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总则

1．1编制目的

　  通过房屋安全管理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实施，建立健全重庆市所辖范围内房屋安全事故

应急处置的“三制”(即应急机制、管理体制、法规体系)；明确重庆市人民政府房屋安全

管理的行政职能部门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及各区县(自治县)国土房管局、房管局

(中心、所)、开发区国土房管分局作为先期处置各级各类房屋安全事故的主体，强化应急

处置工作的预测报警、预警化解、先期处置、第一响应及善后处置五大基本环节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

1．2工作原则

　  在坚持《重庆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提出的“以人为本，防救结

合；依法规范，明确职责；集中领导，分级负责；资源整合，提高效率；平战结合，全民

参与”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房屋安全管理应急预案应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做好房屋安

全事故的预测报警、预警化解、先期处置、第一时间响应和善后处置五大基本环节的具体

工作原则，实现房屋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科学化、社会化和全民化。

1．3编制依据

　  为在发生房屋安全事故时，迅速有效地开展施救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68条规定、《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 3号)、《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省(区、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框架指南)的函》(国办

函(2004)39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重大、特大及特别重大安全事故

现场处置程序的通知》(渝办发[2004]318号)的要求，制定本预案。

1．4现状

　  重庆市是一个组团式的山地城市，我国西南地区古老的工业城市，以新建为主的城市

化进程并不能掩盖旧城改造缓慢、旧房维修困难等突出矛盾，以下岗个人、破产企业员

工、进城务工农民等弱势群体为主的住房安全形势严峻。调研数据表明，我市主城区现有

各类危险房屋约l2 00万平方米，其中D级危险房屋约8 5万平方米；以直管公房为例，现有

完好房屋2145 37 7平方米，占公房总数的70．2％，危险住宅55 3322平方米，占公房总数

的l8．1％，危险公共建筑、厂房等357641平方米，占公房总数的ll．7％。

1．5适用范围



　  凡在本市各区县(自治县)和开发区行政区域内房屋安全管理过程中发生如下情形之一

的，适用本预案：

　  造成死亡3人或重伤l0人及其以上，或者造成l00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房屋安全事

故；

　  可能发生重大或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房屋安全事故。

　  因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火灾等因素9『发的房屋安全事故不适用于本预案。

2组织机构与职责

 2.l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

　  重庆市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在重庆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的领

导下，负责重、特大房屋安全的应急指导、统筹协调。指挥部指挥长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

担任，副指挥长由市酵府分管副秘书长、市国土房管局局长担任。市国土房管局、市安监

局、市建委、市市政委、市监察局、市公安局、市消防局、市卫生局、市财政局、市民政

局等市级有关部门和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的负责人为指挥部成员。指挥部下设综合协

调、事故调查、现场抢救、治安防范、医疗救治、交通管理、善后处理等抢险救援工作

组，分别由成员单位抽派人员组成。

 2·2市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工作职责

　  2·2·1向市政府应急委报告重、特大突发性房屋安全信息和应急处置情况：

　  2·2·2负责收集、掌握房屋安全相关信息，发布大型及以上房屋安全事故信息：

　  2·2-3负责决定启动市级应急处置预案，确定重大应急处置措施：

　  2·2·4负责指挥、调动周边地区警力及市级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协调社

会有关抢险救援力量、共同做好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工作：

　  2·2·5决定房屋安全事故现场采取的对妨碍抢险救灾的建(构)筑物强行拆除等重大强

制性措施

2·3区县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基本职责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县人民政府)应成立相应的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

援指挥部和办公室，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制定本地区突发性房屋安全事故的应急抢险救

援措施，在本辖区房屋安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初步判定房屋安全事故的

等级并逐级上报，负责进行应急抢险救援。

　  2．3．1向市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报告突发性房屋安全事故信息和应急处置情

况；

　  2．3．2负责收集、掌握房屋安全相关信息，发布中型及以下房屋安全事故信息；

　  2．3．3负责决定启动本级应急处置预案或采取其他应急措施，发布房屋安全事故预警

信息及处置指令，采取各项应急处置措施；

　  2．3．4负责指挥、调动当地警力及本级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组织社会

有关抢险救援力量，动员和组织受到房屋安全事故威胁的居民以及其他人员转移到安全区

域，做好房屋安全事故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2．3．5决定对房屋安全事故现场进行封闭、实行交通管制、强行组织避灾疏散等强制

性措施、情况特别危急时可决定对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或者妨碍抢险救灾的建(构)

筑物强行拆除；

　  2．3．6协调本级相关部门落实抢险救灾资金。

2．4市抢险救援指挥部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市抢险救援指挥部负责统筹协调全市房屋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及

时向市政府应急委提出房屋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建议和意见；负责落实市抢险救援指挥

部有关应急措施；会同市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救灾资金、物资安排建议；协调有关部门落实

市级救灾专项资金，并对救灾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同时指导区县人民政府

和相关部门承担房屋安全管理和事故的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2．4．1市国土房管局：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并定期进行检查、监

控；组建房屋安全技术专家组；负责组织突发性房屋安全事故的调查评估及安全鉴定工

作；组织专家和专业单位制定突发性房屋安全事故的抢险救灾专项技术方案。

　  2．4．2市建委：组织开展工程建设诱发房屋住用安全事故隐患的排查；负责组织工程

建设诱发房屋安全事故的抢险救灾，制定应急抢险方案并组织实施。



　  2．4．3市市政委：负责对市政设施引发的房屋安全事故，组织有关方面进行抢险救

援，提供抢险技术方案、资料、器材和物资。

　  2．4．5市安监局：负责现场指挥部的日常工作；监督检查事故处置应急预案启动执行

情况；组织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督促、协调有关部门、单位的工作。

　  2．4．6市公安局：负责指挥房屋安全事故现场警戒、道路交通管制、维护房屋安全事

故现场的治安和组织人员疏散。控制易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参与房屋安全事故抢险

救援。

　  2．4．7市消防局：参与事故抢险救援，对可能引发的火灾等其它安全事故进行防范。

　  2．4．8市卫生局：负责组织有关医疗单位对伤病人员实施救治和处置。

　  2．4．9市财政局：负责筹集调度救灾资金，确保救灾资金及时足额到位；负责救灾资

金使用的监管工作。

　  2．4．1 0市监察局：依法负责对区县政府和市政府有关部门、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

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以及事故处置情况实施监督。对区县政府和市

政府有关部门、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在重特大突发性房屋安全事故

中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进行查处。

　  2．4．11市民政局：协助区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灾民生活情况；协助区县人民政府做

好险区灾民临时转移安置工作，帮助区县做好灾民生活安排工作，并按规定给予重灾户救

济补助；向民政部报告灾情。

　  2．4．12区县人民政府：负责及时组织力量赶赴房屋安全事故现场、抢救伤员，在第

一时间组织救援力量实施先期应急处置。牵头组织善后处理和社会稳定工作。

2．5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工作组职责

　  2．5．1市抢险救援工作组职责

　  综合协调组：由市国土房管局牵头、市建委等市级相关部门及相关区县人民政府的有

关负责人参加。任务是传达现场指挥部领导的指示，报告房屋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情况，协

调有关抢险救援工作，报告房屋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情况，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各项任务。



　  事故调查组：由市安监局牵头，市国土房管局、市监察局、市民政局和有关区县政府

配合。主要任务对发生房屋安全事故的原因进行调查，核实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并

通过现场指挥部向市政府应急委及国务院报告发生房屋安全事故的初步原因。

　  治安防治组：由市公安局负责。任务是组织公安干警及当地街道、乡(镇)有关人员设

置房屋安全事故现场警戒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维护现场治安秩序。

　  现场抢救组：由现场指挥部确定成员单位，主要由参加抢险救援力量组成。任务是迅

速抢救遇险、受伤人员，安全转移人财物等。

　  医疗救护组：由市卫生局负责，由卫生系统有关医疗单位组成。任务是对受伤人员进

行现场急救和重任人员转运救治，并提供医疗救治中必要的技术支持。

　  交通管制组：由市公安局牵头，市交委参加。主要任务是负责房屋安全事故现场的交

通管制和疏导道路交通，确保抢险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

　  善后处理组：由区县人民政府牵头，市民政局、市总工会等市级有关部门和事故单位

及受事故影响的单位有关负责人组成。任务是做好遇难、受伤人员的赔付及安抚及房屋的

技术处置工作。

　  2．5．2区县人民政府抢险救援工作组职责

　  综合协调组：由区县人民政府牵头，房管、公安等部门参加。任务是负责传达抢险救

援指挥部领导指示，报告灾害处置情况，协调有关抢险救援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

务。

　  事故调查组：由区县安监局牵头，区县房管、监察、民政部门配合。主要任务是对发

生房屋安全事故的原因进行调查，核实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并通过现场指挥部向政

府报告发生房屋安全事故的初步原因。

　  治安防范组：由区县公安部门负责，组织公安干警及当地有关人员维护现场治安秩

序。

　  现场抢救组：由现场指挥部确定成员单位，主要由参加抢险的救援力量组成。任务是

迅速抢救遇险、受伤人员，安全转移人财物等。

　  医疗救护组：由区县卫生局负责，卫生系统有关医疗单位组成。任务是对受伤人员进

行现场急救，将重伤员送医院抢救，为治疗重伤员提供医疗技术支持。



　  交通管制组：由区县公安部门负责，当地公安交警参加。任务是负责事故现场交通管

制，疏导道路交通，确保应急抢险工作的顺利进行。

　  善后处理组：由区县人民政府牵头，区县民政局配合，事故单位参加。任务是做好遇

难、受伤人员及家属的安抚工作。

3预防、预测和预警

3．1预防

　  必须遵循“预防为主，安全第一，综合治理”的方针，执行国家和重庆市有关安全管

理的法律法规，坚持“谁产权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房屋安全管理责任

制，层层签订房屋安全责任书，落实房屋安全目标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

 　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各级政府为主导，各级房屋行政管理部门为主管，各相关责

任人(包括房屋所有权人、管房单位)负责，各单位要切实加强房屋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和

监督管理，出现重大房屋安全事故苗头(隐患)和突出问题时应及时处理，有效防范。在重

大房屋安全隐患末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采取紧急措施及时报告，并

依法定程序责令停止使用。

　  加强全市房屋住用安全管理，对已划建设用地红线的危旧房改造区，危旧房的腾迁或

解危工作由取得该区域红线的建设单位或个人负责。对已划储备用地红线的危旧房改造

区，危旧房的腾迁或解危工作由取得该区域红线的土地储备单位负责。各责任单位应作好

责任范围内房屋的监护工作，

3．2信息监测与报告

　  区县人民政府要按照总体应急预案的要求，建立房屋安全住用信息监测与报告制度。

房屋住用安全信息监测与报告工作由区县国土房管局、房管局(中心、所)具体承担。

3．3预警

　  明确开展预测、预警工作的部门和上报(预警)信息的报告、接受和处理等内容。市接

警中心统一接警，电话号码：638 54444。充分利用11 0报警、11 9火灾、122道路交通事

故、l 20急救等应急报警资源实行联动报警。

　  按照总体应急预案的要求，上报信息要包括事故内容、范围、时限等要素。其内容主

要包括：(1)突发房屋安全事故可能或已发生的时间、地点、种类以及其他情况；(2)可能

或已产生的影响、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3)已经和准备采取的应急措施以及达到的



效果；(4)预警级别建议。在明确上报信息的同时，应立即采取各种应急行动(包括情况核

实和先期应急处置)。

3．4预测预警支持系统

　  房屋所有权人、管房单位、在资金、器材、物资、人员等方面要积极配合市政府建立

预警支持系统，对房屋安全事故进行预防、预测、预警。

3．5预警级别及发布

　  各类房屋安全事故的预警级别参照总体应急预案预警级别标准确定。未明确列入专项

预案的偶发房屋安全事故的预警级别，按照相近或相似的专项预案标准确定。

　  一般、较大级预警由区县国土房管局、房管局确定并报市国土房管局备案后发布；重

大、特别重大级预警由区县国土房管局、房管局或市国土房管局向市政府应急委提出预警

级别建议，经批准后由市政府应急委确定发布。

3．6预警化解

　  发生或可能发生房屋安全事故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在启动应急预案的同时，领导必

须立即赶赴现场，并就地就近利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和科学技术手段，参照本预案的有

关规定果断对房屋安全事故进行先期处置。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应急措施对房屋安全事故

进行有效的控制，坚决防止房屋安全事故对毗邻房屋的扩大，坚决防止次生、衍生和偶合

事故的发生。

4处置原则

　  房屋安全事故分四个等级。

　  一般事故：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l 0人以下重伤，或者l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的事故；

　  较大事故：造成3人以上1 0人以下死亡，或者l0人以上5 0人以下重伤，或者l 000万

元以上5 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重大事故：造成1 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l00人以下重伤，或者5 000万

元以上l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特别重大事故：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l00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

失的事故；



4．1逐级报告原则

　  房屋安全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事故单位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政府及房屋管理局(所)，事故所在地政府及房屋管理部门按照

国家规定程序、时限立即向上级政府和部门报告。重大、特大、特别重大事故发生地区县

政府应得知情况后，半小时内报市政府值班室、市安监局及市国土房管局；市级部门如接

基层直接报告，也应迅速报市政府值班室，事故处置过程中，应每隔24小时续报-次。各

级、各部门对事故情况不得瞒报、谎报、误报或故意拖延不报。

4．2统一指挥原则

　  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统一指挥，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救援力量，落实责任，

科学组织，保障抢险救援工作快速、有序进行。

4．3优先保护群众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思想，坚持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事故处置的首要任务，有

效防止和控制事故危害蔓延扩大，千方百计把事故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4．4及时抢险原则

　  4．4．1房屋安全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和事故现场人员应当迅速呆取有效措施组织开

展抢险救援工作，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注意保护好事故现场。

　  4．4．2房屋安全事故发生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按照相关规定，迅速组织抢救，有关单

位和个人应当服从指挥、调度，积极配合救助，将事故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4．4．3实施快速应急响应和快速抢险，相关部门、救援

机构必须第一时间到达事故发生地，相应的救援抢险设备也

必须迅速到达。

4．5属地管辖和分级处置原则

　  按照房屋安全事故发生地和发生单位隶属关系，实行属地化和分级处置。

　  4．5．1发生一般事故，所在乡镇(街道)政府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了解事故情况，设

置警戒区域、撤离群众，并迅速上报区县政府，同时抄报相关部门；



　  区县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立即启动本级房屋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同时按确定的工作

程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区县房管局应立即开展应急调查，划定事故范围和危险区，明确可能发展趋势，提出

应急抢险救援建议措施，将结果报指挥长；

　  指挥长应根据房管局的调查结果，‘责成乡政府立即组织危险区内所有群众撤离至安

全地带，必要时可征用物资、交通工具和相关设施、设备，甚至呆取强制撤离等强制措

施；

　  为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应落实专人对事故现场作好监

测记录，同时，要在24小时内向市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报告事故处置情况，包括

已采取的措施、成效及下步工作计划；

　  在开展抢险救援的过程中，要协调好各种抢险救援力量，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防

止在抢险救援过程中发生其他意外事故。

　  4．5．2发生较大事故，除严格执行一般事故抢险救援应急指挥程序外，所在区县人民

政府接到事故情况报告后，立即向同级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各成员单位通报情

况，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并启动相关预案；

　  应急预案启动后，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要对事故抢险救援工作实行集中领

导：

　  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戒标志、事故现场禁止人员进入、疏散并妥善安置群众、组织

现场搜救工作，必要时可征用物资、交通工具和相关设施、设备，甚至采取强制撤离等强

制措施，防止事故扩大；

　  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要对灾害损失情况进行核实、报告，对破坏情况进行调

查、录像，24小时内向市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报告事故情况，并报告抢险救援已

采取的措施、成效及下步工作计划；

　  在开展应急抢险救援过程中，要协调好各种抢险救援力量，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防止在抢险救援过程中发生其他意外事故；

　  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环境危害大、社会影响面广、性质严重的重大事故，可由

市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直接牵头按本程序处置。



　  4．5．3发生重大事故，除严格执行较大事故抢险救援应急指挥程序外，所在区县房屋

安全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应组织抢险救援人员和抢险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实施抢险救援；

　  市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及其成员单位的负责人也应及时赶赴事故现场，指导

和帮助抢险救援，市级有关部门应在市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对事故现场进行紧急支援。

　  市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迅速汇总灾情及已采取的措施，及时编发《事故情况

快讯》和Ⅸ事故处理抢险救援通讯录》供领导参阅并作为新闻媒体宣传报道的依据，及时

向市政府应急委和国务院报告。

　  4．5．4发生特别重大事故，除严格执行重大事故处置程序外，还要迅速汇总事故情况

及已采取的措施，在1小时内向国务院报告事故情况(包括发生事故范围、已呆取的措施、

损失初步评估和事故发展趋势、下步工作计划等)。市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应根据

事故情况、险情发展，不断增派现场抢险救援人员、物资、由市政府应急办统一协调驻渝

部队或武警部队支援。必要时，由市政府向国务院请求紧急支援。

　  同时，要及时编发《事故情况快讯》和《事故处理抢险救援通讯录》，供领导参阅并

作为新闻媒体宣传报道的依据。

　  市级有关部门应及时向国务院相关部门报告事故抢险救援情况，请求解决需要紧急支

援的事项。在国务院调查组到达现场后，在国务院调查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开展相关工

作。

5后期处置

5．1善后处理

　  房屋安全事故发生后，由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牵头，根据房屋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按

有关法规和政策，对事故受伤人员给予救治和救济，并做好善后工作。由市政、交通、城

建等部门负责，其他相关部门配合，迅速对事故现场进行清理，排除障碍，保障城市功

能，恢复交通畅通。

5．2社会救助

　  事故发生后，社会、个人和外国机构捐赠资金和物资，统一由市政府接受捐赠办公室

和市红十字会接受，并按规定加强管理和监督。

5．3保险理赔



　  在房屋安全事故处置过程中，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现场指挥部应及时协调保险公司

及本部门的情况做好保险理赔的各项事宜。

5．4评估、调查和总结

 　 一般和较大房屋安全事故发生后，‘由区县国土房管局、房管局牵头按本预案的要求

组成调查小组，聘请有资质的单位对房屋安全损失进行评估和调查，形成评估和调查报

告，并提出改进措施和对责任单位、人员的处理建议，并向市国土房管局报告，同时抄送

市政府有关部门。

　  重大和特别重大房屋安全事故发生后，由市国土房管局牵头组织事故的评估调查工

作，并及时形成书面材料上报市政府应急委、市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

6保障措施

6．1通信保障

　  确保房屋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期间的信息畅通，市房屋安全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成员单

位及抢险救援单位，保持24小时的通讯畅通。

6．2现场救援和抢险装备保障

　  区县人民政府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各类专业部门实施应急救援的工作

体制，确保房屋安全事故的抢险救援工作顺利进行。同时按照统一格式标准建立救援和抢

险装备信息数据库并适时维护更新，保证应急指挥调度的准确高效。

6．3应急队伍保障

　  公安、消防、交管、医疗急救、市政等队伍是第一响应的抢险救援队伍，同时，要充

分发挥城镇社区、公益团体等社会力量的作用，组建具有一定救援知识和技能的成年人志

愿者队伍，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减少房屋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避免次生、衍生和耦合

事故的发生。

6．4交通运输保障

　  根据房屋安全事故的特点，由交通部门牵头，公安、市政等部门配合，开设应急救

援“绿色通道”，为应急救援工作提供快速顺畅的通道。

6．5医疗卫生保障



　 根据房屋安全事故对人员的伤害，由医疗部门牵头，各单位医务人员、市政等部门配

合，开设现场抢救点及应急救援医院，为房屋安全事故受伤人员进行抢救和医疗保障。

6．6治安保障

　 房屋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的社会治安保障，由公安部门牵头带领，各单位保卫部

门和志愿人员负责维护房屋安全事故现场的秩序。

6．7物资保障

　 区县人民政府应该做好应急抢险救援的设施、设备和救灾物资储备，在处置可能的化

学危险品泄漏事故中应准备必要的防护服，保证应急抢险救援工作的需要。

6．8资金保障

　 为保证房屋安全管理应急预案有效实施，市人民政府及区县人民政府分别建立“房屋

安全专项资金”，保证房屋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顺利实施。

6．9紧急避难场所保障

　 区县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地区的城镇规划，利用空置房、廉租房、广场、运动场、体育

馆、人防工程等设施场地，与各空旷场所的建设或改造相结合，统一规划建立数量充足、

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紧急避难场所。

6．10技术保障

　 区县国土房管局、房管局应建立专家库，为抢险救援提供技术保障。

7宣传、培训和演习

7．1公众宣传教育

　 向社会公布和宣传市突发公共事件统一报警电话：62854444，使广大市民知晓。市级

有关部门要利用大众传媒、互联网宣传房屋安全的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

等常识，提高全民的安全自救防护能力。

7．2预案培训



　 各有关单位要根据本预案的要求，制定相应的技术方案，储备相应的物资，组织开展

抢险救援人员实施预案的业务培训，熟悉实施预案的工作程序和工作要求，适时开展演

练，做好实施预案的各项准备工作。

8附则

8．1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市国土房管局编制并负责解释。

8．2预案颁布实施

　 本预案经市政府审议通过，以文件形式颁布实施。

8．3奖励与责任 

　 参照市政府相关规定办理，如追认烈士、表彰奖励及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等。

8．4预案管理与更新

　 区县人民政府、本市房屋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责任单位和负有应急保障任务的单位，都

要根据本预案和所担负的房屋安全事故处置任务，组织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

　 适时对本预案进行更新。

9附录

9．I重庆市区县房管局及房屋安全鉴定所通讯录

重庆市区县房管局及房屋安全鉴定所通讯录

　  单位名称 　  值班电话

　  万卅区房地产管理局 　  58231719

　  涪陵区房地产管理局 　  72225486

　  黔江国土房管局 　  79222200



　  渝中区房地产管理扃 　  63844115

　  大渡口区房屋管理局 　  68082009

　  江北区房屋管理局 　  67853854

　  沙坪坝区房屋管理局 　  65462499

　  九龙坡区房地产管理局  61577105、61577011

　  南岸区房屋管理局 　  62986101

　  北碚区房产管理局 68862270、13594617770

　  渝北区房产管理局 　  67820927

　  巴南区房地产管理局 　  66222426

　  万盛区房地产管理局 　  48271490

　  双桥区房屋管理局 　  43332836

　  长寿区房产管理局 　  40245450

　  江津区国土房管局 　  47522801

　  合川区国土房管局 　  42751050

　  永川区国土房管局  49862860、49860096

　  綦江县国土房管局 　  85890010



　  潼南县国土房管局 　  44557086

　  铜梁县国土房管局  45632532、45643458

　  大足县国土房管局  43722289、43724607

　  荣昌县房屋管理局 　  46793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