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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说：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松懈，要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安

全生产工作，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想问题，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守土有责，敢于担当，完善体

制，严格监管，让人民群众安心放心。习总书记的话告诉我们：安全无小事，长抓严管，安全工作永远在路

上。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是 2025年安全生产月的主题。“人人”就是全员，不论层级、不论岗位，

每个人都要把安全工作当做首要任务来抓，安全需要全员关注和全员参与。“讲安全”，首先要树立良好的安

全意识。每个人都树立牢固的安全红线意识，从思想上牢牢绷紧安全这根弦，打好安全工作的思想根基。就

我们工程监理人来说，安全就是责任，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不论项目大小，都要把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贯

穿到项目建设的始终和每一个施工环节，绝不能因项目小而疏忽懈怠。其次，讲安全就是要将安全工作落到

实处。落实是安全生产的生命，没有落实，安全生产就是空话。安全意识即使到位了，但安全认知、安全技

能不到位，风险识别不了，隐患消除不掉，也不能实现安全的目标。就建设项目来说，在实施阶段，或多或

少都会出现安全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监理人把好程序性审查关和深入现场识别危险源和项目安全风险，督促

施工单位处理完善，消除安全隐患。“会应急”更加突出个人的安全技能和紧急避险救护能力。对于我们工

程监理人来说，最为主要的就是要不断学习安全法规和安全标准，提高安全管理水平，有效防范安全风险。 

安全生产重在预防，工程监理人只有严把过程环节关，把问题或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员从学安全到

讲安全再到能安全，不能有任何人“掉链子”，只有每个人用心、认真、负责，才能充分履职尽责，有效防

范项目安全风险。把安全意识深深扎根于每个人心中，时时刻刻将“安全工作永远在路上”铭记于心。 

【夏继鹏】 

http://www.ynsxj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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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响应全国 “安全生产月”活动号召，进一步提升监理人员专业素养与安全管理能力，盛翔监理

公司于 6 月 19 日下午组织员工开展“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监理工作要点”线上专题培训。此次培训以“理

论+案例+互动”的形式，深入剖析监理工作关键环节，强化安全责任意识，为公司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本期直播特邀广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胡利平担任主讲嘉宾。讲座围绕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工程监理工作要点，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分析，助力提升监理从业人员安全隐患排查和解除的专业能力，强化

工程监理在保障工程质量安全中的核心作用。 

1. 方案审查阶段：严把第一道关 

专家强调，监理人员必须严格审查专项施工方案，重点关注： 

方案是否经过专家论证，计算书是否完整； 

防坠落、防倾覆措施是否符合规范； 

提升工艺、同步控制及应急预案是否合理。 

2. 进场验收阶段：杜绝“带病上岗” 

核查产品合格证、检测报告，确保构配件符合国家标准； 

重点检查防坠装置、电动葫芦、同步控制系统等关键部件； 

现场进行防坠器性能测试，确保其灵敏可靠。 

3. 安装与提升阶段：全程旁站，动态管控 

安装阶段：监督施工单位按方案施工，重点检查附墙支座、架体垂直度等； 

提升阶段：核查天气条件（如风速超过 6 级严禁作业），确保同步控制正常； 

使用阶段：定期检查架体变形、连接螺栓松动等情况，建立检查台账。 

随后，培训结合近年来国内多起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坍塌事故，深入分析事故原因。参会人员表示：“脚

手架的安全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过程。比如提升时若不同步，可能导致局部超载，以前可能忽视这点，今

后必须严格监控提升数据。看到这些事故案例，深感责任重大，安全监理不是走过场，而是实实在在的‘生

命防线’，今后必须更加严格，对违规行为‘零容忍’。”  

培训结束后，参会人员结合自身项目，分享脚手架管理心得，促进共同提升。 

安全生产月不仅是形式，更要落实到每一天的监理工作中。公司将以“学安全、懂安全、管安全”为目

标，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持续提升团队专业能力，为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希望

大家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真正把规范要求转化为行动，确保每个项目平稳可控。【方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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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是全国第二十四个“安全生产月”，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按照昆明市住建局、安宁市安委会的安排部署扎实推进安宁市住建系统 2025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

进一步加强全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消防管理工作，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主题，强化安全生产责任意识，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2025 年 6 月 10 日，由安宁市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盛翔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联合组织开展“安宁市官厢街更新改造工

程项目”安全生产月活动。 

本次活动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2025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安全生产月活

动宣誓、安全生产月万里行签字仪式、组织项目周检，查找身边安全隐患”五个议程开展，为项目安全生产再

次敲响了安全警钟。【刘家顺】 

第一条，学会和施工单位非常重要的角色相处，也就是项目经理。项目经理作为施工现场的核心管理者，

需对接外部多家单位，协调各方关系，工作千头万绪，难以兼顾每个细节。此时，监理不能一味指责，而应发

挥专业监督职能，主动从施工细节入手。日常巡检中，仔细排查隐患，发现问题及时与项目经理沟通，协助其

完善项目管理，形成良性配合机制。当现场班组或生产经理出现不规范作业，如忽视施工方案、不重视安全交

底等情况，监理应依据规范要求，通过项目经理传达整改指令。不过，监理不能盲目依赖项目经理的职级施压，

尤其面对年轻项目经理和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时，监理自身必须具备过硬的专业能力，才能赢得尊重与配合。 

第二条，在工作中要学会“抓大放小，一招致命”，聚焦关键施工问题，像未按图施工、钢筋锚固长度不足

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工程质量与安全，必须严肃处理。 

第三条，对于不熟悉的流程或技术问题，不要信口开河，监理例会前要充分准备，用规范、标准作为发言

依据。同时，要积极展现专业素养，主动提出质量预控建议，在施工工序开展前，提前告知作业要点，防患于

未然。 

第四条，重视沟通方式。无论是口头交流还是文件传达，都要把握好分寸，保持谦逊态度，主动向施工单

位老师傅学习经验，实现良性互动。  

第五条，施工单位的资料人员同样是监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协作对象。工程资料是施工过程的真实记录，

对工程验收、结算及后续维护意义重大。监理不能仅依靠项目经理催促资料，而应主动与资料员建立良好工作

关系。在项目启动初期，就与资料员明确资料格式、内容及提交时间要求，减少返工。对于材料进场资料等与

施工进度紧密相关的文件，可通过监理例会强调，或借助监理通知单明确，清晰告知资料提交流程和标准，确

保信息传递准确无误，避免因沟通不畅影响工作进度，比如可以参考下面的句式：截止今日，我部收到你司的

材料报审资料不全，现场新进场的材料未及时上报。我部已口头通知你司及时上报材料报审等资料，但仍未上

报，现要求你司迅速上报相关资料，并且后续材料进场前必须按流程上报。施工单位按照施工合同、设计施工

图采购的工程材料，应在材料进场至少 1 天前通知甲方及监理,报审本批进场材料的品牌、厂商、材料的规格、

数量、检验报告、合格证及拟定使用工程部位。材料到达施工现场，施工单位通知甲方材料部及监理人员进行

验收，未验收之前施工单位进场材料不准卸货。 【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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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三必须：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 

   第一，“三管三必须”只是额外增加了“三管”部门的安全管理责任，并没有减轻或转移安管人员责任的意思。

《安全生产法》的每次修订都是对安全工作的加强，除了增加“三管三必须”这一条文外，全文并没有任何减少或

减弱安管人员责任和罚责的修改。所以“三管三必须”只是单纯的增加“三管”部门的责任和要求，并不涉及安管

人员，更不会是替代或减弱安全人员责任。因此，安全管理人员千万不能想当然的把“三管三必须”理解为一种安

全工作或是责任的替代。从另一个角度来想，如果是用“三管”部门来替代安全部门管安全，相当于让非专业的人

来干专业的事情，这无疑是一种减弱，这与现在的安全生产形势复杂多变也不契合。我觉得以下这个例子特别契合

这个观点：很多公共场所都要求大家讲卫生，随身带走产生的垃圾。这是否意味着场所内卫生的责任由环卫人员转

移给了其它个人呢？是否免除了环卫工人打扫的工作责任了呢？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环卫工人不用打扫了呢？答案

很显然是没有，这只是增加了相关人员的卫生责任，并没有说可以减轻或免除环卫人员的责任和义务，环卫人员该

打扫还是要打扫。同样的道理，“三管三必须”是通过加强和明确“三管”部门和人员的责任来进一步加强安全管

理的效果，但并不替代或减轻安管人员的安全责任。 

第二，“三管三必须”的落实落地实质上是对安管部门提出更高的工作要求。《安全生产法》中很多条文是这

样的表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这些条文显然是规定了“管行业”的部门怎么落实“三管三必须”，

应急管理部（主管安全）在起草《安全生产法》的过程中把管行业的相关部门的工要任务和要求进行了明确。同样

的道理，企业里的安全部门也应该制定“管业务，管生产经营部门”落实“三管三必须”的制度条文。这也就要求

我们的安全部门必须深入的了解生产部门、经营部门、物质部门的工作任务和特点并结合安全生产工作的实际提出

相应的条文和要求，这也就是作者认为的对安全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三管三必须”的落实落地短期内肯定要增加安管人员的工作任务，原因是：“三管”的领导落实安全责

任或是安全工作任务，比如：开展检查、开会研究安全工作等。我想大多数场景都是这样的，“三管”的领导以安

全的事项你们是专业的，我们“三管”部门牵头，安全部门派员参与把关”这样的方式抽调安全部门的人具体开展

工作。客观上讲，目前安全上的事情确实是安全部门最专业，而领导们都不想出事，派最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肯定

大家都放心。只是这无疑是增添了我们安全部门的工作任务，同时更加考验安全部门的协调能力。【杨春】 

周末清晨，我和朋友们怀着兴奋的心情，踏上了前往安宁黑风山的徒步之旅。这座海拔 2617 米的山峰，是昆

明十峰之一，传闻中“进山不见天日”的神秘感，让我对这次挑战充满期待。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初入山林的清新

空气扑面而来。阳光透过茂密的树冠洒下斑驳光影，仿佛置身绿色的童话世界。经过东山水库时，碧波荡漾的水面

映着蓝天，几只白鹭掠过水面，留下一串清脆的鸣叫。队友们不禁停下脚步拍照，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间。行至“4

字坡”，真正的考验开始了。陡峭的山路被切割成阶梯状，看似像数字“4”的轮廓。手脚并用的攀爬中，汗水浸透衣

背，但抬头望见山顶的瞭望塔时，疲惫瞬间化作动力。队友们互相鼓励，年长的驴友分享经验：“重心放低，稳扎

稳打”，这句提醒让我顺利克服了最陡的一段。登顶黑风山的那一刻，我被眼前的壮阔震撼。连绵的山峦如波浪般

起伏，云雾在峰间缭绕，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天空。山风呼啸而过，吹散了所有的疲惫。站在瞭望塔旁，俯瞰脚下葱

郁的森林和蜿蜒的山路，我深刻体会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下山的路上，我们穿越了“魔鬼水道”。

湿滑的石块、潺潺的溪流让人不敢松懈。一位队友不慎踩滑，身旁的伙伴立刻伸手扶住，这份默契的互助让我感动

不已。沿途的野花点缀着山林，野生菌如星星般散落，大自然馈赠的美景，成为这次徒步最珍贵的记忆。归途中，

夕阳将山峦染成金色。虽然双腿酸痛，但心中满是成就感。黑风山用它的险峻与美丽教会我：挑战并不可怕，只要

心怀勇气与坚持，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风景。这次徒步，不仅是身体的历练，更是一次心灵的成长。【高正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