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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预防机制在水环境治理工程项目中的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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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加强水环境治理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本文阐明了建立双重预防机制的迫切性，引入“双重预防机制”相关

理论，结合工程实际，明确水环境治理工程中双重预防机制建立的三个阶段，进而推进项目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重心前移，

以期能够提高水环境治理工程安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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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美好自然环境的

迫切需求不断增加，城市黑臭水体成为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

因素，各地政府治理水环境的手段与规模也随之增强，开始

了“流域统筹，系统治理”的模式，工程主要特点为施工范

围大、工程涉及面广，工期紧张。因此，在水环境治理新模

式下，工程项目建立有效的双重预防机制迫在眉睫。本文从

三个阶段推进双重预防机制的构建，即前期准备阶段、风险

分级管控阶段和隐患排查治理阶段。

珠海市前山河流域（香洲片区）总面积约 114.35km2。

本工程主要包含 4 个片区的正本清源及雨污管网工程、10 处

面源污染整治工程、10 条排洪渠截污工程、8条涌渠清淤、

1 座泵闸调度工程、2 座污水泵闸改造扩建工程、1 座污泥处

理站、1 处污水厂调度工程及生态修复工程等，子项多，规

模大，施工线路长，子项目工程专业跨度较大，范围分布广，

呈点、线、网状分布。下文将结合该项目双重预防的三个阶

段展开详细论述。

1 前期准备阶段

在前期准备阶段，应先明确一个原则，即风险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不是分裂的，而是紧密联系、同时推进。在

明白这一原则后主要完善以下工作：一是结合企业组织机构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主导，逐步推动人人参与双重预防

机制建设。二是收集行业法规法律、技术规范等相关资料工

作。三是建立健全责任体系，结合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不断完善全员安全责任，将不同的工作任务具体到个人，确

保责任明确，以便于工作更高效地推进[1]。四是制定工作方

案及工作管理办法等，根据收集法律法规和水环境现状等资

料，制定符合相关工程的体系文件，包括识别风险的方法，

便于以后工作的推进。

珠海市前山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项目根据项目

涉及的区、镇、街道不同等级单位的划分，选定工作小组组

长，负责各自区域的水环境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明确各

自责任。由于涉及的工作范围比较广，各工作组根据职能责

任，收集法规法律、行业、地方文件要求等相关资料，组织

开展探讨交流会议，审议开展工作的具体制度，保障后续工

作顺利实施。

2 风险分级管控阶段

风险分级管控主要包括风险辨识、风险评价、风险分级

和风险管控 4 个方面。首先组织施工经验丰富的开展风险辨

识，根据项目施工组织设计及前期现场摸排记录，全面识别

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二是根据不同的施工工程可选定不

同的评价方法。常见的风险辨识办法有四种，包括安全检查

表法、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SWOT技术。三是风险评价，

常见的风险评价方法有安全表检查法、风险矩阵法、作业条

件危险性分析法等。对施工现场各个环节及岗位的风险进行

分级管理，从高到低分别是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

低风险。四是风险管控，针对风险分级的结果，制定相应的

措施进行分级管控，将重大、较大风险交给等级较高的工作

人员负责协调，一般风险、低风险交给各个区域负责人进行

管控[2]。

在珠海市前山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中，主要涉及

的工程包括市政管网完善、沿河污水系统改造等十个方面，

涉及工程较多，并且涉及到多条市政主干道。为此，首先选

择德尔菲访谈法作为风险辨识方法，走访工程施工具体负责

人，记录风险所在，其次选择定量评价方法，收集相关数据，

确定风险大小数值，进而确定风险的等级高低，实行合适的

风险管控措施，高风险的需呈报市里，做好风险管控，低风

险的由各个区域负责人进行牵头管控。

3 隐患排查治理阶段

风险管控措施失效或弱化极易形成隐患，酿成事故。水

环境工程可根据建立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开展隐患排查，具

体可分为隐患排查、隐患整改及评估验收三个阶段。一是发

现风险管控措施失效或不足之处，并及时统计分析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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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进一步明确和细化隐患排查的事项、内容和频次，并

将责任逐一分解落实，推动全员参与自主排查隐患。二是落

实隐患整改的责任、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同步到位。三

是组织人员对整改结果进行验收，实现隐患排查整治的闭环

管理，推动完整的双重预防机制在水环境工程中更完善的实

践[3]。

在水环境工程双重预防机制实践过程中，由工作小组领

导牵头，将隐患排查工作具体责任落实到人，结合专项检查、

综合检查、周期性检查以及日常检查，将检查出的隐患问题

登记成册。根据隐患的危险性和整改难易程度进行分级，重

大隐患交由管理人员负责，一般隐患则有区域负责人负责，

隐患排查问题及时反馈及整改，安排专业的人员跟踪隐患整

改过程。三是进行隐患整改和验收，组织专业人员进行验收，

检查所整改的工程是否符合安全标准，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工程，做好登记并提出整改意见，限期整改，直至验收通过。

最后进行隐患分析，定期通报突出隐患问题，分析问题原因，

制定相关解决措施，降低问题出现频率。

4 总结

水环境工程安全工作，涉及人员群体广泛，影响深远，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的长远发展息息相关，建立水环境

双重预防机制有利于减少危险和灾害的发生。本文从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两方面出发，突出重点环节和重点岗

位，抓住辨识管控重大风险、排查治理重大隐患两个关键，

促进双重预防机制在水环境工程项目中的实践，明确了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具体实施，提高水环境工程项目

的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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