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 业 安 全 生 产 标 准 化

自 评 报 告

企业名称： 达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非煤矿山 专 业：露天矿山

自评得分： 85.3 自评等级： 二 级

自评日期： 2023 年 5 月 20 日

是否在企业内部公示：■是 □否

是否申请评审： ■是 □否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制



填报说明

1. “企业名称”填写企业名称并加盖申请企业章。

2. “所属行业”主要类别有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化工、医药、

烟花爆竹、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

业。“专业”按行业所属专业填写，有专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标准的，按

标准确定的专业填写，如“冶金”行业中的“炼钢”、“轧钢”专业，“建材”

行业中的“水泥”专业，“有色”行业中的“电解铝”、“氧化铝”专业等。

3. “企业概况”包括主营业务所属行业，经营范围，企业规模(包

括职工人数、年产值、伤亡人数等)，发展过程，组织机构，主营业

务产业概况、本企业规模(产量和业务收入)，在行业中所处地位，安

全生产工作特点等。

4. 企业自愿申请评审时，应填写“评审申请表”，表格中“上级主

管单位意见”栏内，如无上级主管单位，应填写“无”。

5. “评审申请表”中“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意见”，主要是安全监

管部门对申请企业的生产安全事故情况进行核实。申请一级企业的应

由省级安全监管部门出具意见；申请二、三级企业的按照省级安全监

管部门要求由相应的安全监管部门出具意见。

申请海洋石油天然气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的应由相应的海洋石

油作业安全办公室分部出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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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情况表

企 业 名 称 达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大竹县土堡寨砂岩矿

地 址 达州市大竹县石河镇云岭安村

企 业 性 质 ■ 国 有 □ 集 体 □ 民 营 □ 私 营 □ 合 资 □ 独 资 □ 其 它

安全管理机构 安全生产管理办公室

员 工 总 人 数 29 人
专职安全

管理人员
2人 特种作业人员 5人

固 定 资 产 4500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1150 万元

倒 班 情 况 □有 ■没有
倒班人数

及方式
无

法 定 代 表 人 张来辉 联系电话 023-85829502 传 真 0818-6463111

联 系 人 李秀鹏 联系电话 13982814996 电 子

邮 箱

442896675@qq.com

金属非金属矿山

自 评 等 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小微企业

自评前本专业曾

取得标准化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小微企业 □无

如果企业是某企业集团的成员单位，请注明企业集团名称：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如果已取得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请注明证书名称和发证机构：

公司已取得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发证机构为：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

公司，初次发证日期为 2017年 11月 07日，现证书有效期自 2020年 11月 05日至 2023年

11月 04日。

本企业

安全生

产标准

化自评

小组主

要成员

姓 名 部门/职务/职称 备注

组 长 李春锋 公司总经理

成 员

严文兵 公司副总经理

张筱芳 安全环保处常务副处长

陈 伟 安全环保处安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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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声华 矿山分厂厂长

皮广波 矿山分厂副厂长

叶 超 矿山厂长助理

李秀鹏 矿山分厂安全主管

李 松 矿山分厂安全员

二、 企业自评总结

1、企业概况

1.1 达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大竹县土堡寨砂岩矿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石

河镇，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取得了新采矿许可证，证件有效期至 2032 年 9 月 26 日，许

可证编号为：C5117002011117130122084，矿区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7°25′35″，

北纬 30°53′12″，开采矿种：水泥配料用砂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

46 万吨/年，矿区面积：0.1984 平方公里。开采范围确定为 1~9 号共 9个控制拐点圈闭

范围内。见下表：

拐点编号 X Y 矿区面积

1 3418789.36 36445413.05

0.1984 平方

公里

2 3418631.36 36445513.05

3 3418493.36 36445445.05

4 3418432.36 36445255.05

5 3418457.36 36444971.05

6 3418441.36 36444868.05

7 3418633.36 36444771.05

8 3418746.36 36444876.05

9 3418736.36 36445051.05

1.2 安全生产许可证（川）SFM 安许证字﹝2022﹞0047，有效期 2022 年 7 月 12 日

至 2025 年 7 月 11 日，采矿证核定生产规模 46 万吨/年。

1.3 矿山开采深度：由+760+509m 标高，高差 251 米。

1.4 矿区位于达州市大竹县双拱镇云岭安村，矿区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7°25′

35″，北纬 30°53′12″，矿山公路至厂区破碎站 19KM，外接石河镇双拱社区 8KM，

蒲包街道 3KM，交通十分方便。

1.5 采场内生产台阶高度 10 米，工作台阶边坡角 75 度，终了台阶边坡角顺向角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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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其余方向 65 度，安全平台宽度 4米，清扫平台宽度 8米。

1.6 矿山开采现状：采场内现在从采矿许可证范围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开采工艺

为：穿孔、 爆破、铲装、运输。目前开采平台数 4个，采场内已形成+670～+700 为主

要采矿平台。

1.7 开采工艺：根据矿山地形地质条件采矿方法自上而下、水平分层露天开采，矿

区实行全机械化作业，公路直进开拓运输。

1.7.1 穿孔作业采用中深孔爆破技术，钻孔深度 12 米，钻孔角度 75 度。

1.7.2 爆破采用多排孔中深孔数码电子雷管起爆。

1.7.3 铲装采用小松 PC430-8 履带式液压挖掘机进行采场内的矿石装载，同时配

SD32 型推土机进行辅助生产和集堆。

1.7.4 运输：矿石装入汽车后直接从矿区运输至达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

砂岩破碎机卸车、堆存。

2、近三年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情况

公司矿山三年内未出现重伤、死亡等生产安全事故和职业病例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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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运行）过程及取得成效

（1）创建（运行）过程

根据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公司自 2013 年首次建立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

管理体系，并取得了二级标准化证书。为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管理和持续改进，本年度

计划完成二级标准化延期复评工作。2023 年 2 月启动二级安全标准化延期复评工作。

1）首先，公司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由企业主要负责人李春锋担任领导小组组长，

所有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作为成员，确保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组织保障，并成立执

行小组，制定标准化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2）加强教育培训，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注重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监督

管理原则，公司安全环保办公室门根据矿山企业实际情况，对公司全员进行了系统的培

训、教育。

3）对照《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分办法》，对自身安全生产管理

情况进行修正，对现场设备设施状况进行现状摸底，梳理发现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加大

安全投入资金进行整改和完善；对照标准化系统 14 个要素提出有关文件的制修订计划，

以各部门为主，对相关文件进行制修订，完善管理制度文件。

4）修订后的安全管理文件，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运行，根据运行情况将发

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完善，自觉贯彻执行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各项标准，

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使人、机、物、环形成良好循环。在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有效运行

后，依据《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标准化规范露天矿山实施指南》（AQ2021.3-2021）、

《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分办法》，公司成立标准化自评小组，开展自

主评定工作，同时，在自评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整改，整改完毕后，着手准备安

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申请材料。

（2）各单元要素综述

1）安全生产目标与指标

按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公司每年度制定了定量的年度安全生产目标与指标，建

立了年度安全生产目标、指标的实施计划和考核办法，并分解落实到岗位人头、班组和

部门。近三年来安全生产目标指标均控制在计划指标范围内。

2）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其他

公司矿山建立并有效运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识别与获取的管理制度》，完成了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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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矿山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等法规清单 35 项，并将获取的相关法律

法规汇总，对从业人员进行相关培训。2023 年，公司补充修订安全标准化体系文件 12

项，完善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每个岗位和环节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大幅度

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促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到位。

3）安全生产组织与保障系统

公司矿山现有职工 29 人，成立有安全生产领导小组，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安全

生产管理办公室，矿山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2名，公司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定期组织召

开安全专题会，对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协调布置和解决。 建立健全了各部门、单位

及班组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并定期对各部门、单位、班组及

人员进行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考核与落实。

4）风险管理

矿山建立了《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的管理制度》，对矿山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识

别和评价，确定不可承受风险和有害因素，并形成制度文件，为制定和更新安全生产目

标、指标与考核，完善生产组织保障、生产工艺管理、设备设施管理、作业现场管理、

职业健康管理、安全生产投入、隐患排查与整改落实等相关要求提供了依据基础。2023

年，开展了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分级双重预防机制建设，通过风险辨识，矿山生产安全

存在的主要风险有 20 余项，制定了风险清单和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现场设置了安全

风险四色图分布图，

根据危险源辨识的结果进行风险评价，确定风险等级；并重点考核和落实以下内容：

生产工艺过程风险；爆破作业风险；机械伤害风险；滑坡、泥石流风险；设备、设施风

险；自然灾害、环境风险；职业卫生风险；管理风险；法律、法规标准需求以及相关方

的管理等要求。

5）安全教育与培训

公司确定了安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人力资源部，制定有年度培训计划，建立了培训

记录档案，按要求开展了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取证培训，

全员再教育培训和考核工作。并通过各部门会议、班前会议等形式加强了岗位操作人员

的教育，并对相关方人员进行安全告知和岗前培训，确保了各类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要

求。

6）生产工艺系统管理

公司建立并执行《安全设施“三同时”管理制度》、《采矿工艺管理制度》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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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掘施工严格按照设计要求，采场设生产台阶高度 10 米，生产台阶边坡角 75 度，终了

台阶边坡角顺向角 40 度，其余方向 65 度，安全平台宽度 4米，清扫平台宽度 8米，确

保自上而下，分层台阶开采，严禁掏采的原则，以提高生产过程的安全水平，并通过改

进和更新生产工艺系统，降低生产系统风险。并重点关注台阶高度、边坡、浮石、防排

水和爆破等工作。矿山定期更新、填绘技术图纸，包括矿山地形地质图、总平面布置图

和开采现状图等资料，并归档保存。

7）生产设备设施建设

（a）设备设施运行管理

制定了设备设施的检修、维护、保养管理制度，建立有设备台帐。为主要设备设施

建立了技术档案，有设备日常使用检查记录和运行记录资料。

8）作业现场安全管理

（a）生产现场管理和生产过程控制

矿山制定了采场作业管理、爆破作业管理、运输作业管理、防排水系统管理、防灭

火管理以及变化等管理，明确了责任部门和人员。

对生产现场和生产过程、环境存在的风险和隐患进行辨识、评估，并制定相应的控

制措施。确定了具体危险场所，设置危险标志牌或警告标志牌，并严格管理其区域内的

生产作业安全。

（b）作业行为管理

制定了《采场管理制度》、《领导带班管理制度》，对生产人员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对生产中的隐患问题督促整改，对危险性大的作业实行许可制管理制度。对边坡不稳固

的采场、围岩松软不稳固工作面及时采取处理措施整改完成。

（c）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

制定了《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的管理制度》，对作业场所进行监管，对警示标识标

牌缺失的进行布置完善，2023 年更换、增设现场安全警示标志、标牌 49 个。为员工发

放符合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并通过培训督促按要求佩戴使用。

（d）相关方管理

公司与砂岩运输承运方安徽海慧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有服务和安全协议，明

确了双方安全职责和义务。

9）职业卫生管理

配备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1名，制定有职业卫生管理体系，建立企业职业卫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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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档案和职工健康监护档案（“两档”）。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对作业场所职业危害进

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存入职业健康档案。

依据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要求制定各工种劳动防护用品配置标准；为从业人员配

备合格的劳动保护用品。设有专人负责作业场所职业危害防护情况进行检查，保证员工

在安全状态下工作。定期对从事可能导致职业危害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并建立

员工健康档案。对存在职业危害的作业岗位，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要求，

在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志和职业危害告知牌。

10）安全投入 、安全科技与工伤保险

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投入及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制度》、《工伤保险管理制

度》，承诺提供并合理使用安全生产所需的资金，包括人力、安全设施、设备等资金，

以保障必要的安全生产条件。制定了安全专项费用使用计划，建立了安全专项费用台账，

明确了安全专项费用使用范围。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4 月期间先后投入 40 余万元，

主要用于安全设备设施改造、安全标志更换、安全培训教育、检测、劳动用品购买及矿

区道路维护等方面进行了投入，公司全员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为公司员工缴纳工伤保险

费用等。

11）安全生产检查

公司、矿山建立了《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管理制度》、《纠正和预防措施实施保障管

理制度》，制定有隐患排查检查工作方案，明确排查检查的目的、范围、方法和要求等。

按照方案进行隐患排查检查工作，并针对检查出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制定有效纠正

和预防措施并进行整改落实。安全检查的方法尽量做到切实有效，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合适的检查周期。对隐患进行分析评估，确定隐患等级，登记建档。

矿山采用综合检查、专业检查、季节性检查、节假日检查、日常检查等方式进行安

全生产检查工作，对隐患问题进行整改完善。

12）应急救援

公司建立了与矿山生产安全特点相适应的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指定了兼职应急救援

人员 4人，定期组织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和人员进行训练。根据矿山的危险源状况、危

险性分析情况和可能发生的事故特点编制了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包括综合预案、专

项应急预案和处置方案。并向大竹县应急局进行了备案。

矿山按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要求，建立应急设施，配备应急装备，储备了应急

物资，2023 年汛前开展了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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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事故、事件报告、调查与处理

公司建立了《生产事故、事件安全管理制度》，明确了事故类、报告程序、应急处

置、调查处理、整改治理、统计回顾等内容。按照“四不放过”原则进行事故调查处理。

安全环保部定期对事故、事件进行统计、分析，建立事故管理档案。并积极收集行业内

典型事故案例，及时进行宣传教育，以吸取生产安全事故的经验教训，以确保所有的事

故、事件均得到有效调查和处理。

14）绩效测量与持续改进

根据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公司建立并有效运行《安全生产标准化绩效评

定与考核管理制度》，对矿山安全标准化系统的运行情况、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存在的

缺陷等全方位进行了企业内部评价和考核，实施持续改进机制，2013 年首次达标以来，

每年度开展安全绩效评定和标准化管理体系自评，自评结果满足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达

标企业的基本要求，2023 年 5 月，开展了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达标延期复评准备工作，

按程序完成了体系运资料完善、现场隐患整治和自评申报。

（3）取得成效

公司通过开展以岗位达标、专业达标和企业达标为内容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

作，有效实施标准化管理体系各项要求，取得以下成效：

（1）补充修订体系文件 30 项，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明确各岗位职

责，加强每个岗位和环节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大幅度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促进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到位。

（2）强化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工作，通过标准化建设，有力提高了公司装备设施水

平、改善作业环境、强化岗位责任的落实，全面促进企业提高安全生产保障水平。

（3）加大安全投入和隐患整治力度，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4 月期间先后投入 40

余万元安全生产费用，通过加大安全生产投入，有效的改造和及时整改消除各类安全隐

患，有效杜绝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4）创新安全管理模式，有效运行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加强日常监管，实

施安全生产分类、分级管理，转变观念，全员参与，增强员工安全意识，进一步规范从

业人员的安全行为，促进矿山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持续好转，建立自我约束、自我完善和

持续改进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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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安全标准化考评评分汇总（扣分说明）表

序

号
元素 子元素 满分 考评标准 扣分说明

实际

得分
扣分 得分率

1
安全生产方

针与目标

1.1 方针 50
→ 是否通过下列方式确保有效、充分传达

安全生产方针（显著位置张贴）

→ 员工熟悉并理解安全生产方针的比例：

1）未在显著位置张贴

2）员工对安全生产方针的理解度只有 75%
－90%

40 10 80%

1.2 目标 50

→ 员工对安全生产目标和指标完成情况

的认可程度？

→ 员工理解其行为对完成安全生产目标

与指标的影响程度：

1）部分员工不是很清楚了解，在制定的安

全生产目标中，存在少数指标、少数人员不

能完成的情况；

2）有少数员工对其行为对完成安全生产目

标与指标的影响程度理解不够深入

42 8 84%

2

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与其

他要求

2.1 需求识

别与获取
30

→ 是否确定了负责识别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与其他要求的需求并获取相应法律法规

与其他要求的部门、人员及其职责？

1）明确识别法律法规的要求，但未明确相

关职责
28 2 93%

2.2 融入 40

→ 是否按所识别的需求为员工提供了安

全生产法律法规与其他要求的培训？

→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其他要求融入的

有效性：（将其规定融入安全生产活动中）

→ 对相关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

其他要求培训的针对性？

1）将法律法规获取更新后，融入到矿山安

全生产管理制度中有涉后或不及时的情况；

2）对识别获取的法律法规对员工培训的不

足；

1）员工对法律法规融入安全生产活动中的

理解和遵守程度需要不断进行辅导和纠正

1)对员工开展针对性法律法规培训的针对

性和力度需加强；

25 15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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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元素 子元素 满分 考评标准 扣分说明

实际

得分
扣分 得分率

2.3 评审与

更新
30

→ 当变化发生时，是否及时更新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与其他要求的清单？

→ 评审、更新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其他要

求的有效性：（更新后的安全生不法律法

规与其他要求得到及时融入、所有受员工

得到及时培训）

1）更新不够及时；

1）未进行定期评审；

2）未及时进行融入；

22 8 73%

3
安全生产组

织保障

3.1 安全生

产责任制
60

→ 对职能部门和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落

实情况进行考核的比例：

→ 各类人员对自身安全生产职责的理解

与履行情况？

1）对职能部门和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情况进行考核的比例：80%90%
2）部分员工对自身安全生产职责理解与履

行情况

52 8 87%

3.2 安全机

构设置与人

员任命

80

→ 是否明确并在工作场所展示安全生产

委员会或安全生产领导机构成员的职责？

→ 安全生产委员会或安全生产领导机构

会议是否有记录并保存？

→ 安全生产委员会或安全生产领导机构

会议决议落实的效果？

→ 被任命人员能否正确理解并履行其职

责与义务？

1）未明确在现场展示

2）落实效果一般

3）部分人员未正确理解并履行其职责与义

务

68 12 85%

3.3 员工参

与
60

→ 员工是否有参与下列安全生产活动的

机会：（ 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安全生产事

项）

→ 员工参与安全活动的比例：

→ 员工参与安全生产活动的有效性：

→ 员工对拒绝制度的认可程度：

1）员工参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安全生产事

项需加强

2）部分员工对安全活动参与不积极，参与

比例在 80%左右

3）部分员工对安全活动参与不积极

4） 员工对拒绝制度的认可程度：一般

50 10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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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元素 子元素 满分 考评标准 扣分说明

实际

得分
扣分 得分率

3.4 文件与

资料控制
60

→ 制度是否明确要保存文件与资料的类

型和管理要求？

→ 是否定期评审、及时修订或废除标准化

系统文件？

→ 是否制定下列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

全例会制度、安全生产档案制度）

→ 标准化文件系统的效力与效率，包括：

（不同文件的规定协调一致无冲突或矛

盾、文件分发充分）

→ 标准化系统文件控制系统的效力，包

括：（可获取性）

1）未明确

2）评审、修订存在不及时情况

3）无成文的安全例会制度、安全生产档案

制度

4）未做到文件协调，其中存在文件冲突矛

盾；文件分发不足

52 8 86%

3.5 外部联

系与内部沟

通

50
→ 员工参与合理化建议活动的比例：

→ 合理化建议的有效性：（员工对建议机

制的信心）

1）员工对建议机制的信心不足 45 5 95%

3.6 系统管

理评审
50

→ 是否通过评审找出需持续改进的方面，

以确保标准化系统的持续适宜性，包括：

（监测和数据分析、现场人员能力）

1）无监测和数据分析

2）现场人员能力需提高
46 4 92%

3.7 供应商

与承包商管

理

60

→ 供应商、承包商的选择遵循有关要求的

比例：

→ 供应商、承包商在合同期内的安全生产

表现如何？（按规定开展安全检查与隐患

排查、认真整改自查和督查发现的各类安

全生产隐患）

1）部分承包商对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管理

制度遵守执行不足；

2）安全隐患排查及申报开展不到位；

52 8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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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元素 子元素 满分 考评标准 扣分说明

实际

得分
扣分 得分率

3.8 安全认

可与奖励
50

→ 年度内已获得认可员工的比例：

→ 部门是否有被认可的机会？

→ 认可对员工安全表现的激励作用？

→ 认可对提高企业安全绩效的促进作

用？

→ 员工对认可的评价如何？

1） 年度内已获得认可员工的比例：

75%~90%
2）认可对员工安全表现的激励作用作用一

般

3）认可对提高企业安全绩效促进作用有待

提高

4）员工对认可的评价一般

40 10 80%

3.9 工余安

全管理
30

→ 是否针对预防工余意外进行了培训？

→ 工余安全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 员工工余事故、事件报告的情况？

→ 对工余事故、事件原因进行分析的比

例：

→ 员工工余安全意识是否得到提高？

1）未专门针对预防工余意外进行培训

2）执行情况一般

3）员工工余事故事件报告很少

4）员工工余事故事件放假行分析比例小于

70%
5）对部分人员安全意识有提高作用

16 14 53%

4 风险管理

4.1 危险源

辨识与风险

评价要求

50

→ 是否认定并评估工作或活动的次生风

险？

→ 风险评价方法是否合理？

→ 是否采用下列方式开展持续风险识别

与评价：（班组危险预知活动）

1）部分评估

2）有不合理情况

3）班组在危险预知活动组织学习中存在不

足；

42 8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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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元素 子元素 满分 考评标准 扣分说明

实际

得分
扣分 得分率

4.2 风险评

价
120

→ 在对周边环境进行风险评价时，是否考

虑了自然灾害及外部机构的影响？

→ 在对关键设备进行风险评价时，是否考

虑了设备与工艺参数的匹配问题？

→ 在机械伤害风险评价时，是否考虑了下

列方面：

→ 周边环境、重要设施及重要场所潜在风

险识别与评价的有效性：

→ 危害因素的监测与测量效果？

1）考虑有所欠缺

2）对工艺参数匹配考虑上有所缺失

3）部分方面未考虑

4）风险识别与评价有效性有所不足、更新

不及时

104 16 87%

4.3 关键任

务识别与分

析

80
→ 任务观察的有效性：（及时指出观察中

发现的可能导致损失的行为）

1）有未能及时指出观察中发现不安全行为

的现象；
78 2 98%

5
安全教育与

培训

5.1 员工安

全意识
80

→ 员工对岗位特定风险的认知程度？

→ 是否存在由于安全意识的原因发生的

事件、事故？

1）员工对风险认程度不足

2）存在由于安全意识的原因发生的事件、

事故

68 12 85%

5.2 培训 120

→是否建立识别并分析培训需求的制度？

→是否每年回顾并适当更新培训需求？

→培训需求识别是否考虑全面？

→培训需求识别与分析的有效性？

1）培训需求未考虑事故、事件信息；

2）考虑承包商员工的培训需求。
108 12 90%

6
生产工艺系

统安全管理

6.1 设计要

求
40

→是否制定了确保设计满足法律法规与其

他要求的设计管理制度？

→ 设计是否由有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担？

→设计和开发的结果是否满足下列要求

→ 设计和开发的结果是否满足相关要

4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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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元素 子元素 满分 考评标准 扣分说明

实际

得分
扣分 得分率

求？

6.2 采矿工

艺
80

→ 按设计要求布置采掘作业面的比例：

→ 采剥过程中产生的局部滑坡与滚石等

得到及时监控、处理的比例：

→ 采矿工艺是否安全、高效：（人行通道

符合安全规程的规定）

1）部分滚石未得到及时有效处理和控制 70 10 87%

6.3 生产保

障系统
100

→ 对矿区水文地质是否进行了详细勘

查？

→ 运输线路条件符合安全规程规定的比

例：

→ 采场的总出入沟、平硐口、排水井口和

工业场地的防洪措施是否满足要求？

→ 运输系统的有效性：（运输线路条件符

合运输设备安全运行要求）

→ 防排水系统的有效性：（ 露天采场的

总出入沟、平硐口、排水井口和工业场地

有妥善的防洪措施）

1）未勘察

2）运输线路条件符合安全规程规定的比例：

达到 75%~90%
3）防洪措施部分未达到要求

4）运输线路部分未达到安全要求

5）防洪措施需要改进.

88 12 88%

6.4 变化管

理
80

→ 变化是否文件化？

→ 启动前检查验收是否完成了如下工作：

（对受影响的员工进行针对性的培训）

→ 变化管理是否有效？（保存相关文件资

1）未实现文件化

2）未及时对受影响的员工进行针对性的培

训

3）相关文件资料不完善

65 15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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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元素 子元素 满分 考评标准 扣分说明

实际

得分
扣分 得分率

料归档）

7
设备设施安

全管理

7.1 基本要

求
69

→ 进行了风险评价的设备比例：

→ 确定了操作、维护、检验、测试要求的

设备比例：

1）进行了风险评价的设备比例：75%－90%
2）确定了操作、维护、检验、测试要求的

设备比例：75%－90%
62 7 90%

7.2 设备设

施维护
80

→ 设备设施按计划或规定周期维护的比

例：

1）按照计划进行维护保养设备占 75%－

90%
78 2 98%

8
作业现场安

全管理

8.1 作业环

境
40

→ 露天矿边界是否设有围栏或警示标

志？

→ 采场是否有人行通道？

→ 边坡浮石是否得到及时处理？

→ 露天矿边界的围栏或警示标志的设置

是否符合规定，并满足现场实际需要？

→ 采场人行通道是否安全可靠？

→ 露天矿边界处置的有效性：（围栏可靠

或标志醒目）

→ 采场人行通道的有效性：

→ 采场道路和爆堆等场所防尘措施的有

效性：（爆破后和铲装时，对爆堆进行降

尘；）

1）无围栏或标志

2）采场无专用人行通道

3)部分浮石未及时、有效处理

4）爆破后和铲装时无爆堆降尘措施

34 6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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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元素 子元素 满分 考评标准 扣分说明

实际

得分
扣分 得分率

8.2 作业过

程
121

→ 道路运输作业是否做到：

→ 凿岩与爆破管理的有效性：

→ 交接班的有效性：

1）部分车辆有车速过快现像

2）因天气变化，有遇雾、大风爆破的现像

3）交接班记录不完善

106 15 88%

8.3 劳动防

护用品
40

→ 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制度建设

→ 是否评估了防护需求？

→ 在发放劳动防护用品时，是否提供了正

确使用的培训？

→ 劳动防护用品管理的有效性。

1）在发放劳动防护用品时，未提供正确使

用的培训或记录不完整；

2）劳动防护用品管理有效性发放台账不完

整、个别 报废及时。

36 4 90%

9
职业卫生管

理

9.1 健康监

护
60

→ 是否制定了基于风险评价的、包含下列

要求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员工的健康监护是否包含全面；

→ 职业卫生管理的有效性？

1）管理制度未明确职业卫生人员配备要求。

2）所提供的职业卫生设施与服务充分、有

效有待加强，现场急救器材配备不足；

46 14 77%

9.2 职业危

害控制
80 → 职业危害防治的有效性：

1）从业人员经过培训但不一定全部具备相

关能力；

2）个别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存在超标现

象；

3）设备设施维护保养存在不及时现象；

70 10 88%

9.3 职业卫

生监测
60

→ 是否对监测结果进行了分析并找出相

关的趋势？

→ 对监测结果予以分析并找出了相关趋

势的比例：

→ 职业危害监测的有效性：（监测仪器

设备配备充分、 监测结果分析系统、全

面，为控制职业危害提供了有力支持）

1）未进行分析

2）未进行分析

3）监测仪器配生配备不足（内部）

4）监测分析不足（内部）

45 1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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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全投入、

安全科技与

工伤保险

10.1 安 全

投入
70

→ 有关信息是否能够反映安全投入的有

效性：（人员意识的变化、 员工与相关方

对安全管理的满意度）

1）部份人员意识变化不足

2）相关方安全管理有待提高
64 6 91%

10.2 安 全

科技
40

→ 是否对安全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进

行专题研究？

→ 实际安全生产中，是否存在未进行专题

研究的安全技术难题？

→ 管理层与员工对安全科技作用的认同

度？

1）部分进行

2）存在未进行专题研究的安全技术难题

3）认同度 75%90%
29 11 73%

10.3 工 伤

保险
40 40 0 100%

11 检查

11.1 一般

要求
50

→ 是否制定了安全检查制度，并对下列方

面作出了明确规定：（检查内容及其评审

与更新要求）

→ 检查人员接受了培训的比例：

1）检查内容及评审更新存在不及时情况

2）检查人员接受了培训的比例：60%75%
47 3 94%

11.2 巡回

检查
60

→ 是否保存了巡回检查的记录，并可获

取？

→ 巡回检查的有效性：（检查表的内容齐

全，针对性与操作性强、 巡回检查的时间

和路线符合要求）

1）部分检查记录缺失；

1）检查表内容不齐全、

2）检查时间和路线符合性有待改善

50 10 83%

11.3 例 行

检查
60

→ 是否保存了例行检查的记录，并可获

取？
1）记录有缺失 57 3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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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专 业

检查
60

→是否制定了专业检查制度，并确定了检

查频率？

→是否明确实施专业检查的责任部门、人

员及其职责？

→专业检查的对象是否包括全面？

→专业检查有效性？

1）专业检查制度未确定检查频率；

2）责任部门及人员职责针对性不强。
55 5 92%

11.5 综 合

检查
60

→是否制定了综合检查制度？

→ 是否明确了需进行检查的节假日？

→是否明确了季节性检查对象并按要求实

施检查？

→ 综合检查内容是否全面？

1）未明确季节性检查对象并按要求实施检

查；

2）综合检查内容未包括具有季节性特点的

事故及灾害的防控情况。

52 8 87%

11.6 纠 正

和预防措施
60

→ 纠正与预防措施按计划实施、完成的比

例：

→ 对纠正与预防措施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的比例：

1）完成比例 75%90%；

2）纠正与预防措施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的比

例：75%90%。

50 10 83%

12 应急管理
12.1 应 急

准备
40

→ 是否建立了包括下列要求的应急管理

制度：（兼职应急队伍训练要求、应急预

案评审与更新要求）

→ 是否对员工进行了应急培训？

→ 针对确定的紧急事件编写了应急预案

的比例：

→ 紧急疏散路线和紧急联系电话是否畅

通？

→ 应急培训是否充分？

1）平时对员工应急培训不足

2）针对确定的紧急事件编写了应急预案的

比例：75%90%
3)矿区存在信号盲区

4）部分员工对应急预案不够熟悉

28 12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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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对应急预案的熟悉程度？

12.2 应 急

预案
40

→ 是否就应急预案对（或与）员工、承包

商、其它相关人员进行培训（或沟通）？

→ 识别的紧急事件编写了应急预案的比

例：

→ 相关的部门与人员获得应急预案的比

例：

→ 应急预案内容是否简单、明了、易实

施？

→ 应急预案管理的有效性：

→ 班组安全活动是否学习和讨论相关应

急预案？

1）有培训不到位情况

2）60%－75%
3）预案评审与更新有延迟

4）班组活动未进行学习和讨论,记录保存不

全。

28 12 70%

12.3 应 急

响应
40

→ 应急指挥中心是否依照需要配备了下

列必要的设备、设施：（ 摄影设备、应急

人员配备能识别的徽章、袖标）

→ 应急响应的有效性：（应急人员培训充

分，能力满足要求）

1）应急人员培训不足，能力有待提高 35 5 87%

12.4 应 急

保障
40

→ 内、外部应急装备的配备是否与潜在紧

急情况相适应？

→ 应急装备与系统得到定期检查、维护的

比例：

→ 应急人员是否具备下列基本技能：（救

护能力）

1）部分不相适应

2）定期检查、维护的比例：75%－90%
3）救护能力需要提高

35 5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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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应 急

评审与改进
40

→ 按计划实施演练的应急预案的比例：

→ 应急预案的演练是否检验了下列效果：

（应急资源（人、财、物、技术）配置的

合理性、充分性；相关人员应急培训的充

分性)

1）应急物资准备不够充分 37 3 93%

13．事故、

事件报告、

调查与分析

13.1 报告 50
→ 事故、事件登记册是否清楚、完整？

→ 员工对事故、事件报告程序的了解程

度？

1）有部份险性事故存在未上报和登记现象

2）部分员工对事故、事件报告程序不够了

解：75%90%
45 5 90%

13.2 调查 50
→ 任命的调查人员得到培训的比例：

→ 是否重复发生过相似的事故、事件？

1）调查人员培训比例：75%90%
2）有发生过相似的事件

40 10 80%

13.3 统 计

与分析
60

→ 为了寻找规律是否针对下列内容进行

了分析：（受伤人员的工龄或年龄结构、

事故、事件费用分析、伤害发生的地点分

布特性）

→ 对登记的事故、事件进行统计分析的比

例：

→ 统计过程的有效性：（统计项目齐全、

统计范围全面）

1）未针对部分条件进行分析（如年龄、费

用、地点等）

2）比例 75%90%，有部分事故未登记、分

析到

3）统计数据有不全、遗漏现象

45 15 75%

13.4 事故、

事件回顾
40

→ 员工是否知道如何预防事故、事件的重

复发生？

1）存在少数员工对事故事件的重复性未进

行预防
35 5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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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绩效测

量与评价

14.1 绩 效

测量
50

→ 对安全目标实施监测的比例：

→ 设备设施强制性检验按计划实施的比

例：

→ 按计划对纠正与预防行动及其效果实

施监测的比例：

→ 监测人员是否胜任？

→ 分析结果是否准确并与企业情况相

符？

1）实施比例：75%90%
2）设备设施强制性检验按计划实施的比例：

75%90%
3）按计划对纠正与预防行动及其效果实施

监测的比例：60%75%
4）部分

5）部分

38 12 76%

14.2 系 统

评价
50

→ 进行内部评价的频率：

→ 通过内部评价是否确定了下列事项：

1）内部频率一年一次

2）内部评价效果与期望有差距
38 12 76%

合 计 3000 2566 434 85.53%

标准化得分 85.3

标准化得分（百分制）

=标准化评审得分÷3000×100

=2566÷30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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