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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网点多、面广、线长，如何将“安全管理制度化，安全设施标准化，安全行为规范化，安全责

任法制化”的管理思路融入到农电企业，是摆在供电部门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1  加强农电安全目标管理 

1.1  实施安全责任书制度 

    每年年初，在总结分析前一年安全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局重点工作制定出本年度安全奋斗目标，

给各农电企业下达本年度安全生产基本目标和控制目标，并与各单位安全第一责任人签订安全生产责

任书。各农电企业根据分层控制的原则，对安全目标进行细化和分解，与基层班站、班组再次签订责

任书，将安全目标书面化、责任化，形成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多层次的安全目标管理。  

1.2  实施安全目标责任状制度 

    对于农网改造正处于高潮阶段的各农电企业来说，除年度安全目标责任书外，对于某个具体的农

网改造工程或具有攻坚挑战性的阶段性工作，层层签订具有短、频、快特色的安全目标责任状来强化

工程各方的责任意识更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化整为零，不断强化、明确阶段性的责任，集中精力打攻

坚战来促进全年目标的实现。 

1.3  实施安全生产抵押金制度 

    与安全目标责任书和安全目标责任状相配套， 

在安全管理中实施安全生产抵押金制度，并制定相关的《安全生产抵押金考核办法》。企业内部层层

签订安全生产抵押金协议书，明确抵押内容、金额、期限和责任双方的权利、义务，提出抵押期内的

重点工作和工作目标。抵押期满后，严格按照考核办法及时进行考核、兑现，通过这种最直接的责、

权、利手段来提高职工的安全生产积极性。 

 

2  加强安全基础管理  

2.1 重视安全教育  

    农电职工长期以来未受过系统化、专业化的安全培训，文化素质偏低，对安全的理性、感性认识

不强。针对这种现状，一方面要制订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另一方面，帮助和指导各农电企业建立培

训体系，使农电企业自我培训工作长期化、制度化。 

    在培训的内容和形式上，一要“灌”，通过学习规程、岗位安全职责、组织安全知识竞赛、安全知

识讲座、播放安全录像和班组的安全活动等形式，不断宣贯安全生产知识；二是“教”，通过有针对性

的现场考问、反事故演习、技术问答、事故预想和现场安全作业示范等以解决现场实际问题为重点的

安全技能培训，让工作人员掌握安全技能，提高安全生产技术水平、业务能力及自保能力；三是

“考”，通过对安全知识的考试、考核来掌握职工的安全需求，制定下一轮的安全培训计划。  

2.2  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基础资料 

    操作性强的规章制度对安全生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各单位一方面要对各级管理制度统一进行

整理、修订，下发各农电企业，让农电企业知道“做什么”；另一方面要对各农电企业配发指导性很强

的安全管理基础资料，直接指导农电企业“怎么做”。 

2.3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对农电企业按照“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原则建立健全岗位安全责任制，保证每个领导、每个部

门、每个生产岗位都有明确的安全职责，让每个人知道“做什么”、“怎么做”，做到各尽其职，各负其

责，使“自保、互保、人控、技控”的要求深入人心，推动安全生产不断向纵深发展。 

2.4  加大安全工器具的投入 

    农电企业的安全工器具在生产、施工现场不是数量得不到保证，就是不合格，或者管理不善，损

坏程度严重。各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农电企业安全工器具配备标准及管理办法，强制要求各农电

企业加大对安全工器具的投入。在日常安全管理中，应将安全工器具的检查专门作为一项检查内容，

要求配备足够、合格的安全工器具，按规程要求进行试验，对不合格的工器具坚决清理报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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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安全观念，完善安全机制 

    在农电企业中树立大安全观念，建立起全员、 

全岗位的安全生产保证体系、自上而下的安全生产监督体系、强有力的安全生产思想政治保证体系和

职工代表广泛参与的安全生产民主监督体系，形成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格局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党政

工团各级人员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群策群力，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任何工作都服从

和服务于安全生产，从严管理、从严运作、在城网改造工程施工中才能保证农电企业的安全稳定运

行。 

 

3  强化过程管理 

3.1  继续发挥两票三制的作用 

    在农电安全管理中，继续坚持行之有效的常态安全管理措施，认真贯彻执行两票三制和《电业安

全工作规程》规定的组织措施、技术措施，实行派工单制度和安全交底制度，通过常规安全管理制度

的落实，为保证安全施工提供保障 

3.2  开展三措一卡和安全性评价工作 

    三措一卡(组织措施、技术措施、安全措施和危险点分析卡)、安全性评价的管理方式是经过实践

证明行之有效的安全管理措施。在每项工作中，提前制定相应的三项措施，开展危险点分析及预控活

动，在认真准备、落实的基础上将工作中的难点、危险点提前进行预防、消化，将安全生产的事后管

理、事中管理变为动态的超前管理，实现安全工作的可控、在控。 

3.3  加大反违章力度 

    农电企业要完善三级安全网络，形成安全生产的联防联控体系。安监人员必须代表第一责任人把

关，对发现的问题，通过安全通报、安全整改通知书进行通报并限时整改。在工作方式上，一方面局

级安全监督网络要重心下沉、关口前移，对全局的生产、网改现场进行监督、检查；另一方面要充分

调动所站级安全网络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最大限度地深入生产施工现场进行安全监督；第三方面要

充实安全监督的力量，成立反违章督察组，定期或不定期地下现场进行检查。 

3.4  加强对工程、临时工的安全管理 

    针对农网工程大量使用民工及外包工程多的特点，第一要严格审查承包队伍的法人资质、施工资

质、安全资质、施工业绩、人员素质、安全防护设施，对不符合要求的坚决不予发包，对达不到安全

要求的投标单位实行一票否决；第二要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明确双方各自的安全责任，对工程的施工

方案、安全措施、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进行审查；第三是对临时工的安全管理，作为工程安全管理的

重要内容来抓，签订用工合同和安全协议，给他们提供同等的作业环境、技术培训和劳动保护，切实

落实保证人身安全的各项措施。 

3.5  认真开展安全大检查活动 

    在常态生产工作和农网建设与改造工程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的安全工作特点，除春、夏、秋、

冬季安全大检查外，适时地开展专项检查活动。在各项检查中，要制定严细的检查内容和考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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