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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协办 □本报记者 刘欣欣

让安全理念落地300个项目
———记中建二局三公司安监部经理付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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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历届安监部经理中， 付洪
军上任时是最年轻的一个， 那年
他31岁。

安全监管是一个很特殊的岗
位： 一方面， 工作不好干， 容易
得罪人， 很多人不愿意干； 另一
方面， 这项工作很重要， 公司领
导总要将它交给自己最放心的人
干。 担任安监部经理以来， 付洪
军和7个分公司、 上百家项目部
打交道， 几乎没有遇到什么矛盾
冲突， 公司领导事事都支持， 放
手让他做一切决定。

能够赢得这样一种 “大团
圆” 的局面， 付洪军谦虚地总结
为 “大概是因为我幸运”。 而领
导和同事们都说， 这是因为他既
爱思考 ， 总能有出人意料的创
意 ， 又始终秉承踏实做事的原
则， 全力让每一个想法都能在实
践中收到奇效。

从事安全管理工作以来， 他
不断思考改进安全管理工作的方
法， 坚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 并
将经验做法总结提高 ， 形成制
度， 建立体系， 推动公司安全生
产工作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用这
些制度和体系 ， 他将三公司近
300个项目、 约6万名施工人员的
安全牢牢掌控在手里。

2013年和2016年， 付洪军两
次荣获公司 “十佳优秀员工” 称
号； 2017年获得北京市建设系统
安全生产 “十佳” 青年称号。

彰显制度威力
消除安全隐患

在担任安监部经理以来，付
洪军先后修订、编制了公司《安全
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费用管理
制度》《“末位项目”领导带班制制
度 》《安全总监后备人才选拔制
度》等8项制度。这些制度中，最具
有创新性的就是 《“末位项目”领
导带班制制度》和《安全总监后备
人才选拔制度》。

虽然这些制度是付洪军上任
安监部经理后才开始制定的， 但
是相关的想法早在他在分公司从
事安监工作时就开始产生， 并且
开始小规模尝试。

例如， 让领导带班 “末位项
目” 的想法是付洪军到安全管理
岗位不久后产生的。 他通过工作
得出这样的认识， 安全隐患的产
生不是单一的因素决定的， 它与
生产、 经营、 技术、 管理等各个
环节都有关系。 因此， 要想彻底
消除隐患， 单靠安监部一个职能
部门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此， 必
须让公司掌握各种资源的人都紧
张起来， 共同为安全发力， 这样
才能将安全隐患彻底消除。

这一制度的设计是， 7个分
公司每月安全检查考核， 分公司
月度检查考核排名倒数的四个项
目， 必须由分公司经理、 党委书
记、 总工、 生产副总对位实施专
项带班检查。 分公司经理、 党委
书记、 总工、 生产副总的带班检
查至少每月开展1次， 要带动项
目实现安全改进。 1次不带班或
者找人替带班全公司通报， 1次
不履职公司主要领导约谈。

“我们这么忙， 哪有时间管
这个？” “安全的事不是有安全
管理人员管吗？” 他的想法刚一
提出， 就有很多人提意见， 甚至

到公司领导那里 “告状”。
付洪军没有被这阵势吓住。

他认为，要想让制度落地，不能光
靠行政强制， 而是让制度尽量完
善，确保它能够有效指导实践。

这项制度出台一年多来， 共
有3名责任人被全公司通报， 没
有人被约谈。 反对声越来越小 ，
因为相关人员发现， 公司领导坚
决地站在了付洪军的一边 。 如
今， 三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主动
向安监部要职责， 每季度都会到
安监部推荐的 “末位项目” 开展
巡查。

制度真正落地以后， 效果逐
步显现 。 统计数据显示 ， 2017
年， 三公司7个分公司全年共带
班检查237次， 逐月改进的项目
占比高达92%， 多数项目改进效
果非常显著。 同时， 制度设计中
的力度也通过具体案例彰显出
来， 一个项目部在带班检查中被
分公司经理发现安全状况极差 ，
项目部负责人被就地免职， 让其
他项目部负责人猛然警醒， 再不
敢不拿安全当回事。

利用规范定型
连锁店模式带来启发

“世界上有上万家麦当劳，
它们却都执行同一套标准。 我们
的项目部如果也有共同的标准，
管理起来是不是就会更规范了？”
2016年11月， 年轻的安监部经理
付洪军跳跃的思维落到了标准化
上， 意图通过标准化规范企业的
安全生产。

为了实现这一点， 付洪军带
领安监部工作人员开展了两项工
作， 一是修订并出台 《安全生产
标准化图册第二版》， 二是出台
了针对所有分公司的 《安全管理
标准化手册 》。 这两个标准化 ，
一个是针对现场实践的， 一个是
针对管理体系的。

《安全生产标准化图册第二
版》分为11个章节，涉及建筑安全
“三宝、四口、五临边”安全防护措
施、安全体验区、安全警示教育、
大型机械的人脸识别系统等主要
内容。每一处的尺寸、样式都有统
一标准，严格要求。 同时，图文并
茂的形式便于项目安全员查阅、
学习、使用，非常方便。

“建筑行业很多施工人员，甚
至管理人员都只有初中、 小学学
历， 让他们能懂的制度才能得到
落实，进而真正发挥作用。 ”付洪
军说，“公司每一个项目都按照这
个图册实施， 就如同麦当劳的连
锁店一样不走样、不变形。 ”

但是， 简化并不等于降低标
准。 付洪军说， 为了更好地规范
管理， 他在三公司实施了分级管
理 ， 将所有项目划分为三个级
别， 即观摩项目、 示范项目、 一
般项目。 一般项目只需要达到行
业标准， 示范项目要有70%以上
达到定型化标准， 观摩项目要有
90%以上达到定型化标准。

而 《安全管理标准化手册》
为分公司解决了管理不清晰的问
题。 它明确规定了分公司管理人
员必须完成的 “规定动作”， 且
这些 “规定动作” 的要求要高于
规章制度的要求， 其中包括11个
大项， 52个小项， 如同一本工作
清单， 管理人员只要对照着做，
就确保自己的工作不会漏项。

从2016年开始， 这两部标准
在全公司推广。

发挥体系作用
不搞凡事亲力亲为

2009年， 大学毕业来到安全
管理岗位的付洪军心里带着一丝
不安和忐忑。他认为，别的工作如
果做不好， 影响的只是自己的前
途发展，而安全管理工作做不好，
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发展， 还会给

别人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
为此， 自从事安全管理第一

天起， 付洪军就非常用心、 十分
努力。 2015年的一天， 他发现自
己一向健康的身体出现了耳鸣的
症状。 那段时间， 他在分公司的
各个项目之间来回奔波， 检查完
这个项目部就赶紧奔向下一个项
目部， 巨大的心理压力加上旅途
奔波的劳累将他几乎击垮。

“我从那时候开始意识到，
搞安全工作不能搞凡事亲力亲
为， 如果没有科学的工作方法 ，
把自己累垮了也搞不好。” 付洪
军总结道。 为此， 他提出建立安
全体系， 充分发挥体系的作用，
包括大力开展安全管理团队建
设， 努力构建浓厚的安全氛围。

这里的安全管理团队不仅包
括安全管理人员， 还包括企业各
个生产流程中能够为安全生产助
力的人员。 付洪军认为， 如果安
全管理团队越来越壮大， 那么这
个团队中的每个人发现一项安全
问题， 就比只靠安监部门人员发
现问题效率高得多。

推动新技术、 新设施在实际
工作中的运用也是付洪军提出的
体系构建的一个方面。 例如， 在
去其他公司的项目考察时， 发现
高层建筑采用全钢集成爬架系统
具有强度高、 阻燃性能好、 稳定
性强的突出特点， 他就多次向公
司领导介绍运用这种新设施， 最
终推动公司决定于2016年在全公
司所有25层以上项目中强制要求
使用这一新设施。

仅这一项， 该公司每年就要
增加投入2000多万元。 相关项目
部为此投入不少 ， 却换来了心
安。 因为在建筑施工行业， 脚手
架事故尤其是高层建筑的脚手架
事故占了很大比例， 而这一强制
规定的推行让项目管理人员和施
工人员都受益。

“现在我做安全工作依然感
到压力很大， 因为新情况、 新问
题不断出现，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
时刻保持警惕， 在此基础上不断
观察， 不断思考， 根据实际制定
出台最有助于推动安全的措施。”
付洪军说。

【对话付洪军】

记者： 制定政策过程中， 您
是如何让制度尽量完善， 并确保
能够有效指导实践的？

付洪军： 我在安监部提出了
制度出台前必须经过四轮论证的
工作要求。 简单地说， 第一轮，
公司安监部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起
草相关规定， 进行内部论证； 第
二轮， 再下发到分公司和项目层
面， 广泛收集基层建议和意见，
吸收基层好的经验和优秀做法，
并让他们展开充分讨论 ； 第三
轮， 公司安监部将基层反馈的意
见逐条进行认真审核论证， 部门
讨论， 投票表决， 让制度在争论

中趋于完善； 第四轮， 提交公司
安全生产委员会， 经最后审查通
过才下发文件正式发布实施。

记者： 您是如何开展安全管
理团队建设， 让所有人为安全生
产工作助力的呢？

付洪军：比如，我提出，公司
要在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上，对
项目班子、分公司经理进行考核。
不仅如此，在此基础上，还要对所
有责任工程师、 生产经理进行培
训。 除了培训安全生产基础知识
外，还要开展安全岗位职能培训，
提醒其根据所在的岗位要求承担
安全方面的职责。

付洪军 （左） 在项目进行安全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