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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夯实电力企业安全文化根基的探索

张 平
(国家能源集团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电力企业作为国家基础产业,安全生产不仅关乎自身稳定,也关乎用电行业正常生产秩序稳定,更关乎人民群众民

生福祉,稍有不慎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国家能源集团四川公司坚持把安全生产作为永恒主题,紧紧抓住“人员、机制、设

备”三个关键要素,深入探索“五抓五强”(抓人员强责任、抓制度强机制、抓机组强设备、抓隐患强治理、抓科技强创新)安全

管理模式,不断提升安全生产质量,夯实安全文化根基,保障员工生命财产安全,为打造本质安全型企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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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ational
 

basic
 

industry,the
 

safety
 

production
 

of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ir
 

own
 

stability,but
 

also
 

to
 

the
 

normal
 

production
 

ord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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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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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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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lead
 

to
 

serious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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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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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production
 

as
 

the
 

eternal
 

theme,firm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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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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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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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quipment",and
 

deeply
 

expl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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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focuses"
 

(fo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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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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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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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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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conti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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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afety
 

culture,
 

effectively
 

ensuring
 

the
 

safety
 

of
 

employees'
 

lives
 

and
 

properties,and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building
 

an
 

intrinsically
 

saf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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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推进安全文化建设作为企业现代安全管理的

一种新思路、新策略,是企业提升安全管理水平的

重要基础工程,也是企业向人本管理转变的重要

标志。电力企业在近年來的安全文化建设中,把
“文”“化”作为安全文化建设的关键工作來做,内
化于心、外化于形、固化于制、融化于情,努力用浓

厚的安全文化氛围,夯实安全文化建设的基础,让
文化落地、让安全持续。

安全文化是安全科学发展之本,是实现安全

生产的基础和灵魂。长期以来,国家能源集团四

川发电有限公司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突岀、重要

的位置,不断完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监督管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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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加大安全投入更新先进设备,为确保企业安全

稳定运行,确保职工的安全与健康奠定了坚实基

础。但是,在安全生产安全保障水平的硬件和软

件都有了较大提高的情况下,事故隐患依然不能

杜绝,要实现“一切事故均可避免”的目标,很多领

导和职工谈起安全生产,依然觉得“如临深渊、如
履薄冰”,要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仍然是任重而道

远。为此,电力企业要把推进安全文化建设,提高

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作为安全管理工作的一个重点

来抓,不断创新安全文化建设模式,通过强化职工

宣传教育、安全考核和协管防线等,坚决遏制“零
敲碎打”的事故发生,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电力企

业作为国家基础产业,安全生产不仅关乎自身稳

定,也关乎用电行业正常生产秩序,更关乎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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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民生福祉,稍有不慎就可能带来严重影响。电

力企业地位重要、作用关键,持续夯实安全文化根

基,构建长周期安全运行机制,实现能源稳定可靠

供应,已成为电力企业义不容辞的不懈追求。

2 问题与对策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员素质的提升,电力企

业安全生产水平不断提高,重特大安全事故得到

有效遏制。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电力安全生

产还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1)人员问题。思想认识与形势发展还有差

距,老旧企业生产人员年龄偏大,技术技能水平下

降,专业结构不尽合理,面临结构性缺员。
(2)机制问题。部分单位安全责任落实层层

衰减,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十五条”硬措施存在差

距,安全管理要求不严,制度执行不够到位,技术

监督存在缺项漏项。现场安全文明生产标准化有

差距,“两票三制”执行不够规范,高风险作业管理

不严格,承包商管理仍有短板。
(3)设备问题。火电企业持续亏损,设备治理

欠账较多,技术升级改造力度不大,设备检修维护

质量不优,隐患排查治理还有欠缺,机组整体可靠

性不高,发生非停的现象时有发生。
  

针对以上普遍存在的问题,国家能源集团四

川公司高度重视,坚持把安全生产作为永恒主题,
紧紧抓住“人员、机制、设备”三个关键要素,深入

探索“五抓五强”(抓人员强责任、抓制度强机制、
抓机组强设备、抓隐患强治理、抓科技强创新)的
安全管理模式,不断提升安全生产质量,持续夯实

安全文化根基,切实保障员工生命财产安全,不断

推进本质安全型企业建设。

3 具体措施

安全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文化”的把握和建

设上。“文”是为了安全理念的传播,
 

“化”是为了

转变安全理念为安全动力,化而用之、化而行之、
化而稳之,安全文化的核心是人。建设安全文化,
就是要用文化造就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科学的

思维方式、追求安全的行为取向、文明的生活秩序

的现代人,即具有安全素质的人。这种人是真正

被挖掘出内在潜力,被调动起枳极性和主动性的

人,是真正建立起“安全第一”思想的人;是具有主

动的探索态度、高度的责任心,并且在安全知识、
技能、修养方而能不断自我完善,精益求精的人。

这样的人,在生产中才能避免人为失误,不出事

故,保证安全。
 

3.1 抓人员、强责任

3.1.1 提升全员安全意识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公司始终把安全

作为企业的生命线、员工的幸福线,作为必须牢牢

坚守的工作底线,时刻把员工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近年来,结合电力行

业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特别是四川关州“1·12”
透水、上海外高桥除尘器坍塌等重大事故,深刻汲

取惨痛的事故教训,制作安全警示教育片,组织开

展事故原因剖析,结合实际进行专题学习讨论。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安康杯”等活动,加大安

全生产知识宣传力度,营造安全生产浓厚氛围。
加强安全文化建设,纳入企业日常工作规划,持续

推行“三个一次”安全管理,安全文化与管理模式

深度融合。公司所属企业除天明电厂2021年投

产外,其余连续安全生产天数均超过2
 

000
 

d,最
长的达到21

 

a。

3.1.2 加强承包商管理

坚持“六同”外包管理方针,严格落实《外包服

务标准化管理基本规范及标准》,承包商全部纳入

内部管理体系,实现无差异化管理。坚持“谁使

用、谁负责”原则,严格承包商入厂三级教育培训,
监督承包商建立外委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档案,认
真审查承包商单位及人员资质和安全管理能力,
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方可办理入场手续。严控交叉

作业,严格“三措两案”审核和安全技术交底,落实

高风险作业现场专人监护要求,入场施工机械和

工器具全部验收合格。定期开展承包商检查评

价,重大外委项目派驻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多个承

包商被纳入安全环保“黑名单”,坚决剔除不合格

承包商及人员。

3.2 抓制度、强机制

3.2.1 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持续强化安全生产标准意识,层层组织开展

标准化宣贯培训,确保全员吃透规范要求。建立

健全以风险预控为核心,以“人、物、环、管”四大要

素并重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从设备、运
行、监督、应急等16个方面加强管理,持续改进安

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标准

化建设。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过程管控标准,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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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方案》,加大标准

化治理投入,聚焦生产现场和基础管理,实施现场

安全生产标准化整治项目329个。同时,公司坚

决“将难点打造成亮点”,明确安全生产标准化建

设目标,提出所属单位2家达到标准化一级、4家

达到二级,在建1家水电站项目推进标准化工地

建设,做到了提前策化、同进实施、持续提升。

3.2.2 推进制度体系和评价机制建设

全面规范安全生产管理,对照新规定新标准

新要求,健全完善安全环保制度体系,制定实施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85项,明确安全管理全领域

全业务流程,实现“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
程表单化、表单信息化”。建立安全环保考评机

制,实行“月度、年度”全过程考评制度,改变“以
罚为主”的传统,设置安全、环保、可靠性、职业

病四个专项考核项目,“有奖有罚、奖惩分明”的
激励机制初步建立。严肃查处安全生产事故,
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凡是发生安全生产

事故的单位一律不得评为 A级企业,坚决落实

安全生产承诺机制,构建安全生产诚信管理体

系。完善安全环保监察网络,将安全生产责任

落实作为监督检查重点,综合运用整改通知、挂
网通报、安全约谈、追责问责等方式,进一步加

大安全监察考核问责力度。

3.2.3 推进内部专家资源共享机制建设
  

成立企业专家资源库,整合企业在安全管理、
检修管理、运行管理、专业技术技能等方面的优秀

人才,集中攻坚解决安全生产难题。推行“首席

师”讲授公开课,“首席师”每年至少完成一次业务

知识讲座,充分发挥了引领带动作用。定期组织

召开专业年会,加强所属单位之间相互经验交流

和学习借鉴,不断丰富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建立

安全质量监理中心,盘活内部安全管理、质量管理

的资源,重点强化等级检修、重大项目现场的安全

质量监理,实现了内部效益最大化。

3.3 抓机组、强设备

3.3.1 提高设备健康水平

深入推进检修标准化管理,坚持“应 修 必

修、修必修好”原则,强化机组检修的组织协调,
抓好检修项目全过程“安全、质量、进度”管控,
每年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各等级机组检修50余

台次,2021年检修发现并解决转子匝间短路、定

子绝缘老化等重大设备隐患6个,进一步提升

机组健康水平。狠抓机组检修安全管理,统筹

抓好检修方案编制、措施落实和责任到位,组织

精干的领导力量、强有力的技术力量和现场的

监督力量,倒排工期推进检修工作,提高了检修

安全规范水平。加快老旧设备升级改造,加强

技改项目全过程管控,监督改造计划目标落实,

2021年高质量实施机组DCS国产化、发电机升

级、液氨改尿素等重大技改项目5个。

3.3.2 提高机组运行水平
  

深入推进运行标准化管理,严格执行“两票三

制”和安规运规,认真落实重大操作到位制度,规
范运行操作,有效杜绝了误操作。深入开展运行

优化工作,编制实施《优化运行实施细则》,协调提

升高效煤电机组电量占比,切实推动能耗水平有

效提升,2021年供电煤耗同比降低5.09
 

g/kWh,
区域“三同”对标排名领先。深入开展运行分析,
强化监盘质量,提前发现设备劣化趋势,尽早消除

设备缺陷。抓好运行班组建设,严格班组安全生

产责任落实,强化班组安全应急能力建设,组织开

展了星级班组、优秀班组长创建活动,不断激发了

班组管理内生动力,推进了班组民主管理、自主保

安。发挥生产指挥中心作用,加强高风险作业、机
组状态等监督管理,所属16家企业全部接入系

统,实现全过程视频监控。

3.3.3 提高设备操作水平
  

结合实际制定培训计划,全覆盖培训安全环

保管理、标准化管理体系、岗位技术技能等内容,
并通过岗位业务能力考试检验培训效果。整合企

业内外部资源,组织开展专业培训和技能竞赛,解
决了电气、热工等专业人才缺乏问题。根据运行

维护工作实际,综合运用导师带徒、课堂授课和现

场教学等培训方式,不断完善员工知识体系,增强

整体技术技能,提高了运行维护水平。开展安全

管理素质能力提升专题培训,严格执行岗位任职

资格要求,对于安全培训不合格、安全技能不达

标、业务能力不足及责任心不强的人员,严禁进入

相关生产和管理岗位。

3.3.4 提高安全保障水平
  

健全完善技术监督三级网络体系,严格落实

“二十五项”反事故措施,强化技术监督定期管理,
压紧压实了各级安全责任。持续开展机组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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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三个专项行动,加大锅炉“四管”整治力度,严
格执行三级验收制度,制订实施了控“非停”措施

清单,严格“非停”约谈及专项考核兑现,有效控降

了机组“非停”次数。强化电气热工保护管理,有
序推进老旧设备升级换代,坚决杜绝了责任事故。
深入开展技术监督查评,持续推进技术监督告警

项目和存在问题的整改闭环,2021年技术监督发

现并整改告警问题36项。

3.4 抓隐患、强治理

3.4.1 增强风险防范能力

加强安全风险预控管理,动态开展系统安全

风险辨识,应用信息化管控手段,定期评估管控效

果。落实票权人管理责任,加强“两票”风险预控

管理,推行安全风险专票使用,实现高风险作业风

险分类专项管控和检修文件包安全风险预控管

理。全面落实风险管控措施,“一厂一单”制定重

大安全环保风险清单,常态化开展全业务范围、全
工作流程、全作业过程、全设备设施、全生命周期

的危险源辨识评估,形成火电336项、水电119项

公司级作业安全风险基础数据库。落实工程建设

“两高一低”要求,组织参建单位建立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防控机制,采用信息化技

术建设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系统,实现

项目施工现场风险清单在线动态更新、分级管控、
整改闭环。

3.4.2 消除安全生产隐患

实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制定巩固

提升年工作方案,明确每月专项整治重点,梳理分

解12个专项117个具体任务,集中攻坚“金堂低

压缸末级叶片断裂”“南桠河电站主变改造”等34
项专项整治重点工程,不断巩固了整治成果。持

续深化春秋季安全大检查和节前安全隐患排查,
切实查找外包项目、生产环节、基础管理、责任落

实、设备设施、交通车辆、危险品管理等安全问题,
检查近年来事故暴露出的问题自查整改情况,组
织开展安全专项检查16次,排查发现问题隐患1

 

325项,严格按照“五定”原则100%落实闭环整

改,切实消除了安全隐患。健全完善隐患排查治

理机制,落实隐患排查、建档、评估、整改、验收闭

环管理,实行分级挂牌督办、跟踪治理、逐项销项,
重大事故隐患管控治理责任全周期追溯。加强环

保设备设施精细化管理,规范执行废气废水等污

染物自行监测,实施煤场封闭改造等重点环保项

目,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率大于99.98%,水电站

生态流量100%达标泄放。
 

3.4.3 构建防汛防灾屏障

坚持“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

险”方针,吸取以往洪水泥石流灾害经验教训,细
化落实各项防汛措施,抓好水工建筑物及设备设

施维护保养,开展水下设备设施隐患排查,利用枯

水期修复水毁工程,着力提升了防御能力。开展

针对性强的反事故演习和应急演练,组织开展泄

洪闸门紧急启闭、泥石流灾害、灰坝垮塌、突发集

中暴雨、坝区防雷等各种防汛防灾应急演练203
次、5

 

031人次参与,检验防汛体系的应急响应快

速有效性,增强生产一线员工防汛应急处置技能,
始终保持临战状态的高度警觉性,切实做到了防

患于未然。主汛期特别是夜间,高度关注当期天

气、地灾预报和上游雨情、入库流量变化等情况,
及时对预测预警信息进行研判,迅速布置,做好应

急准备,发现异常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确保人

身设备安全。强化防洪度汛应急抢险救援政企、
企企联防体系,加强与气象、国土等部门和上下游

电站的沟通协调,及时获取气象、地质灾害预测预

警信息,定期对防汛物资材料、设备机具进行全面

梳理、查漏补缺,严格带班值班,严肃值班纪律,切
实提升了保障能力。

3.5 抓科技、强创新

3.5.1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全面完成“直流系统

主动式接地保护研究与应用”“高粉尘量气体取样

过滤器在线清理装置研究”等7项科技创新项目,
以科技创新助力安全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2021年科技创新投入5
 

919万元,研发费用456
万元。规范科技项目全过程管理,宣贯科技创新

相关制度要求,提升科技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的

规范意识,确保科技项目规范开展。细化分解研

发任务,科学制定项目节点任务,有序推进科技项

目实施,2021年发明专利申请10项。

3.5.2 提高机组综合性能
  

有序推动“三改联动”项目,积极跟踪最新技

术路线,做好相关技术储备,结合实际研究节能综

合升级改造可行性,积极推进了供热源、冷却塔等

节能技改项目。深入开展对标分析,强化对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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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对标先进、对标设计,同步开展企业内部机组

之间的对标工作,不断查问题、抓整改、促提升。
大力开拓供水供热市场,有效提升热电比,推进企

业节能减排,2021年售热量同比增长22.45%。
强化碳排放管理,积极跟踪研究碳排放政策制度,
实施《节能降耗“3+2”五年计划》,抓好单位热值

含碳量和碳氧化率实测工作,合理分类统计相关

数据,积极助力了碳减排工作。

3.5.3 推进智慧企业建设

研究落实《智能电站建设规范》要求,积极

推进水电、火电及新能源智能电站建设,推动电

力数字化转型和智慧企业建设迈上新台阶。大

力推进生产运营一体化平台及应急指挥一体化

平台深度开发,全面实施智慧企业建设各阶段

目标任务,高标准建成生产指挥中心、模块化超

融合数据中心机房等项目,采集数据4.5万个、
实时视频524路,迈出智慧企业建设和数字化

转型发展的坚实步伐。深入抓好企业统建系统

建设,对比各业务系统使用情况,对标分析找差

距、定措施、抓落实,逐项解决存在的问题,全面

上线ERP所有业务模块。

4 结 语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电力企

业要持续夯实安全文化根基,不断提升安全生产

质量水平,就必须牢牢抓住“人员、机制、设备”这
三个关键要素,从责任、制度、机组、隐患、科技五

个方面构筑安全生产的铜墙铁壁。要以提升人的

责任意识和能力素质强化安全规定严密执行,杜
绝不安全行为发生。要以完善安全生产的制度和

机制强化安全规范管理,用铁的规章管安全,用铁

的纪律管安全。要以保证设备的健康稳定和可靠

运行,夯实安全供应基础,有效防范各类事故发

生。电力企业要实现安全生产,“人员、机制、设
备”的安全缺一不可,必须齐抓共管,必须齐头并

进,必须同向发力,只有这样统筹发展和安全才能

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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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招标文件审查修改时间较过去节省一半

以上),而且统一和规范了计量支付管理,较好地

解决了以往水电建设计量支付管控上的一些难

题,防范了水电建设管理风险。
因是首次尝试和探索编制水电工程土建施工

招标计量支付条款企业规范,难免存在不足,因此

在使用中通过及时收集整理发现的问题,进行持

续的修订与更新,不断完善水电工程土建施工招

标计量支付条款企业规范,保证其适用性更强,整
体质量更高。

3 结 语

水电工程土建施工招标计量支付条款是长期

困扰水电建设管理的难题,在招标文件编制与审

查中涉及计量支付条款问题多、花费的时间和精

力多,在现场管理中涉及计量支付争议多和管控

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水电建设管理业主单位

自己组织编制水电工程土建施工招标计量支付条

款企业规范,并应用于水电工程建设招标及项目

管理中,是一次大胆的管理尝试与探索。实践证

明,通过编制及推广应用适宜自身管理需求的水

电工程土建施工招标计量支付条款企业规范,是
大幅提升招标文件编制与审查的质量和效率、统
一和规范计量支付管理的有效途径。针对水电工

程土建施工计量支付管理中的超灌等疑难问题,
本文所采取的改进创新措施难免存在不足,尚需

业内人士不断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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