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南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通安委办〔2021〕6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特大项目建设 

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锡通科技产

业园区、通州湾示范区、南通国际家纺产业园区管委会，市各有

关部门和单位： 

2020 年 12 月 27 日，海门区中天绿色精品钢项目公用辅助

区施工现场发生一起塔吊吊臂折弯事故，导致 3 人死亡、1 人受

伤，影响恶劣，教训惨痛。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抓好重特

大项目建设安全生产工作，根据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要求，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强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做好重特大项目建设安全生产

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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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特大项目是全市上下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重要载体，是产

业转型升级的“风向标”，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更是改善

民生服务的“助推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目前，全市重特大项目数量多、分布广且各级关注度高、专业要

求高，安全监管任务十分繁重、压力十分艰巨。各地、各部门和

单位务必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充分认识到抓好重特大项目建设

安全生产工作的重大意义，坚持统筹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树牢

安全发展理念，切实增强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确保把人民生命

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成效践行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做到“两个维护”。各地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失职追责、齐抓共管”要求，强化落实党政领导责任和属

地管理责任，主要领导要亲力亲为、亲自过问，分管领导要具体

负责、统筹协调，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

责任。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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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

强化落实部门监管责任，既要依法依规严格监管执法，也要主动

靠前、强化指导，以严肃严格的态度、过细过硬的措施，推动各

重特大项目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风险辨识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增强排风险、除隐患、防事故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各地、各部门和单位要按照“条块结合、上下联动”要求，对

重特大项目建设安全监管做到同向发力、同心攻坚，确保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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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全覆盖、无盲区。 

二、突出重点关键，切实提升重特大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监管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重特大项目建设体量大、牵涉面广、专业性高，且时间紧、

任务重以及现场集中作业人员数量多，安全生产情况复杂、任务

繁重。各地、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始终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作为重中之重，狠抓重点关键，加强专业监管、联动监管、精准

监管，落实严格监管措施，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杜绝赶

工期、抢进度情况发生，确保全市重特大项目建设安全生产形势

平稳可控。 

（一）加强专业监管。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强化项

目建设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完善监管队伍业务培训机制，提高安

全监管效能。特别是专业监管要求高的重特大项目，不能简单落

实给行业主管部门，属地政府要组织制订相应的专门监管方案。

鼓励和支持第三方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参与重特大项目建设

安全监管工作，有条件地区可通过聘请第三方服务机构，为重特

大项目监管提供专业技术支撑，进一步提升安全监管执法效能，

但第三方服务机构决不代替项目建设主体责任，决不代替部门监

管责任，决不是为企业排查安全隐患。 

（二）加强联动监管。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上下

联动，坚持条块结合，采取集中式、联动式监管执法模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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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组织开展市、县、乡镇（街道、园区）三级联动监管执法，

对重特大项目建设开展全方位、全环节、全要素的执法检查。对

发现的问题要列明清单，做到挂账销号、闭环管理。对能即知即

改的，做到立整立改；对一时难以整改到位的，必须明确整改责

任、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并加强跟踪督办，确保问题隐患彻底

整改到位。 

（三）加强精准监管。各地、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针对本地

区、本行业领域重特大项目安全生产规律和特点，加强研判分析，

并按照“一项目、一对策、一方案”要求，制定落实有针对性监管

措施，做到指导有力、监管有方。要实施精准监管执法，将监管

执法与有效压降事故相结合，与倒逼落实主体责任相结合，推动

各项目建设责任主体主动加强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加强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并落实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和整改措施。 

（四）坚持严格监管。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敢于动真碰

硬，保持高压态势，做到严抓严管、严处严罚。要严格落实开工

前安全责任告知、专题警示教育、安全公开承诺三项制度，依法

依规执行审批、报备等规定，坚决杜绝未批先建、无证施工等违

法建设行为。要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突出加强现场安全

管理，认真落实技术交底制度，有效防范遏制“三违”情况发生。

要采取提醒、警示、约谈等多种形式，及时有效将苗头性、倾向

性安全问题隐患消除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对发生事故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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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按照“四不放过”原则，依法进行调查处理，并同步落实“一案

双查”制度。 

三、狠抓主体责任，切实激发重特大项目参建各方做好安全

生产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重特大项目参建各方，必须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

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认真按照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

进行建设施工，严防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甚至片面追求进

度、追求经济效益而无视安全生产的情况发生，坚决防范遏制各

类事故发生，确保形势始终保持平稳可控。 

（一）严格落实建设单位责任。建设单位是项目管理的业主

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首要责任，对建设项目安全生产工作

全面负责。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并根据事前确定的设计、施

工方案，督促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加强安全管理，确保工程

建设全过程安全。要认真执行工程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有关规定，定期和不定期

地对工程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及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

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情况进行检查。在工程合同的相关内容中，

必须对承发包单位的安全责任做出明确的规定，并建立相应的管

理与约束机制，以保证其在实际工作中得以落实。 

（二）严格落实施工单位责任。施工单位是建设过程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的直接主体，必须认真履行施工过程中安全生产主体



 

 — 6 — 

责任，按规定配备项目部管理人员、专职安全员，确保人证合一，

签订安全生产承诺书，建立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教育培训

制度，加强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

程；要督促项目部切实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对所承担的建设

工程进行定期安全检查，对深基坑、高支模、脚手架等重点部位

和地下、高空、吊装等高危作业开展专项检查；要建立健全安全

风险辨识管控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实行隐患排查

治理全员化、常态化，安全风险辨识管控精准化，切实做到安全

生产责任到位、安全投入到位、安全管理到位、教育培训到位、

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施工。 

（三）严格落实监理单位责任。监理单位是第三方监管主体，

要切实履行第三方监管责任，按规定配备相应监理人员，认真做

好施工组织设计中专项施工方案、安全技术措施的审查和施工过

程中日常监理工作；要充分发挥现场监理作用，加强对现场安全

的巡查和隐患的督促整改，督促施工单位根据施工条件完善和改

进施工作业方式，加强自查自纠，确保安全生产，尤其是对危险

性较大的重点部位要加强监理力量，把好安全关。加强对施工现

场安全管理工作的评估，及时向建设单位反馈现场管理情况。对

于符合规定的规模以上工程或危险性较大工程，要严格落实旁站

监理措施。 

（四）严格落实总承包单位责任。总承包单位要按照“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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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谁负总责”的原则，制定安全施工管理制度，加强对分包单位

安全指导、督促，总承包企业项目经理、安全员必须在岗履职，

每日巡查安全生产工作，危大工程关键节点实施时，项目经理必

须靠前指挥，健全“三违”处罚台账，坚决杜绝“三违”现象发生，

以及“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等行为。 

（五）严格落实分包单位责任。分包单位要严格遵守总承包

单位各项安全规章制度，服从总承包单位的安全管理，加强施工

人员培训教育，强化安全隐患自查自改，对总承包单位及各部门

的安全隐患整改通知，按要求整改到位。 

各地、各部门和单位要充分认识到做好重特大项目建设安全

生产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坚决杜绝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消除麻痹思想、杜绝侥幸心理、克服畏难情绪，

以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和钉钉子的精神，聚焦突出问题，紧盯薄

弱环节，综合施策，精准发力，确保各项措施和要求落到实处，

确保重特大项目建设安全形势稳定向好，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的安全保障。 

 

 

南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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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通市安 全生产委 员会办 公室         2021 年 1 月 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