门）

8.瓶装气体销售、储存、运输单位应当在市级气瓶信息追溯

平台建设完成后，及时完成与平台的数据对接工作。（牵头单位：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应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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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瓶装气体的使用安全

9.瓶装气体使用人应当遵守安全用气规定，应当按照安全使

用要求正确使用燃气燃烧器具，达到判定报废年限时应当予以更

换。使用瓶装燃气从事餐饮服务活动的，还应当遵守《条例》关

于餐饮服务活动安全用气的规定。（牵头单位：各行业主管部门、

监管部门）

10.使用瓶装气体的非居民用户，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

度，配备符合规定的消防应急设施、设备、器材，定期对操作人

员开展消防应急知识培训。（牵头单位：各行业主管部门、监管

部门）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市、开发区及市直相关部门要提

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贯彻落实《条例》，切实抓好

气瓶治理和社会宣传工作；要加快完善、落实配套制度和工作措

施，指导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协调本辖区气瓶安全管理工作。

各有关单位要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合力，按时完成目标任务，共

同推进《条例》贯彻实施。

（二）强化监督落实。各区市、开发区及市直相关部门要根

据各自职责，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强化工作信息交流，加

大执法检查力度，保障《条例》有效落实。要充分利用市级气瓶

信息追溯平台和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推动问题隐患查找数字

化、智能化，提升监管效能。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区市、开发区及市直相关部门要充

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引导和舆论监督作用，通过报刊、电视、

公众号、网站等多种媒介，广泛宣传《条例》具体要求和实施意

义，让广大企业和群众了解和遵守《条例》，充分发挥《条例》

的规范和引导作用，进一步提升我市气瓶安全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