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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龙江等·完善安全管理体制  创新安全工作方法

i —— 一级指标数；

j —— 第i个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数；

k—— 第i个一级指标的第j个二级指标下三级指

标数；

n —— 指标个数。

（6）管道燃气供应企业综合评价分级方法

为了对管道燃气供应企业实行评价后的差异化管

理，根据对管道燃气供应企业试点的评价得分情况，

可以将企业综合评价得分划分为四档（见左页表5）。

3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管道燃气供应企业的调研和咨询相

关领域的专家，建立了管道燃气供应企业综合评价标

准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会议法确定了各指

标的权重；提出了综合评价得分的计算方法；建立了企

业综合评价等级划分标准。根据对管道燃气供应企业

的综合评价结果，可以对企业进行差异化管理，提高

政府对企业监管的效率，提升企业自身运营的质量。

□  衡阳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421001）  肖龙江  廖清乃  邓小兰

完善安全管理体制  创新安全工作方法

安全管理是企业一项重要的工作，几十年来在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方针指导下，传统行业根据

其自身的特色和要求建立相对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

而城市燃气是近十年来开始迅猛发展。这一时期城市

燃气经营企业精力主要集中在投资建设，扩大规模。

在企业内部管理，特别是安全管理的体制方面尚存在

许多不足，亟待完善。本公司情况也是如此。

城市燃气的安全管理具有明显的特点、点多、

线长、面宽，涉及到居民、工商业、公共福利等不同

的用户。用气方式、规模多种多样，管理水平参差不

齐。同时，企业所经营的是易燃易爆的危险产品，安

全管理的难度和复杂性远高于其他行业。因此，有必

要建立一套适用本行业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方法。

1      树 立 “ 安 全 为 天 ” 观 念 ， 强 化 安 全 管 理

“三倒”意识

根据城市燃气安全管理的复杂性、重要性，“安

全第一”已不足说明和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特点和重要

程度。因此，要把“安全为天”作为本企业标志性口

号，加强对员工安全管理“三倒”教育，使每个员工

都清醒意识到：“员工不重视安全，要倒霉；领导不

重视安全，要倒台；企业不重视安全，要倒闭。”企业

安全工作与企业利益，员工利益息息相关。

为达到改变观念，强化意识的目的，在办公场

所，储配计量场站，悬挂醒目标志口号牌和安全管理

“三倒”警示牌，时时处处告诫大家，以起到潜移默

化的作用。

2      扩大安全管理范围，延伸安全管理主体链

燃气经营企业流程主要分为储配、输送、使用

三个环节，在安全管理上通常注重的是储配和输送环

节，而忽视了用户使用这个复杂而又可控性差的关键

环节。使用燃气的各类用户安全常识水平不一，安全

观念普遍淡薄，恰在这个环节，燃气与空气发生接

触，才有可能具备爆炸条件。因此，燃气使用是事故

相对多发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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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燃气是民生事业，服务民生，保障民生安全

是燃气经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将用气安全纳入企业安

全管理的范围是十分必要的。为做好此项工作，拟采

取如下措施：

明确安全工作管理主体和责任主体。燃气经营

企业既是安全管理主体，又是安全责任主体。就企业

内部而言，两个主体既对立又统一。过去的安全管理

形式，把用户只当成了安全管理的一般对象，而没有

将其当作是管理主体和责任主体。用户不履行主体

责任，这就造成了燃气企业无力切实顾及用户的安

全工作，即使有相应的巡检制度，也只是蜻蜓点水，难

以深入。要改变这一体制必须明确用户安全工作的主体

身份，使其也变成管理主体和责任主体有机统一体，以

增强安全管理的力度，达到群防群治的目的，减轻燃

气企业的压力。将用户按工业类、商业公福类、居民类

划分，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工业类用

户：安全管理体制完善，经验丰富，由其自行管理。商

业、公福类用户：是我们延伸管理的主要对象。此类用

户既没有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又没有专门的安全管

理人员，还缺乏安全管理的基本知识。而它们所处的环

境则往往是公共场所，一旦发生事故后果极其严重。

居民类用户，群体庞大，难以采取强制性紧密型的管

理措施，应探索出一条自律性的管理办法。

3      明确用户管理职责，建立安全自律组织

（1）责任范围。主要针对商业、公福用户，划

定其责任范围为：用户专用的引入管及室内管段；用

户使用的燃气设施。

（2）人员配置。商业、公福类用户，必须配置

专职或兼职安全员，安全员及设备操作人员必须懂得

燃气使用基本安全常识和设备操作规程。

（3）安全员职责。安全员负责日常巡查；发现

隐患及时报告；制止、杜绝操作人员违规操作；对操

作人员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和提示。负责落实安全整改

措施。

（4）管理方式。由用户与本公司签订安全管理

责任书，明确用户应履行的职责，并交纳一定数量的

安全保证金。

（5）自律组织。居民个人用户，队伍庞大，人

数众多，强制性、紧密型的管理方式不适应这一非组

织群体。拟成立用户安全协会或安全俱乐部，以自愿

自律的形式，提高他们安全的潜意识，使其感觉身上

的责任如义务。同时自律组织采用会员制形式，每

年会员交纳10元-15元的会费，作为会员安全保障基

金。一旦会员使用燃气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最高可

获3万元-5万元补偿。以此来提高自律组织的凝聚力

和参与的积极性。

（6）奖励机制。会员的责任首先是保证自身安

全用气，遵守本公司有关规定。其次是注重周边燃气

设施的安全，发现安全隐患或损坏燃气设施的行为及

时举报、制止。由协会给予奖励。

（7）协会的性质。用户安全协会或俱乐部是民间

团体，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或用户自发组成俱乐部，

与政府机关及本公司无行政隶属关系。遵循入会自

愿，退会自由的原则，以章程形成规范协会的运作。

协会具有社团法人地位，独立承担社会、经济、

法律责任，是联系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纽带，是维护双

方合法权益的代言人。

4      加强队伍素质建设，培养技术型安全管理

人才

燃气行业的安全工作在认识问题、体制问题解决

之后，最关键是有高素质的人才来组织实施。根据目

前本公司从事安全工作人员素质来看，除安全基本知

识缺乏外，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更不具备专业技术知

识。安全管理依然停留在经验阶段，远远不能适应现

代燃气发展的需要。据此，一定要加强对现有从事安

全工作人员进行安全知识及专业技术知识培训，采用

自培与委培相结合的方式，使其尽快达到安全工作所

需的基本要求。二是要面向社会和大专院校选聘专业

技术人才，在本公司内部进行定向培养和实践锻炼。

力图形成一支知识全面，专业精通的高素质安全管理

队伍。使之能从工艺原理、工作原理上分析掌控安全

事故隐患，达到“以防为主”的目的。三是要充分利

用现代科技手段，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常规检

测的精确度。要从长远、全局的观念上对待安全设施

投入，打消顾虑，安全设施不能满足于应付，应力求

精益求精。避免因小失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