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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管 

和质量监督执法检查工作情况通报 

 

（征求意见稿） 

 

为切实做好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管和质量监督工

作，2020 年 8 月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关于开展 2020 年度电

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管和质量监督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

（国能综通安全〔2020〕83 号，以下简称《通知》），在全国

范围内组织开展了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管和质量监督

执法检查。本次执法检查是在企业自查基础上，国家能源局

及各派出机构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原则，选取了 199 个

在建电力建设工程，组织专家进行现场执法检查，共提出整

改问题 2488 项，下发整改通知书 178 份，做出行政处罚 5

例，有效防范遏制了电力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和质量事故的发

生。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2020 年全国电力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2020 年全国规模以上的电力建设项目 8498 个1，较上年

7861 个有较大幅度增加。其中电网项目 5947 个，占比

69.98%；电源项目 2551 个，占比 30.02%。电力建设项目整

                                                             
1 根据全国各电力质监机构的在监电力建设项目数据汇总，统计口径包括在 2020 年度完工和截至 11 月底

的在建规模以上项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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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呈以下特点： 

1.电网建设项目数量稳中有升 

2020 年全国 66 千伏及以上电网建设项目 5947 个，较上

年全年增加 79 个，增长 1.33%。其中 1000 千伏项目 10 个，

750 千伏项目 54 个，500 千伏项目 273 个，与上年基本持平；

330 千伏及以下项目较上年增加 106 个，增长 1.93%。 

 

2020 年全国在建电网项目变电容量 708040 兆伏安（兆

瓦），线路长度 121276 千米，与上年建设规模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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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源建设项目数量大幅增长  

2020 年全国规模以上电源建设项目 2551 个，较上年增

长 28.38%。火电建设项目（以发电为主，下同）236 个，较

上年下降 11.94%；核电常规岛建设项目 8 个，较上年下降

27.27%；水电建设项目（50 兆瓦及以上，下同）118 个，较

上年增长 3.51%；风电项目（项目总容量 48 兆瓦及以上，下

同）1356 个，较上年增长 40.52%；光伏发电项目（项目总

容量 30 兆瓦及以上，下同）656 个，较上年增长 37.53%；

生物质发电（能源类）项目 177 个，较上年增长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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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电源建设项目总容量 5.26亿千瓦, 较上年增

长 15.56%。火电项目容量 1.89 亿千瓦，占比 35.99%，较上

年微增 0.36%；水电项目容量 1.28 亿千瓦，占比 24.33%,较

上年增长 3.49%；核电常规岛项目容量 1675 万千瓦，占比

3.19%，较上年减少 16.09%；风电项目容量 1.26 亿千瓦, 占

比 23.97%，较上年增长 49.74%；光伏发电项目容量 5990 万

千瓦, 占比 11.40%，较上年增长 75.55%；生物质发电项目容

量 590 万千瓦, 占总容量 1.12%，较上年增长 28.28%。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 

通过对本次执法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分析总结，目前在电

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和质量管控方面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和

薄弱环节。 

（一）施工安全方面 

1．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本次执法检查中共发现此类问题 224 项，占比 9.02%。

华润新能源（锡林浩特）有限公司锡林浩特风电工程、淮安



5 

海宇吴城 44 兆瓦风电工程、苏晋朔州煤矸石发电有限公司

2×660 兆瓦发电工程、三峡集团白鹤滩水电站工程、华能德

州丁庄水库光伏发电项目一期项目等部分工程的参建单位2

安全生产监督体系和保证体系不健全；未结合工程实际制定

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未按要求设置，专业人员

不足；未签订安全责任书，未明确各岗位安全管理责任；未

结合工程实际对安全生产目标进行逐项、逐级分解，未明确

责任人。 

典型问题 

 华润新能源（锡林浩特）有限公司锡林浩特风电工程，监理单位中新凯瑞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履行审批程序，缺少分包单位安

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中未见专业监理工程师的安全职责。 

 淮安海宇吴城 44 兆瓦风电工程，建设单位未成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未建

立安全生产监督体系和安全生产保障体系，未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 

 苏晋朔州煤矸石发电有限公司 2×660 兆瓦发电工程安全生产监督人员不足，

未按照岗位要求配备满足安全生产要求的安全监督人员。 

2．隐患排查治理不深入 

本次执法检查中共发现此类问题 141 项，占比 5.67%。

国华乾安腾字风电场三期 49.5 兆瓦工程、国网宁夏公司江汉

330 千伏工程、火炬-中本改接至开发变 220 千伏线路工程、

华润电力（锦州）有限公司 2×660 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供

热机组工程、山东能源内蒙古盛鲁电厂一期工程等部分工程

                                                             
2 有关单位至少存在其中的一项问题，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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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建单位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对隐

患进行分级管控；未制定防范、应急措施；个别隐患未完成

整改闭环，缺少整改验收及评估记录；未建立安全隐患排查

治理档案。 

典型问题 

 国华乾安腾字风电场三期 49.5 兆瓦工程参建单位均未建立隐患排查治理管

理制度，不符合《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第八条规定。 

 国网宁夏公司江汉 330千伏工程业主项目部未对施工单位隐患整改情况进行

认真核查，在现场隐患整改不到位的情况下，批准了复工申请。 

3.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简称危大工程）管理不到

位 

本次执法检查中共发现此类问题 128 项，占比 5.15%。

国网陕北-湖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武汉换流站工程、国电

投神木高家堡 100MW 风电工程、华电徐闻风电工程、华润

电力（锦州）有限公司 2×660MW 超超临界燃煤发电供热机

组工程、大唐平罗发电工程、国网四川电力公司金沙江金沙

水电站 220 千伏线路送出工程等部分工程的参建单位不重视

危大工程清单的管理工作，部分工程没有形成统一的危大工

程清单；部分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审批不严谨，重点部位、

关键环节技术管理存在漏洞。 

典型问题 

 国网陕北-湖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武汉换流站工程建设管理、监理、施工

单位的危大工程清单不对应。建设管理单位所列危大工程清单未盖章，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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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未传递到监理和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湖北鄂电监理公司、浙江电力建

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未有针对危大工程清单编制实施细则；施工单位仅根据

国网公司所列风险清单，编制了相应的专项施工方案。不符合《电力建设工

程施工安全管理导则》（NB∕T 10096-2018）12.3.3，12.3.4，附录 A、12.3.1

的要求。 

 国电投神木高家堡 100MW 风电工程施工单位四川华能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风机吊装方案，双机抬吊卸车负荷率验算中超过 80%，不符合《风力发电机

组 吊装安全技术规程》（GB∕T 37898-2019）中规定的“单机负荷率不超过

90%，双机抬吊不超过 80%，且不超过允许起重量总和的 75%”的要求。 

 华电徐闻风电工程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报审表未加盖总监理工程师执业

印章，部分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如风机基础土方开挖专项施工方案）未

经总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未加盖单位公章。 

4.施工现场危险作业管控不到位 

本次执法检查中共发现此类问题 840 项，占比 33.76%。

主要体现为： 

（1）脚手架搭设不规范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 750 千伏妙岭变电站工程、浙能绍兴

滨海热电厂三期扩建工程等部分工程的参建单位脚手架搭

设流程不完善；脚手架搭设的构造不符合规范要求，脚手板

未满铺、挡脚板未设立、拦杆和剪刀撑不满足要求等常见脚

手架搭设的违章现象仍普遍存在。 

典型问题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 750千伏妙岭变电站工程对已验收合格和正在搭设的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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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未进行明确标识，未按要求进行脚手架定期检查，且现场存在作业层脚手

板未满铺、个别挡脚板未设立，拦杆和剪刀撑不满足要求的脚手架。 

 浙能绍兴滨海热电厂三期扩建工程炉后除尘器悬挑的脚手架，靠锅炉侧斜向

杆件和上部立杆连接节点距离较大（达 500mm 左右）；主厂房个别脚手架横

向扫地杆位置设置不正确；冷却塔区域部分脚手架作业层的脚手板未满铺，

部分作业层、斜道未设置挡脚板。不符合 JGJ130-2011《建筑施工扣件式钢

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7.3.11，6.3.2，7.3.13 的规定。 

（2）高处作业安全管理不到位 

国网浙江宁海抽水蓄能电站工程、神华胜利发电厂工

程、徐州优能新能源有限公司邱集镇 61.6 兆瓦集中式风力发

电工程等部分工程的参建单位高处作业管理不到位，预留孔

未设可靠的围栏、挡脚板及安全标志；防护栏杆高度不够或

设置不规范；高处作业工作面存在漏洞。 

典型问题 

 国网浙江宁海抽水蓄能电站工程，排风竖井施工平台部分孔洞仅用盖板遮

挡，无栏杆防护，且盖板尺寸偏小。 

 神华胜利发电厂工程现场 2#机 110千伏主变出线架构吊装组立 4名临空高处

作业人员未按要求配备使用防坠器。集控室的人字梯无限制开度的装置，不

符合《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第 1 部分 热力和机械》的 15.8.9 的规定 

（3）施工用电安全管理措施不到位 

大唐雅安电力开发有限公司锅浪跷水电站工程、华润北

山梁风电建设工程等部分工程的参建单位施工用电管理不

规范，配电系统中的二、三级电气设施达不到标准要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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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箱设置不规范，导线相色不规范，保护接地不规范等问题。 

典型问题 

 大唐雅安电力开发有限公司锅浪跷水电站工程红椿坪料场台变采用 7个不规

范的配电箱代替一级配电箱，无总隔离开关、无总漏电保护器，串接接零，

三相导线相色不规范；砂石拌和工区配变低压母线无桥架固定、零钱电缆未

使用铜排且不满足 S/2 要求、母线绝缘保护套破损、母线有较多螺孔、三相

伸缩节不统一、无相色标识，配变二根 10kV 进线电缆铠装层共一个接地线、

配变中性点与外壳串联接地，低压配电室进线柜无隔离开关，部分低压柜无

编号、无回路标识、无接线图、无明显断开点、未封堵，除铁器控制柜安装

位置比旁边地面低，箱门打开未上锁，上面有杂物，低压配电室一低压柜检

修后未围闭；大坝一个二级配电箱无编号，回路无编号，一开关接有二个回

路、底部未封堵，箱门使用硬铜钱接地，无维护检查记录，一配电箱箱门接

地线已断。 

（4）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存在漏洞 

华润电力（锦州）有限公司 2×660 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

电供热机组工程、大唐平罗发电工程等部分工程的参建单位

有限空间作业指导书编制不完善，缺少培训、应急管理等内

容；未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对有限空间作业前环境分析

不到位，缺少氧气含量、有害气体浓度测量记录等。 

典型问题 

 华润电力（锦州）有限公司 2×660 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供热机组工程安装

A、B 标段施工单位中国能建东北电力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的《进入受限空间

作业安全管理制度》缺少培训、应急管理等内容；未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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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展有限空间专项培训；除氧器、主机凝汽器的《密闭空间作业安全检查

确认表》未记录氧气含量、有害气体浓度等数值，不符合《工贸企业有限空

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二章第五、六、七、十三条的规定。 

（5）吊装作业安全管理不到位 

国网陕北-湖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西段）

换流站、大唐云南曲靖市麒麟区红石岩风电工程等部分工程

的参建单位对特种设备、起重作业及特种作业人员疏于管

理；起重设备存在缺陷、带病运行，吊带破损、吊链吊钩缺

少防脱钩装置，卷扬机钢丝绳与架体摩擦，无票进行吊装作

业等。 

典型问题 

 国网陕北-湖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西段）换流站土建 A 包单

位现场使用的吊带破损、吊链吊钩缺少防脱钩装置；现场一自制吊筐使用螺

纹钢做吊耳、钢丝绳卡数量不足；现场卸车吊车指挥人员未使用旗语等指挥

信号；现场施工升降机附着使用角钢、脚手架钢管材料，不符合规范要求；

施工升降机无防护门、各层防护门使用临时围栏，不稳固；卷扬机钢丝绳与

架体摩擦，对钢丝绳造成损坏。线路工程塔材吊装的汽车吊车头支腿未使用

垫板。 

（6）安全警示标志管理不规范 

山东能源内蒙古盛鲁电厂一期工程、三峡集团白鹤滩水

电站工程、国网山西电力公司太原北-云顶山双回 500 千伏输

变电工程等部分工程的参建单位安全警示管理不规范，未制

定安全警示标识管理办法，临边位置警示牌缺失，管道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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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环、介质流向、设备标识等。 

典型问题 

 山东能源内蒙古盛鲁电厂一期工程，施工单位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脱硫设备厂房空气储罐没有设备标识，计量表计安全阀没有检验合格证，

管道没有色环、介质流向、设备标识，设备连轴器对轮罩设置不规范。 

5．重大危险源管控不到位 

本次执法检查中共发现此类问题 135 项，占比 5.41%。

三峡集团白鹤滩水电站工程等部分工程的参建单位未建立

危险源辨识与评估管理制度，危险源辨识及控制措施清单缺

项，存在与现场作业不符的项目。未针对辨识出的重大危险

源制定措施方案，无应急预案，未进行日常监测。 

典型问题 

 三峡集团白鹤滩水电站工程，云南添富爆破工程有限公司管理的民用爆破器

材 2 号库，连续五天（10 月 11 日-15 日）没有温湿度观测记录。加油站油泵

电机未接地，油库内灭火器、消防砂箱无禁止阻塞线。拌合楼液氨车间水电

四局手持式液氨气体检测仪未见校验合格证。 

6．分包管理不到位 

本次执法检查中共发现此类问题 71 项，占比 2.84%。大

唐平罗发电建设工程、华润电力（锦州）有限公司 2×660MW

超超临界燃煤发电供热机组工程、国网宁夏电力公司 220 千

伏银川变电站增容扩建工程等部分工程的参建单位未制定

分包管理制度，施工单位未与分包单位签订安全协议或协议

中对双方安全责任界定不明；施工单位未及时将分包单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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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及业绩材料向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报审，过期已报审材料

未及时更新；个别工程施工单位将主体工程以劳务分包的名

义进行专业分包，存在违法分包行为。 

典型问题 

 大唐平罗发电建设工程承担工程Ⅱ标段建筑、安装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宁夏

电力建设工程公司，多个专业分包单位（锅炉主厂房脱销区域紧身封闭工程、

射线检测工程、Ⅱ标段热处理工程、2#机组电气专业电缆敷设工程、2#机组

汽机房辅助设备及管道安装、涡流检测工程、锅炉设备及管道保温、2#机组

建筑工程等）未向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报审。 

7．安全教育培训未严格执行 

本次执法检查中共发现此类问题 218 项，占比 8.76%。

内蒙电力集团鄂尔多斯电业局包西电气化铁路康铁、新铁牵

引站第二电源 220kV 供电工程、国家能源集团双维内蒙古上

海庙工程、国网浙江电力公司 220 千伏苍山输变电工程等部

分工程的参建单位未制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内容未涵

盖全员或未按照计划逐项实施，培训记录不全；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未对施工单位的培训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部分

培训、考试存在替考、代答，伪造培训记录等弄虚作假行为。

新入厂人员未进行三级安全教育或培训学时不足，无法满足

上岗要求；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或未取得有效证件进行特

种作业。 

典型问题 

 内蒙电力集团鄂尔多斯电业局包西电气化铁路康铁、新铁牵引站第二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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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kV 供电工程，施工单位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项目部存在部分劳务

人员考试代答现象，未如实记录施工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考核结

果。 

 国家能源集团双维内蒙古上海庙工程，间冷塔标段施工单位河南省第二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从事高处作业的 21 名人员中有 14 人未取得特种作业

操作证（高处作业类），不符合《安全生产法》和安监总局第 30 号令要求。 

8．安全生产投入管理不规范 

本次执法检查中共发现此类问题 115 项，占比 4.64%。

国网上海电力公司青浦新丹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浦东千汇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浙能中卫香山风电建设工程，山西神

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上大压小”二期 2×1000 兆瓦机组脱硫

工程，天津华电军粮城六期扩建工程，国网重庆电力公司 220

千伏皂角村变电站新建工程等部分工程的参建单位未制定

关于安全生产费用管理的相关制度，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未

在合同中明确安全生产费用，无使用要求、调整方式、支付

方式等。施工单位未制定安全生产费用使用计划，无建设、

监理单位审批等管理痕迹；未建立安全生产费用使用台账，

无支出使用证明材料。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未按要求对安全

生产费用进行计划、支付和统计，监理单位未按要求进行审

核和监督管理。 

典型问题 

 国网上海电力公司青浦新丹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浦东千汇 110 千伏输变电

工程，监理单位上海思南电力建设工程监理公司制度不完善，缺少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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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监督制度。 

 浙能中卫香山风电建设工程未见监理单位对于费用使用情况检查和考核的

管理痕迹。 

 山西神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上大压小”二期 2×1000 兆瓦机组脱硫工程，博

奇公司安全投入费用中有购买焊接材料等不属于安全生产费用的项目；购买

安全防护用品的报销凭证，存在用收据代替发票现象。 

9．应急管理体系不健全 

本次执法检查中共发现此类问题 173 项，占比 6.96%。

内蒙古京能集宁二期扩建工程、同煤集团漳泽发电 2×1000

兆瓦“上大压小”工程、国家能源集团双维内蒙古上海庙工程

等部分工程的参建单位未建立应急组织体系，应急预案未结

合实际编制，内容不全，未向当地政府报备；未建立应急救

援队伍，无应急救援人员档案，未做训练计划；未对应急设

施、装备、物资进行定期检查；未开展应急预案培训，未按

计划进行应急演练；未制定事故统计报告制度或未建立事故

报告程序。 

典型问题 

 内蒙古京能集宁二期扩建工程，监理单位甘肃华研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项

目部未制定应急管理制度，专项应急预案编制不全面，缺少疫情事件、食物

中毒等专项应急预案。 

 同煤集团漳泽发电 2×1000 兆瓦“上大压小”工程，安徽电建二公司施工现场

应急处置方案无大型起重机械防风防倾覆应急处置方案，应急处置方案针对

的事故类型辨识不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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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质量管控方面 

1.工程试验检测管理不到位 

本次执法检查中共发现此类问题 109 项，占比 4.38%。

三峡集团白鹤滩水电站工程、国网陕北-湖北±800 千伏特高

压直流工程、国电投神木高家堡 100 兆瓦风电工程等部分工

程缺少检测方案或检测方案不具体、内容不全、编审批不规

范；试验样品管理不严格，检测台帐不全，缺乏可追溯性；

检测过程时间不符合逻辑，与现场实际不符；检测报告关键

信息缺失，数据真实性存疑。 

典型问题： 

 三峡集团白鹤滩水电站工程，部分水泥、钢筋检测报告未明确委托单位、委

托日期、使用部位、送检人等信息，不符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

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RB/T 214-2017 第 4.5.20 条的规定。 

 国网陕北-湖北±800kV 特高压直流工程，陕西德诺工程检验检测有限公司标

准养护室试件出入库台账无样品编号，无钢筋接头样品管理台账，不符合《电

力建设土建工程施工技术检验规范》DL/T 5710-2014 第 4.7.2 条的规定。 

2. 工程质量验收管理不到位 

本次执法检查中共发现此类问题 115 项，占比 4.64%。

华润电力（锦州）有限公司 2×660 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供

热机组工程、大唐平罗电厂 2×660 兆瓦火电工程、南网云南

电网公司 500 千伏昭阳（明通）输变电工程等部分工程未严

格执行三级自检制度，存在多级合并现象；检验记录缺少实

际测量数据；监理初检、建设单位中间验收报告缺少实际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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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记录和实测数据；分部分项工程实际没有完工，已经通过

质量验收；检查发现的问题没有整改完成，已全部通过整改

验收；验收资料和现场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设备、材料进场

验收把关不严。 

典型问题： 

 华润电力（锦州）有限公司 2×660 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供热机组工程，机

组启动试运前阶段性监检发现，消防系统没有验收，电梯安装、分系统调试、

生产运行标识没有完成，不符合《火力发电建设工程启动试运及验收规程》

DL/T5437-2009 第 3.4.2.3、3.4.2.6、3.4.2.7 条的规定。 

3.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理不及时 

本次执法检查中共发现此类问题 58 项，占比 2.32%。国

华乾安腾字风电场三期 49.5 兆瓦工程、华润电力（锦州）有

限公司 2×660 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供热机组工程、国网陕

北-湖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武汉换流站工程、国电投神木

高家堡 100 兆瓦风电工程等部分工程建设单位依法接受质量

监督意识不强，未能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

及时办理质量监督注册手续，未能及时申请阶段性质量监督

检查。 

典型问题： 

 国华乾安腾字风电场三期 49.5 兆瓦工程，于 2014 年 4 月开工，2017 年 11

月 15 日才申请办理质监手续，不符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 279

号令）第十三条的规定。 

4.其他质量问题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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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执法检查中共发现此类问题 160 项，占比 6.44%。

大唐平罗电厂 2×660 兆瓦火电工程、国网陕北-湖北±800 千

伏特高压直流陕北换流站工程、国电投神木高家堡 100 兆瓦

风电工程、上海电气（木垒）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等部分工程

未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防火措施不满足要求；接地焊接

搭接长度不足、焊接面不够或未接地；个别高强螺栓未紧固

到位。  

典型问题： 

 大唐平罗电厂 2×660 兆瓦火电工程，主厂房 A 排变形缝 2#机侧钢柱个别高

强螺栓未紧固到位,一处高强螺栓漏装，不符合《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

准》 GB 50205-2020 第 4.7.1 条的规定。 

 国电投神木高家堡 100 兆瓦风电工程，升压站道路未设置伸缩缝，不满足设

计要求；升压站部分电缆防火封堵不完整，防火涂料涂刷长度不够，不符合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8-2018 第 8.0.3 条

的规定；部分电缆沟积水，不符合《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

收标准》GB 50168-2018 第 6.4.5 的规定；部分接地未连接，不符合《电气

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2016 第 3.0.4 条的规定。 

三、监管意见 

（一）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学深悟透习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

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要加强施工安全管理，压实各级

安全生产责任，强化细化各环节管理，有效防范化解电力建

设领域安全生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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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单位要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机制，对识别出的风险进行分类分级梳理，建立风险清

单或台账，按照风险种类等级确定管控重点，制定并落实管

控措施。 

（三）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控，严格执

行危大工程相关安全管理规定，重点加强对高支模、深基坑、

起重机械、脚手架等危大工程及危险作业的现场管控和旁站

监护，杜绝冒险作业和违章作业，严防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四）施工单位要加强分包单位及人员管理，依法签订

分包合同和安全协议，明确各自承担的安全责任，将分包单

位纳入项目安全管理体系，实行分包人员与本单位职工“无差

别”的安全管理。 

（五）各单位要整合优化培训资源，增强师资力量，提

高培训装备水平；抓好新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扩大安全培训

覆盖面；通过岗前培训、岗位练兵、技能比武等，提高作业

人员安全意识和业务技能。 

（六）各单位要按照《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保障工程现场安全生产费用投入到位，确保安全设施配置满

足现场要求。 

（七）各单位要切实履行法定质量责任，贯彻执行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落实建设单位首要责

任和参建各方主体责任，依法接受工程质量监督，依法开展

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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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监理单位要不断提升现场质量监理的履职能力，

强化设计质量管理和检验检测质量管理，高度重视工程质量

过程验收，使质量问题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予以消除。 

（九）各单位要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坚持进度

服从安全和质量的原则，科学确定工程建设时间节点，严防

由于抢工期、超能力作业引发的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隐患。 

（十）针对本次通报的典型问题，各单位要参照《电力

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和《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

全管理导则》等有关规章、标准的规定和要求，举一反三，

深入梳理本单位施工现场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制

定整改计划并认真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