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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条块化和网格化管理探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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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块化和网格化管理目的

进一步提高安全管理群防群控的穿透力，提升企业

安全生产的执行力，做到风险防范措施执行到位，安全

隐患排查到位[2]。充分利用网格化管理明确、细化、落实

到人，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条块相结合的管理无

漏洞，达到安全管理无死角，风险管理落实到位，隐患

排查无遗漏。

2 条块化和网格化管理工作内容

2.1  建立策划方案，进行全面推广，落实方案优化。
2.2  以网格切分为基础。根据企业特点提出网格切分

的基本要求，各下属车间结合实际合理切分网格，做到

生产场所全覆盖、作业区域无遗漏、角角落落有人管、

条条块块相结合，安全风险辨识全、有措施、有管控、

有责任人，隐患排查早发现，整治行动快落实，防范措

施时点检，体现安全管理的执行力。

2.3  以条块管理为提升。在网格划分的基础上，时
刻将安全提在前，为进一步体现安全管理有人查、有人

帮、有人提，时时刻刻体现安全是对员工的人身负责

的企业宗旨，实现企业安全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新开

局、新发展的理念，及时将安全状态上情下达，下情上

传，充分发挥企业干部带头作用，体现企业技能人才队

伍的优势，在区域管理中发挥作用，不断发现安全隐

患；不断改善安全短板；不断在实践中辨识风险；不断

提出更合理、更简单、更优化的防范措施；不断身体力

行安全理念；不断在工作中体现教育、帮助员工的安全

行为，体现企业安全管理的穿透力。

2.4  切块化管理丰富完善领导包保机制。为充分发挥
领导干部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示范带头作用，落实安全切

块式包保责任、提升安全履职能力。在条块管理的基础上

实现，实施领导干部区域包保管理，领导干部每天带队认

真查、仔细查、全方位查、全链条查，在查中改，改中

查，达到SDCA的良好循环，为安全生产打下良好基础，
针对在切块范围内的重复性、较大隐患，负责切块区域的

领导要“带着专题下现场、带着专家讲标准、带着标准查

问题、带着问题推整改”，作出安全现场检查新示范，不

断提升各级领导发现问题、破解难题、科学决策的能力。

体现企业安全管理责任的落实力。

3 网格划分

3.1  网格切分原则
3.1.1  网格切分一般情况以风险点或班组(工位)为单

位划分网格化责任区，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将多个

风险或工位合为一个网格区，或是将一个班组(工位)切分
为多个网格区。网格划分尽可能与工位相结合，也可按

照网格区域的大小和网格管理的难度，将一个工位划分

为多个网格，或将多个工位划分为一个网格。每一个网

格都要有对应的网格编号。

3.1.2  网格切分必须要做到场地划分的全覆盖无死
角、无盲区，明确责任领导，责任管理人员和班组(工位)
责任人。

3.1.3  对于生产变化导致网格发生变化时应在实施生
产前重新进行切分。

3.1.4  现场网格分为作业区网格和三包区网格两种
性质。

3.1.5  非固定生产区网格切分按照项目制管理的原
则，遵循“谁使用、谁负责、谁管理”的原则，所在项

目使用的区域划为一个网格，如有新增作业区，新增作

业区划入所在项目网格。

3.2  网格切分流程
3.2.1  各下属车间在定置总图的基础上，按照物理区

域划分安全管理网格，并将安全管理网格分为生产区域

网格、办公区域网格、辅助区域网格、包干区域网格每

个跨度的工艺定置图进行网格切分(部门级)，各车间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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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整体划分或细化。

3.2.2  各车间在划分网格的基础上，按照工作内容相
似、工作区域集中、便于管理的原则，在若干个网格的

基础上，设立网格区，明确网格长。

3.2.3  各车间在网格区的基础上，实施切块化管理，
明确领导责任区范围，实施领导包保。

3.2.4  各车间网格切分后对所有的网格进行命名并编
号，编号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网格性质区分，

使用数字1代表作业区，数字2代表辅助区域，数字3办公
区域，数字4代表三包区；第二部分为部门拼音简称；第
三部分为本单位网格区域编号，各单位从01开始编号对
应每一个网格。以1JZZ01为例，代表机车制造中心作业
区的01号网格。2PJZ01为例，代表配件制造中心辅助区
的01号网格。3PJZ01为例，代表配件制造中心办公区的
01号网格。以4JJZ01为例，代表机车检修中心三包区01号
网格。

3.2.5  编编号和命名完成后，落实所有网格责任人。
每个网格必须有确定网格网格长、包保领导。

3.2.6  各车间填写建立《单位网格汇总表》，完成每
个跨度的“网格工艺切分图”、“工艺定置图”和“三

包区网格图”。

3.2.7  对于网格区域发生变化的，应及时重新划分
网格。

3.3  网格目视化
3.3.1  各车间在每个跨度醒目位置设置有此跨度

的“网格工艺切分图”的标识牌和各网格“工艺定置

图”，明确网格编号和责任单位，责任人。

3.3.2  企业在卫生包干区醒目位置设立三包区责任标
识牌，标牌上标明各单位三包区网格编号及责任单位。

4 网格管理内容

4.1  以网格为单元对网格进行风险识别，确定重点
管控清单，利用已辨识建立的风险，建立的风险等级，

明确网格内的设备设施、作业活动、作业环境存在的能

量源和危险有害因素，风险等级，确定网格重点危险有

害因素清单。网格重点危险有害因素清单包含：经过风

险评估判定为企业重要危险有害因素的项点、可能导致

重伤及以上事故发生的项点、以往发生过工伤事故的项

点、现场重复发生的隐患项点等。针对每个项点制定相

应的管控标准，明确具体的数量和检查的频次，并确定

每个网格的关键词[1]。关键词主要用于识别网格内存在哪

些类别的专项检查，以便于后期通过信息化的手段，通

知网格安全员开展相应的检查工作。关键词包含：起重

机械、吊索具、剪冲压、电气、涂装、压力容器、有限

空间、高处作业、相关方等。

4.2  针对所辨识出的风险进行责任分解，将点检职责
分解到每一名班组员工(含网格责任人)，按照风险大小不
同制定管控措施和规定点检频次。编制《网格风险一览

表》，张贴相应的安全风险告知卡。

4.3  对网格区内的较大和重要风险的作业行为、设
备和环境危险源按照目视化要求进行编号，并就近张贴

“较大风险目视化警示标识”。

4.4  风险点检责任人负责按照《网格风险一览表》的
要求每天对自己所负责的风险管控项点，通过信息化手

段落实点检。发现问题及时记录在《网格化安全隐患整

改记录表》进行整改，如不能整改上报车间(部门)安全员
落实整改。

4.4.1  常州市创新研发“常安码”推动风险全流程管
控。全链条风险防控，创新实现一码统管。在风险辨识环

节，“常安码”引入“LEC”算法，指导企业根据风险点
的事故可能性、严重程度、人员暴露频繁程度，实现全面

分级管理；在风险管控环节，借助“常安码”推送给相关

企业，指导中小企业有效管控风险；在风险自查环节，要

求企业运用“常安码”对管控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定期自

查，并采用北斗融合GIS定位技术，精准监控企业实际扫
码位置，确保从业人员到现场开展自查工作[4]。

4.5  网格责任人同步担任网格安全员职责，负责按照
《网格风险一览表》每天对网格中的风险进行点检，同

时监督危险源点检责任人是否按要求进行点检，发现问

题及时记录在《网格化安全异常整改记录表》并上报车

间(部门)安全员落实整改。
4.6  网格长负责按照《网格风险一览表》一周二次对

网格中的风险点检，同时监督网格安全员和危险源点检

责任人是否按要求进行点检，发现问题及时记录在《网

格化安全异常整改记录表》，对不能整改的，上报车间

(部门)安全员落实整改。
4.7  根据企业实际建立信息化扫码频次，由主要负责

人、各部门安全管理负责人、车间责任人定期对风险进

行扫描，扫描检查频次必须大于等于所在监管区域所规

定的频次要求。

4.8  车间(部门)安全员负责按照《网格风险一览表》
每月二次对网格中的风险点检，同时监督网格长、网格

安全员和危险源点检责任人是否按要求进行点检，发现

问题及时记录在《网格化安全异常整改记录表》并落实

整改，对《网格化安全异常整改记录表》中反馈的问题

及时进行整改验证。

4.9  切块责任区包保领导负责按照《网格风险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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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每月一次对网格中的风险点检，同时监督安全员、

网格长、网格安全员和危险源点检责任人是否按要求进

行点检，发现问题及时记录在《网格化安全异常整改记

录表》。

4.10  车间(部门)应制定车间(部门)级网格化管理办
法，对未落实点检责任的情况进行考核。

4.11  安全管理部门要不定期对所有网格点检分层级
责任情况进行检查。

5 网格化隐患排查

5.1  每个网格内的员工都可以对本网格内存在的安全
隐患进行排查并上报。

5.2  通过信息化系统可随时对本网格存在的问题点进
行拍照，描述问题，进行上传。

5.3  车间(部门)管理人员，收到隐患上报通知后，立
即对上报隐患是否属实进行现场验证，确认隐患后制定

整改措施，整改期限和责任人，将隐患整改发送到隐患

整改责任人处。

5.4  隐患整改责任人收到整改措施和整改期限后组
织对问题点进行整改，拍完整改照片上传后确认整改完

毕，如企业或上级单位检查出的问题未在整改期限内整

改完成，需填写说明理由，并重新填写整改措施和整改

日期，由安全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实施。

5.5  车间(部门)管理人员对确认整改完毕的问题点进
行验证，确认无误后对隐患进行闭环。

6 网格管理的建议

6.1  充分发挥先进员工带头模范作用，发挥企业高技
能人才的底蕴，建议各单位网格安全员、网格长从一线

员工中的安全意识较高中选任，并建立本单位网格安全

员任用和评价机制。网格安全长安全管理工作，除完成

网格内重点管控项点的检查外，还负责网格内危险作业

检查和各类安全专项检查。

6.2  充分发挥公司中高层领导在网格安全生产工作中
的示范带头作用，落实安全切块包保责任、提升安全履

职能力。在履行切块化安全管理，创新工作方式、示范

检查方法，即“带着放大镜看现场、带着专家讲标准、

带着标准查问题、带着问题推整改”，强化了“履职能

力提升和网格长作用发挥”的工作实践，真正起到了领

导包保履职效果。一是明确包保专题，策划实施流程结

合企业阶段安全生产和切块包保区域的总体形势，围绕

年度的重点工作任务推进落实、重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

整治和包保区域难、重、反问题及季节性极端天气的安

全风险等方面，包保领导每季明确1-2个专题内容，实
施本次安全包保工作。同时策划好包保工作流程。二是

做好前期准备。对专题内容所据行业、企业安全管理规

范和技术标准进行重点了解，成立专题内容小组，并对

所涉及人员进行分工，组织培训，目的是对标准规范再

回顾、再学习，以学习标准、掌握标准、加深理解。三

是围绕生产设备设施安全防护及日常管控工作存在的问

题，与包保网格责任区相关技术专家、管理人员、操作

人员展开广泛深入的交流[3]。四是明确专题内容，确定

整改措施、时间，同时，强化日常检查、提醒、督促、

考核，将措施进行固化，形成员工的习惯性行为进行检

查，并完成全覆盖。若发现未及时点检或点检情况与实

际情况不同的情况，将会进行相应扣分。

结束语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是近几年企业的

重点工作，但是作者发现，在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主体责任方面，监管机构和企业作为责任主

体，均未能完全落实到位。大型央企、国企走在了前

面，大量的中小型企业、私营企业责任意识未能得到有

效提升，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过度依赖第三方，排查效

果甚微。随着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浪潮的到来，相对实

力较强的企业层面纷纷推出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系统，

如何将企业的信息化系统进行统一，如何做到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做到责任、意识和检查的全覆盖，

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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