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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铁路局综合司

关于加强铁路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的函

中国铁路总公司办公厅, 国家能源集团、 蒙华公司、 中国中铁、

中国铁建、 中国通号、 中国交建、 中国建筑、 中国电建办公厅

(室):

2018 年上半年铁路工程建设总体安全形势稳中向好, 但是 6

月份以来在西南地区复杂地质条件下铁路隧道施工中连续发生人

员伤亡事故, 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 扎实开

展好铁路建设工程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 切实做好铁路工程安

全生产工作, 遏制铁路工程安全事故多发势头, 现将有关要求通

知如下。

一、 切实提高加强安全生产紧迫性的认识

各单位要深入贯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

改革发展的意见》 要求,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

上来, 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以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为重点, 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管

理。 各单位要清楚认识到随着铁路建设进入施工高峰期, 铁路事



故进入多发高发时期的时间特点; 要认识到铁路建设重点转向地

质复杂、 灾害多发的中西部地区的地域特点; 要认识到落实好各

参建单位安全生产责任是搞好安全生产关键的管理特点, 要以强

化安全红线意识、 落实安全责任、 推进依法治理、 深化专项整治

等为重点内容, 开展宣传教育和培训, 切实推动安全文化进基层

项目部。 在此基础上, 各单位要督促铁路建设工程参建企业以更

加坚决的态度、 更加务实的作风、 更加有力的措施, 做好铁路建

设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二、 进一步督促落实铁路工程安全生产责任

各单位要督促铁路建设工程参建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 加强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 制定针对性措施, 切实

消除安全生产隐患; 要完善制度规定, 强化对 《隧道施工安全九

条规定》 《复杂地质条件下铁路建设安全风险防范若干措施》 等

的组织实施, 把每一条规定落实到施工现场、 作业工序和岗位人

员, 切实做到 “铁规定、 刚执行、 全覆盖、 真落实、 见实效冶,

确保铁路工程生产安全平稳有序。

建设单位要切实担负起铁路工程质量安全和风险管理的首要

责任, 建立和完善建设项目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明确和落实各级

管理责任, 强化安全意识, 加强和改进项目安全管理, 按照合同

约定, 检查各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落实情况, 并严格安全生

产奖惩制度。 要建立和完善建设项目应急预案体系, 明确规定应

急组织体系、 人员职责分工以及应急程序和措施, 与相关人民政

—2—



府及其部门、 应急救援队伍和涉及的其他单位的应急预案相衔

接; 定期组织演练, 提升应急预案的针对性、 实用性和可操

作性。

勘察设计单位要严格按照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 提供的

工程地质、 水文地质等勘察成果必须真实准确, 并按照勘察成果

进行设计。 岩溶、 采空区、 滑坡、 危岩落石、 岩堆、 富水断层、

浅埋偏压、 有害气体、 高地应力、 深厚软土、 膨胀岩土、 高寒冻

土等重大不良地质和特殊岩土地段, 必须加强地质勘察和施工地

质工作, 编制地质风险因素控制方案并按规定进行论证审查后组

织实施。 受当前勘察技术限制, 无法准确判定地质条件的, 应当

加强现场设计配合工作, 及时修改完善设计。

施工单位要担负起施工现场安全的主要责任, 要依法履行安

全生产各项职责, 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控, 加强专项施工方案管

理, 严格事故报告制度。 要对铁路建设中的重大危险源进行查

找、 辨识、 分析, 准确研判质量安全风险, 提出风险控制措施并

监督实施, 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 实现对铁路施工全过程风险管

控, 有效落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高风险工点必须建立实时

监测、 预警的安全监测信息管理系统, 重点部位、 关键工序采用

视频监控; 监测数据和影像资料应及时查验并留档备查。 长大隧

道和高风险隧道必须采用机械化施工作业, 并按规定配置应急逃

生设施。 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大临工程和营地等其他风险工程必须

按规定做好安全风险评估, 做好安全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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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单位要严格按照铁路工程监理规范和委托合同实施监

理,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履行监理职责。 对勘察设计及安全应

急预案工程设计进行检查核对, 对施工企业重大危险源查找、 辨

识、 分析和应急预案进行检查并监督实施。 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

分项工程应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 单独编制安全生产管理的监理

实施细则。

三、 真正抓实铁路建设工程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

各单位要结合铁路建设项目实际情况, 以 《国家铁路局综合

司关于开展铁路建设工程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等为抓

手, 扎实开展铁路建设工程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 要督促各参

建企业切实加强复杂地质条件下隧道、 高墩大跨结构复杂桥梁、

高陡边坡路基等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识别和管控, 特别是地质风险

因素识别及控制方案、 超前地质预报、 瓦斯隧道通风及检测、 极

高和高风险工点实时监测及预警、 逃生通道设置等情况。 要督促

各参建企业严格落实专项施工方案、 技术交底等工程技术管理要

求, 特别是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 危险性较大的工程

专项施工方案、 方案审核论证审批、 对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安全

技术交底等的执行落实情况。 要督促各参建企业扎实开展铁路工

程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对隧道拱顶掉块等直接影响行车安全

的重大隐患, 督促企业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及时整改消

除质量安全问题隐患, 形成自我约束、 持续改进的内生机制。 各

单位要通过网站、 现场公示等多种方式公开铁路工程项目监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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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信息, 畅通铁路工程质量安全投诉举报渠道, 充分发挥社会监

督作用, 共同维护好铁路工程安全优质、 健康有序的铁路建设

市场。

铁路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发生安全事故各参建单位的检查频

次, 加强对安全事故暴露出的质量问题调查, 特别是发生人员伤

亡安全事故或人员被困险性事故后, 要深入查找责任单位的管理

漏洞和失职行为, 查清问题根源, 依法严肃追责。 地区铁路监管

局要加强与铁路建设项目所在地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综合监管、 技

术质量监督等部门的沟通协调, 开展专项治理行动或专项检查

时, 邀请有关部门参加, 积极探索构建综合监管同行业监管同向

发力的协同监管机制, 形成监管合力, 提高监管效率, 共同推进

铁路安全优质健康发展。

国家铁路局综合司

2018 年 7 月 1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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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安监局, 各地区铁路监管局, 北京铁路督察室、 局工程质监中

心, 局科法司、 安监司、 工程监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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