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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进“四大体系”建设全面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李 宁*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上海� 201900

摘� 要：安全生产是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的基础和保障，关系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新版《安全生产法》的颁

布实施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主体责任和企业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如何安全履职成为建筑施工企业绕不开的话题。

本文将重点介绍通过“安全生产四大体系”建设，来落实安全管理责任，从而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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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政策调控，建设施工行业迎来了又一轮高潮，特别是具有特级资质的建筑央企发展迅猛，生

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任务量剧增，而同时也造成了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生产和安全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素质的提升，人们对安全生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修

订完善，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管理人员的安全职责，近年来多起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媒体曝光，更是对安全生产管

理造成极大的影响，造成了企业的安全管理成本和安全违法成本大幅提升，往往一个安全事故就将企业一年甚至几年

的经营成果化为泡影，致使公司丢失一片市场、失去一群潜在客户。而针对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的管理者更是要接受

法律的制裁[1]。

我公司作为具有70年历史的建筑央企，在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基本做法或工作主线概括起来就是：“一个核心、

两级监督、三制管理、四大体系、五大环节、严把六关、全面管控、实现零目标”，简言之为“六项法则”。其中作

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核心就是“四大体系”的建设和有效联动。

1� 安全执行体系建设

安全执行体系是安全管理的核心，是安全管理活动的基本落脚点，再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再完善的安全技术，

再严密的安全监控，到最后都必须到落实执行上。因此安全执行体系的建设是安全管理的根基。

1.1 持续建立健全公司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近年来国家连续出台多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我们应该结合新的法规要求，及时完善公司管理制

度，修补漏洞，同时应关注各地地方性的安全管理法规规范和要求，首先要使我们的管理制度合法有效。

1.2 树立各级人员安全意识

安全意识存在于所有人的潜意识中，每个人都具有躲避危险的潜能，但是现场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施工过程

中随时存在的“侥幸心理”经常会战胜大家的“安全意识”，从而导致冒险作业，进而引发事故。我们应该通过“入

职安全教育”、“事故案例警示宣传”、“日常安全活动”等方式提高员工安全意识。

1.3 培养安全执行能力

现如今有较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个人也有较高的安全思想意识，但是往往在执行中缺乏有效的落实手段和措

施，不知道如何去做。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应该加强安全操作规程的学习和灌输，并积极总结作业流程完善操作方法，

通过实做来提高员工安全作业能力。

2� 安全技术体系建设

安全技术体系是安全管理的支柱，是安全执行系统正常运行的保障，完善的安全技术能够降低作业中的安全风

险，从而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劳动强度，增加利润收益。

2.1 做好施工前的安全评价和安全策划

安全评价和安全策划是从技术的要求出发，将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安全问题进行预判，并制定控制措施，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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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在施工前对危险因素进行预防和控制。通过编制了《安全策划管理制度》，通过这项制度来进一步全面推进安全

策划工作。

2.2 持续开展危险源辨识、评价活动，完善事故应急预案

随着安全评价科学的发展，针对施工安全评价推出了多种危险源评价方法，公司一直以来沿用的“格雷厄姆法”

简单实用、评价准确，尤其对我们日常的重复性多的作业，评价效果较好。同时，需要针对识别的危险源编制可行的

应急处置方案。

2.3 加强安全施工方案的编制

安全施工方案是在施工方案的基础上明确每个施工步骤中应注意的安全要求，以及在作业过程中采取某种措施和

方法，提高施工过程中人员的安全性。但在现实工作中，很多安全施工方案仅仅是一些标准、制度的要求，毫无针对

性可言，更谈不上可操作性。因此我们的施工技术人员在施工管理过程中应有意识的加强安全技术的学习和积累[2]。

2.4 细化安全技术交底，完善安全交底管理流程

通过安全技术交底手续的完成，我们达到对安全技术要求和安全措施的教授和指导，使安全执行系统明确需要完

成和注意的内容。但在具体施工过程中，安全技术交底进行的并不彻底，甚至只是履行一个签字手续。我们仍需要进

一步完善安全技术交底的管理流程，将安全技术交底必须覆盖公司所有施工作业。

3� 资源保障体系建设

资源保障体系是安全管理的基础，足够的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充足的安全管理人员配备、完善的安全防护设施以

及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资材，都是安全生产的基础条件。

（1）采购系统应组织确保设备物资租赁等的合法性，督促落实规范劳动保护和各类安全防护用品、设备设施的采

购管理，组织对合格供应商产品安全资格审查，确保购置(租赁)的工程物资、设备和劳动保护用品、安全设备设施符

合国家或行业有关安全技术标准、规范的质量要求；负责按国家、行业和工程所在地关于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规定

及公司生产和管理水平科学合理测定或核定安全文明施工费成本，从源头保证基本和必要的安全生产费用投入。

（2）合同合约系统在工程分包招标时，单列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并在分包合同中约定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支

付、使用专项条款及违约责任。对分包方安全生产履约情况进行监督，组织审定分包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

（3）人力系统负责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足额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组织落实公司各级安全教育培训工

作，完善并实施安全管理队伍培养、发展机制。

4� 安全监督体系建设

安全监督体系是安全管理的核心，通过安全监督系统的工作，我们来验证安全技术的是否落实，安全执行实行到

位，安全体系是否运转正常；通过安全监督系统来发现问题，进而改变管理思路，提升管理，促进安全管理体系向上

发展，以达到持续提高、持续改进。也就是我们常说管理体系“PDCA循环”。

（1）安全监督全方位有效覆盖。所谓全方位就是要从工程项目的“营销阶段”、“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

“总结阶段”等四个阶段对项目部安全风险进行“预判、预警、预防”，并实施自上而下的全方位、全员和全过程的

全面管控[3]。

（2）强化安全“执法能力”和“执法力度”。目前现场安全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技能水平、管理经验等各方

面都比较欠缺，因此应持续提高安全员的个人素质。安全监管人员不能做“老好人”，缺乏对安全工作一抓到底的

“狠”劲、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韧”劲、违法必究的“严”劲，“严不起来、落实不下去”的情况仍不同程度的存

在。应在安全管理中划出“红线”，越线必重处，同时应给与安全监管人员足够的安全管理考核权限。

（3）加强安全监督队伍的建设。通过举办安全员交流培训，强化实战培训。通过《安全员分级管理制度》提高安

全员的准入门槛，引入岗位竞争机制，倒逼强化安全监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再通过考核、评级的方式提高安全员

的收入待遇，同时淘汰一批不适合的在岗人员[4]。

安全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反复行、艰巨性和长期性，决定了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因此我们应不

断的加强各层面的沟通联系，不断完善安全管理体系，明晰和细化体系保证功能，明确职责，落实责任，形成“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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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流程清晰、规范统一、各司其职、分工协作、齐抓共管、效能显著”的工程项目安全生产保证体系，全面改善

安全生产环境，才能实现安全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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