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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市政工程多数在城市内施工,战线长、露天作业、交叉

施工,对城市交通和环境的涉及很大,所以市政工程建设的

安全方面的管理也极为重要。尤其是体现在, 项目影响面

广、利益相关者复杂,施工场地趋于开放性、不确定因素多,

大型机械多、工程占地范围大,这些特点也决定了市政道路

工程必须管好安全。

1概述市政工程施工的特点

1.1前封闭关的施工现场

所谓封闭施工不过是阻止社会大量机动车涌入而已,

在一条道路的两端和一些巷子口设置围挡, 并不能完全隔

离行人、车辆进入现场。施工现场道路沿线就是居民楼、临

街商铺、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施工也得让人们拥有维持

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需要的出行条件。因此在一个相对

开放的市政施工现场, 有比建筑施工现场多得多的不安全

因素,安全管理的工作量极其巨大,管理难度可想而知。

1.2施工环境点多线长

市政工程是狭长带状的线形工程, 似乎比建筑工程更

容易形成流水作业,但由于整个工程全面开花,各种管线见

缝插针而不是齐头并进展开施工, 很难在市政工程施工现

场看到流水作业的情景。市政工程施工人员在狭长的工作

现场经常发生作业位置调动和角色变换, 而道路范围内的

地面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装了拉链的, 多个管线施工单

位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极短的时间里挖开、填上很多次。工

人们面对的作业环境说一日三变都不为过。点多线长,企业

投入的安全防护设施和措施往往覆盖不住全场或损坏、丢

失得不到及时恢复,导致安全风险增大和安全漏洞增多。

1.3工期要求紧

当前的市政工程通常有一个极度紧张的工期要求,项

目部只能以明确的完工日期倒排工程进度计划,执行“空间

占满、时间占满”的工作要求,造成在施工现场有限的时间

和空间里大量的人员、机械劳作不休,可谓人困马乏,为现场

安全管理工作埋下了隐患。

2浅析市政工程安全管理的问题点

2.1未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施工企业虽然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 制定了规章制

度和操作规程,但不能落实到每一个施工现场或生产一线。

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得不到企业主要负责人的支持而使管理

弱化,对文明工地标准敷衍、应付,特别是对转包和靠挂工

程, 建设单位的指定分包商存在着只收管理费而疏于管理

的现象。

2.2欠缺安全教育培训

市政施工企业的一线工人主要是来自农村的临时工,

文化层次较低,公司缺乏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制度,不能很

好地坚持岗前培训,班前、班后教育,定期教育培训等科学的

管理方法,作业工人对本工种的操作规程、机械性能、安全

用电常识、防护用品的使用不熟悉,不懂或者不熟悉安全技

术操作规范和安全技术措施。多数人没有市政工程施工经

验,更没有经过专门的安全管理方面的教育培训,自身安全

保护知识缺乏,对不良行为自控能力又较差,加上人员流动

性大,缺乏一系列的安保知识教育和安保制度的约束。

2.3分包管理把关不严

市政工程主要存在不少分包情况, 公司往往仅派几个

技术人员到现场配合管理。人员配备本身不足,分管安全的

专业人员更是少之又少, 使得分包情况难以在施工期间建

立和落实企业责任制,对安全管理产生了较大影响。还有部

分总包单位对专业分包或劳务分包队伍把关不严, 安全培

训教育不重视,安全监督检查不严格,对分包队伍的安全工

作疏于管理, 也有相当一部分总包单位把工程进行分包后

以包代管,这些都导致市政工程安全隐患突出。

2.4事故应急机制形同虚设

各市政单位和施工单位的应急响应工作基础薄弱,体

制、机制、法制不完善,缺乏应急设备设施,一些工程应急指

挥机构形同虚设,机构中甚至有人已不在本项目,没有建立

必要的应急队伍等。由于事故应急处置不到位,不能有效遏

制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没有达到降低人员和财产损失的目

的。

3浅析市政工程安全管理的有效措施

3.1对环境的不安全因素进行管理

对作业环境条件的概括要求如下：(1) 照明必须满足作

业的需要,强光线也叫眩光,使人眼出现疲劳与目眩。昏暗或

过暗光,不但使人眼出现疲劳,还可能导致操作失误,甚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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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故。有毒、有害物质的浓度必须降到允许标准以下,有

毒、有害物质对人直接产生危害,长期在有毒、有害物质的

环境中,能发生人的慢性中毒、职业病。出现急性中毒时会

迅速造成死亡。(2)将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引入施工安全生产

中。安全科技是安全生产五要素之一,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市政施工安全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像机

器人这种高科技产品还鲜有运用到市政施工中来。如将机

器人运用到市政施工中来,特别是运用到高危作业中,如焊

接、爆破、高空作业、有毒环境作业等 ,就可以有效减少事

故、伤亡,并且机器人操作质量往往更有保证。所以我们只

有掌握现代安全管理的新理论、新方法及新技术,同时还要

掌握建筑业发展前沿的技术知识, 才能灵活应用所掌握的

专业知识解决施工生产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并有所创新,进

而减少施工伤亡事故的发生。

3.2严格执行施工机械使用规章制度。

市政工程施工中,大型机械种类多、数量多、特种机械

多、作业频度不一,比如道路工程刚开工时,由于场地限制,

只能由大型挖掘机、铲运机、装载机等进场,进行基本的场

内土方作业,待工作面具备一定条件时,平地机、推土机、土

方压实机械可进场进行土路基整平压实的作业, 土路基成

型后,开始施工路面基层,大型运输车辆、平地机、摊铺机、压

路机进场作业,最后进行沥青路面摊铺、压实的作业。以上

的工序中,全部是人工配合大型机械作业,稍不注意,就会出

现机械伤害事故, 因此必须建立严格的机械安全使用规章

制度,专人负责,操作时认真执行,如有违反,必须执行相应的

惩处制度。一些特殊的机械设备,还必须经当地建设局备案,

并由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合格, 经当地建设工程安全

监督站核发相关准许使用证明后, 方可投入市政工程施工

现场使用, 严禁使用未经检测或检测不合格的特种机械设

备。对于以上大型机械的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并通过考

核,做到场内机动车作业人员 100%持证上岗,另外还必须

严格执行设备档案管理制度。

3.3加强施工人员的安全培训。

(1)加强各类现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职业技术培训。

对市政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关键岗位上的技术人员、管理人

员,适当加大专业技能培训,学习建筑力学基础知识,充分认

识到市政工程施工事故中深层次的力学原理, 从而弄清楚

发生市政工程事故的根本原因就是力的不合理作用的结

果。从根本原因入手,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或减少市政工程事

故的发生。(2)加强各类实际操作人员的安全教育。根据我国

《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加强建筑施工从业人员的安全

教育和培训。特别要加强对施工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的安

全教育培训,抓好三级安全教育工作。

3.4风险转移措施。

在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 风险转移是工程风险管理对

策中采用最多的措施,包括工程保险、工程担保、向分包商

转移风险等。(1)工程保险。工程保险是指建设单位和承包商

为了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根

据合同约定对在工程建设中可能产生的财产和人身伤害承

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最重要的风险转嫁方式。目前,

我国工程建设市场主要开展了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职工

意外伤害保险。国内重大工程购买相应保险的已经比较普

遍。(2)工程担保。工程担保是指担保人(一般为银行、担保公

司、保险公司等)应工程合同一方(申请人)的要求向另一方

(债权人)做出的书面承诺。工程担保能有效地保障工程建设

的顺利进行。许多国家政府都在法规中规定要求进行工程

担保,在标准合同中也含有关于工程担保的条款。(3)向分包

商转移风险。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若感觉某一非主体部分风

险较大,则可以通过分包合同来转嫁风险,其主要形式有租

赁合同、保证合同、委托合同、分包合同等。通过转嫁方式处

置风险,风险本身并没有减少,只是风险承担者发生了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该方式需要提前采用,且注意向分包商转移

风险后仍存在风险, 因为分包合同的签订需要建设单位同

意,一旦分包部分出现问题,总包单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4结束语

企业安全生产是质量和效益的前提, 是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市政施工企业必须切实加强施工现场的安

全生产管理力度, 主动发展适合行业实际的积极的安全文

化,为企业的生存发展奠定扎实的安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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