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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扬州市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针对建筑领域生产安全事故高发种类和高发地区，有计划、

有重点地进行专项整治，通过扎实开展建筑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夯实安全基础，有效防范和遏制建筑生产安全事故，筑牢安全

生产责任网、监督网、保障网，达到“双降”、“一控”、“一杜绝”

（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有效控制较大事故、杜绝重大

事故）工作目标，从制度化、长效化、规范化工作入手，把建

筑安全生产各项责任和措施落实到位，促进全市建筑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工作范围和重点 

  （一）范围： 

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建筑施工企业安

全生产条件、各类开发区建设工程管理。 

  （二）重点： 

1、贯彻落实安全生产相关文件，建筑安全生产相关法规、

部门规章及标准规范情况。重点是《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进一步

加强安全培训工作的决定》（安委〔2012〕10 号）、《关于贯彻落

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的实施

意见》（建质〔2010〕164 号）、《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

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

的通知》（建质〔2012〕6 号）、《省政府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全面

提升全省安全发展水平的意见》（苏政发〔2012〕112 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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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3 年全市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扬安字〔2013〕

6 号）、《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第 166 号

令）、《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建质〔2009〕

87 号）、《建设工程高大模板支撑系统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导则》

（建质〔2009〕254 号）、《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

施工现场带班暂行办法》(建质〔2011〕111 号)和《房屋市政工

程生产安全重大隐患排查治理挂牌督办暂行办法》(建质〔2011〕

158 号)及《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JGJ162-2008）、《建

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50720-2011）等相关文

件和标准规范的贯彻落实情况。 

2、安全培训管理情况：重点是企业落实安全培训主体责任

和持证上岗、先培训后上岗制度情况。施工现场从业人员是否

存在违章指挥、违规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现象。施工

企业是否对新进工人进行至少 32 学时的安全培训，每年对原有

工人是否进行至少 20 学时的再培训，班组长、新工人、农民工

为重点的企业从业人员是否 100%培训合格后上岗。施工现场主

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是否 100%持证上岗。 

3、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安全管理情况。重点是危

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论证和实

施的贯彻落实情况。对深基坑、高支模、脚手架和建筑起重机

械设备开展专项整治。 

  （1）深基坑工程：是否遵循“先设计，后施工”的原则进行

开挖，是否按照有关安全技术标准规范的规定进行基坑支护、

临边防护、变形监测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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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支模工程：安全技术交底是否有针对性、模板支撑

系统搭设、验收及使用等情况；混凝土浇筑作业顺序是否合理，

有关单位的监督管理是否到位等情况。 

  （3）脚手架工程：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安全技术

交底是否有针对性，脚手架工程的验收及使用是否符合规程等

情况。 

  （4）建筑起重机械：建筑起重机械的备案登记、安装、拆

除、验收、使用和维修保养等各环节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及技术

标准的要求等情况。 

4、重点时段安全管理情况（春季复工、冬季防火、重大节

日） 

（1）春季复工：塔吊等起重机械设各基础有无积雪、积水,

安全运行情况；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管理情况；临时用

电电线是否浸水、老化、漏电；脚手架、模板支撑系统各连接

部位及稳定性情况；现场防火、防冻、防滑措施是否到位,职工

宿舍取暖设备是否有防一氧化碳中毒措施；工人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情况,对新进工人或转岗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2）冬季防火：冬季安全生产管理、物料仓库防火、现场

平面布置、施工现场等是否符合防火要求；施工监理是否及时

掌握现场较大危险源，是否督促施工各方严格遵守安全生产规

定，能否及时制止各类违章作业。  

（3）重大节日：施工企业有无完善应急预案并加强应急演

练；是否健立应急值守机制，有无应急物资设备保障和应急抢

险队伍；强雨、台风、寒潮、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下的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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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安全防范措施；是否关键岗位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事故信

息报告制度；节日期间仍进行生产的项目是否严格执行领导干

部到岗带班制度。 

5、各类开发区建设工程管理情况。重点是各类开发区建设

工程项目是否依法纳入当地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

管范围，是否存监管“死角”和“漏洞”；是否履行法定建设程序，

是否存在“三无”现象（无规划许可证、无施工许可证、无建安

监管手续）。 

6、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具备情况。重点是有无安

全生产许可证和企业资质等级、增项发生变化后安全相关人员

备配是否符合要求，安全生产制度、机构是否健立健全，施工

现场是否存在降低安全生产条件现象。 

三、组织工作 

市城乡建设局成立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领导小组，成自勇同

志任组长，吴江、吉劲松任副组长，各县（市、区）也要成立

相应的领导小组，负责辖区内的建筑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市城

乡建设局将在一、二、三季度最后一个月适时组织对全市建筑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进行检查考核。保障性住房综合检查和建筑

起重机械为全年性整治重点，与各季度专项整治重点一并开展。 

四、时间安排和整治内容 

    第一季度（2 月-3 月）：培训和复工整治 

整治内容是企业落实安全培训主体责任和执行持证上岗、

先培训后上岗制度，以及开工复工隐患排查制度情况。整治的

重点是新进、转岗、换岗工人上岗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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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机械设备、施工用电等运行前检

查维护情况；开工复工前隐患整改到位情况。各地建设主管部

门要根据本地区建筑安全生产的特点，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并做好部署、发动工作。      

第二季度（4 月-6 月）：建筑起重机械整治 

建筑起重机械整治内容是塔式起重机、物料提升机、人货

两用电梯等起重机械设备安全运行情况。整治的重点是起重设

备装拆方案、塔吊基础、各种起重机械的安装、顶升环节、使

用中的安全装置及安装队伍资质和操作人员的持证上岗，通过

整治要达到国家规范标准要求。 

以建筑起重机械整治为重点，加大对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

工程的整治力度（深基坑、高支模、脚手架）。重点的整治是

基坑支护设计方案、基坑放坡、边坡支护、基坑边沿临时设施

距离及物料堆放等是否达到国家规范标准的要求；模板支撑体

系的设计、施工方案、支撑体系的基础、支撑体系所用材料的

材质及搭设过程中的安全操作是否达到国家规范标准的要求；

工具式脚手架、附着式升降脚手架、高处作业吊篮、外挂防护

架的设计、制作、安装、拆除、使用及安全管理，以及高处作

业安全防护、“三宝”的使用、洞口临边防护等达到国家规范标

准要求。 

第三季度（7 月-9 月）：开发区工程管理整治 

开发区建设工程管理整治内容是各类开发区建设工程依法

纳入统一监管、履行法定建设程序情况。整治的重点是各类开

发区建设监管职能理顺情况；各类开发区建设工程监管部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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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尽职履责、监管到位情况；各类开发区建设工程严格执行

建设程序情况（执行施工图审查、规划和施工许可、工程质量

和安全监督、竣工验收备案等制度）。 

第四季度（10 月-12 月）：施工消防整治 

施工消防整治内容是施工现场防火安全和生产安全各项规

定落实情况。整治的重点是施工手续完备情况，具备相应资质

情况；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以及是否满足安全生产条件情

况；施工人员的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

施工现场特殊部位防火安全管理，重点部位和各类易燃易爆作

业落实专职监控责任管理，生活区域防火安全管理，宿舍临时

用电管理；应急处置，值班巡查制度建立落实情况。监理单位

对施工现场较大危险源动态掌控情况，履职尽责督促情况。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认真部署。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

责任，精心安排，认真部署，针对本地区工程实际和以往事故

高发类型，制定切实可行实施方案，并在 3 月 25 日前将本地区

专项整治组织机构、主要责任人和联络员报送市城乡建设局安

监站，确保专项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二）突出重点、力求治本。各地要针对建筑行业特点，

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多发的地区和企业的监督检查，不断规范监

督检查方法和程序，建立重大隐患公告公示、挂牌督办、跟踪

整治和逐项整改销号制度。对整改不力面引发安全事故的，严

肃查处、追究责任。 

（三）加强信息报送、做好总结分析。各地要在每个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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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周周二前，将本地区专项整治情况和检查汇总表（附表 9）

报送市城乡建设局建筑业处或市安监站；在 12 月 15 日前将全

年安全生产管理和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总结报送市城乡建设局建

筑业处或市安监站。按照《关于加强全省建筑安全生产责任追

究若干意见的通知》（苏建质安〔2011〕847 号）文件规定，凡

在专项整治工作互查、巡查中被通报批评的工程项目，一律不

得申报省、市级文明工地和省、市优质工程奖或取消已取得荣

誉称号。 

 

 

附表：1、专项整治—春季复工检查用表 

2、专项整治—安全培训检查用表 

3、专项整治—深基坑检查用表 

4、专项整治—建筑起重机械检查用表 

5、专项整治—高支模检查用表 

6、专项整治—脚手架检查用表 

7、专项整治—安全防护检查用表 

8、专项整治—施工防火检查用表 

9、专项整治—开发区建设工程管理检查用表 

10、专项整治—各县（市、区）检查汇总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