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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铁 路 局

　 国铁人复字 〔２０２３〕 ６ 号 签发人: 安路生

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 ７３９３ 号建议的答复

邢云堂代表:

您提出的 «关于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深化铁路安全环境

整治的建议» 已收悉ꎬ 经商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住房城乡建设

部、 应急管理部、 国铁集团ꎬ 现答复如下:

您在深入思考路外安全的基础上ꎬ 指出的当前铁路沿线安全

隐患整治情况以及提出的关于加强铁路沿线安全环境隐患整治建

议ꎬ 我们完全赞同ꎮ 近年来ꎬ 国家铁路局、 交通运输部、 公安

部、 国铁集团等部门单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ꎬ 统筹发展和安全ꎬ 强化

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ꎬ 发挥部际联席会议作用ꎬ 推动各地各单位

扎实开展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治理ꎬ 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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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坚持高位推动路地协同共治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 国家铁路局

深入研判铁路运输领域面临的安全风险ꎬ 会同交通运输部、 应急

管理部等 ７ 部门单位联合印发 «铁路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ꎬ 将路外伤害纳入专项整治内容ꎬ 采取 “一省一函”

“一省一对接” 方式ꎬ 向各省级党委政府致函全面推进铁路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ꎮ 经国务院办公厅同意ꎬ 建立了由交通运

输部、 中央政法委等 １３ 个部门单位组成的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治

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ꎬ 推动 ３１ 个省建立厅级议事协调机构ꎬ 统

筹推进环境治理工作ꎮ 国家铁路局、 国铁集团等 ４ 部门单位联合

印发 «铁路沿线安全环境管理 “双段长” 制实施指导意见»ꎬ 协

调 ３１ 个省全面建立路地 “双段长” 工作机制ꎬ 各铁路局集团公

司与地方政府成立省级工作专班 ３１ 个ꎬ 市级工作专班 ３６３ 个ꎬ

召开工作会议 ３３５ 次ꎬ 实施路地协同共管ꎮ 各铁路局集团公司与

５３ 个铁路运输检察院建立工作机制ꎬ 检企协作共同推动重点难

点问题解决ꎮ

二是坚持精准防控路外伤亡事故ꎮ 国家铁路局、 国铁集团联

合印发 «关于加强铁路路外伤亡事故管控工作的通知»ꎬ 进一步

强化铁路路外伤亡事故管理ꎬ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线路防护、 司机

防撞等措施ꎬ 加强高铁、 封闭地段、 站场内路外伤亡事故调查处

理ꎬ 有效维护铁路沿线社会环境稳定ꎮ 铁路运输企业加快推进时

速 １２０ 公里以上线路全封闭改造ꎬ 及时修复防护栅栏破损缺口ꎬ

完善铁路护路巡防制度ꎬ 确保安全防护设备设施状态良好ꎮ 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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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群众出行难问题ꎬ 及时修建下穿人行过道、 防护栅栏外人行便

道ꎬ 对时速 １２０ 公里以下路外相撞事故多发地段采取增设防护栅

栏、 列车降速等措施ꎬ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ꎮ

三是坚持源头治理消除道口风险ꎮ 国家铁路局自成立以来ꎬ

紧盯易造成群死群伤的铁路道口相撞重大风险隐患ꎬ 积极协调地

方政府和铁路运输企业加快推进道口立交改造ꎬ 加大道口交通违

章肇事等行为行政处罚力度ꎬ 加强道口安全监督检查和宣传教育

力度ꎬ 督促企业落实道口看护责任ꎬ 坚决杜绝了道口重特大事故

发生ꎮ “十三五” 期间ꎬ 在国家铁路局的积极推进下ꎬ 国铁集团

投资约 ９２ 亿元ꎬ 完成道口平改立整治 ２５６７ 处ꎬ 消除了一大批道

口安全隐患ꎮ 特别是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 国家铁路局将铁路路外伤害

纳入到铁路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ꎬ 将铁路道口 “平改立”

纳入到年度工作要点ꎬ 加快时速 １２０ 公里以上线路、 旅客列车径

路、 通行公交车大客车等重点道口的改造ꎬ 三年来ꎬ 完成道口改

造 ７２９ 处ꎮ

四是坚持严格执法加大监管力度ꎮ 国家铁路局会同地方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ꎬ 对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烧

荒、 放养牲畜、 破坏防护栅栏、 违法施工等各类违法行为加大打

击力度ꎬ 做到发现一起、 严肃查处一起ꎮ 各地区铁路监管局综合

运用安全预警、 通报约谈、 挂牌督办、 行政执法等手段ꎬ 打出安

全监管组合拳ꎬ 有力震慑了铁路沿线违法行为ꎮ 公安部开展 “携

手护路、 利剑除患” 专项行动ꎬ 与地方公安机关等路地部门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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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ꎬ 排查整治沿线安全隐患 ２ ７ 万处ꎬ 打击了一大批非法采石

取沙、 破坏铁路设施、 非法进入护网、 摆障等违法行为和违法人

员ꎬ 有力净化了铁路沿线治安环境ꎮ 三年来ꎬ 全路杜绝了铁路交

通特别重大、 重大事故ꎬ 事故死亡人数持续下降ꎬ ２０２０ 年至

２０２２ 年分别下降 １４ ５％ 、 ２３ １％ 、 １７ ９％ ꎮ

五是坚持普法宣传筑牢人民防线ꎮ 国家铁路局联合地方政府

有关部门和铁路运输企业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委会 “五进” 要求ꎬ

以铁路沿线中小学生、 留守老人儿童、 大牲畜养殖户以及 “五

残” 人员监护人等为重点ꎬ 加大铁路安全法律、 地方法规的普法

宣传力度ꎮ 国铁集团制作了 «铁路沿线安全环境宣传片» «铁路

路外安全警示教育宣传片» 在站车电子屏滚动播放ꎬ 发放宣传材

料 １８５４ 万份ꎬ 深入 ２５ 省 ３９０ 所沿线中小学、 社区ꎬ 开展 “平安

高铁” 普法宣传 １６ １ 万人次ꎬ 国家铁路局开设政府网站 “铁路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专栏ꎬ 举办 “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治理成果

网上图片展”ꎬ 营造共治共建共享新格局ꎬ 提升铁路沿线群众遵

纪守法、 珍爱生命、 爱路护路意识ꎮ

下一步ꎬ 国家铁路局将继续协调有关部门单位做好以下工

作: 一是深入开展打非治违行动ꎮ 对铁路沿线烧荒、 放养牲畜、

种植影响铁路线路安全和行车瞭望的树木等问题加大行政处罚力

度ꎬ 对行人在铁路线路上行走、 坐卧ꎬ 在未设道口、 人行横道的

线路上通过ꎬ 或擅自进入铁路线路封闭区域ꎬ 加大违法线索移

交ꎬ 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力度ꎮ 加强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巡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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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ꎬ 落实护路联防巡防和 “双段长” 制ꎬ 及时发现制止非法上

道、 破坏护网、 私设非法道口等问题ꎮ 二是精准防控路外伤亡事

故ꎮ 深化铁路线路安全防护管理ꎬ 坚持封堵结合ꎬ 推进时速 １２０

公里以上地段护网全封闭全立交ꎬ 时速 １２０ 公里以下重点地段采

取应封尽封、 列车降速等人防物防措施ꎬ 做到源头防范ꎮ 加强路

外伤亡事故管理ꎬ 突出护网封闭地段和站场内发生的伤亡事故分

析ꎬ 制定有效措施ꎬ 严格事故追责定责ꎮ 对三个月内同一县级行

政区域连续发生路外伤亡事故的ꎬ 地区铁路监管局要查明企业和

地方政府路外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ꎬ 依法进行约谈ꎬ 加强督促和

整改工作ꎮ 三是加大普法宣传教育力度ꎮ 联合地方护路、 公安、

交通、 铁路运输企业等开展宣传活动ꎬ 以铁路安全法律法规和路

外警示案例为重点内容ꎬ 强化对沿线中小学生、 留守老人儿童等

关键人群和运输重点企业安全普法教育ꎬ 不断提升沿线群众、 企

业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ꎬ 积极营造社会关注、 全民参与的铁路运

输安全环境ꎮ 同时ꎬ 利用部际联席会议工作简报对典型事故进行

通报ꎬ 发挥预警提示作用ꎬ 地区铁路监管局推动地方政府将路外

伤亡纳入基层市县平安建设、 安全生产考核ꎬ 每季度向辖区各省

份通报路外事故情况ꎬ 对事故多发的重点地区、 重点单位适时采

取预警、 约谈等措施ꎬ 提高地方政府责任意识ꎬ 确保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ꎮ

感谢您对铁路工作的关心和支持ꎬ 欢迎访问我局门户网站

(ｗｗｗ ｎｒａ ｇｏｖ ｃｎ)ꎬ 了解更多铁路行业发展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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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代表建议办理和答复征求意见表

国家铁路局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联系单位: 国家铁路局安全监察司ꎬ 电话: ０１０－５１８９７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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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代表建议办理和答复征求意见表

建议编号 ７３９３ 承办单位 国家铁路局 答复类别 Ａ１

总体意见

Ａ、 满意　 　 Ｂ、 基本满意　 　 Ｃ、 对办理工作有不同意见

Ｄ、 对办理结果有不同意见 Ｅ、 不满意

(涉及 Ｃ、 Ｄ、 Ｅ 三种情况的ꎬ 请代表提出具体意见)

具体情况

１ 承办单位办理态度是否认真负责 □是 □否

２ 承办单位是否同代表沟通、 听取意见 □是 □否

３ 承办单位是否走访代表或请代表参与调研、 座谈等 □是 □否

４ 承办单位答复是否实事求是、 明确具体 □是 □否

具体意见

代表签名: 　 　 　 　 　 　 　

代表证号: 　 　 　 　 　 　 　

注: １ 请通过代表工作信息化平台移动终端查看答复情况和反馈意见ꎮ 也

可以填写此表ꎬ 签名后ꎬ 于收到答复一个月内 (至迟不超过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将此表反馈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 (传真: ０１０—
６３０９８４１３、 ８３０８３９３６ꎻ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０８４６９３、 ６３０９８１２６ꎻ 地址: 北京市

西城区前门西大街 １ 号、 邮编: １００８０５ꎮ ２ 建议编号、 承办单位、 答复类

别由承办单位填写ꎻ 总体意见、 具体情况、 具体意见由代表本人填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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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联络局)、 国务院办公厅、 交通运

输部、 公安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应急管理部、 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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