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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自建房施工安全隐患的成因与解决途径

崔宏斌

承德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服务中心　河北承德　067000

【摘　要】从目前农村自建房建设情况来看，存在布局混乱、质量不过关以及违法建设等问题。农村自建房施工安全隐患

较为严重，主要是由于规划缺乏统一性、施工安全性不足以及管理制度不规范等，引起了较多安全问题。针对此类问题，

应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风险解决措施，降低安全事故发生，保障农村居民居住的安全性。本文就从农村自建房

基本情况以及现阶段存在安全隐患的成因进行分析，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改善措施。通过落实有效的防范措施，

解决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从而确保建设的平稳实施，避免出现安全问题。

【关键词】施工安全；农村自建房；隐患；措施

引言

从近年来国内农村经济发展情况来看，经济收入提升，

农民在不断改进居住环境和条件。很多农村居民在住房建

设中投入了较大资金。农村自建房应根据所属地区的整体

规划以及政府批准进行建设和修建，但是从目前农村自

建房建设情况来看，通常有一层、两层、三层等不同的户

型，统一性难以把握。在农村自建房施工过程中，安全以

及品质是首要问题。但是在实际建设中，由于缺乏整体规

划，且施工人员，多为当地匠人，缺乏专业技能和基础建

设知识，导致房屋的建设与设计缺乏合理性，存在较多的

安全问题和风险。因此，在农村自建房建设过程中，应加

强对安全性的重视程度，确保建设品质符合相关规定。

1　农村自建房的基本情况

1.1　布署错乱，标准不一

从目前农村自建房建设情况来看，未能落实有效的资源

调节，无法进行合理规划，存在难以有效实施的情况。受

到土地资源、人口数量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各地农村经济

条件存在一定差异，居住户相对较为分散，从目前来看，

村子统一化不足，住宅尺寸大小各异，基础设施晦涩等问

题较为严重。土地资源规划合理性不足，无法确保农村自

建房建设达到统一标准[1]。目前建设地区较为随意，且多数

住宅占据农村用地。面对这种情况，不仅存在部署错乱的

问题，住宅集中化不足，也难以落实相应的规划设计。

1.2　品质不佳，资源消耗

从目前农村自建房建设情况来看，建设工作存在完善度

不足的问题，主要聘请当地农村匠人进行建筑施工，无法

保证房屋的质量，当出现地震、洪涝灾害等问题时，难以

抵抗自然伤害，房屋建设水平无法达到安全居住的标准。

住宅建筑水平偏低，并未落实有效的监督管理，缺乏有效

技术性指导以及品质设计等方面缺乏相应的标准。在住宅

房屋建设过程中，虽然消耗了大量的物力、人力、财力

等，但是无法保证房屋建设的品质。在这种模式下建筑的

村自建房，难以保障其安全性以及舒适度[2]。

1.3　利益攀比，效仿量大

随着近年来农村经济水平不断提升，有钱人越来越多。

通过非法占用耕地，建设村自建房的情况较为常见。当村

子内存在此种情况，其他农户也会效仿，进行占用耕地进

行建房。面对此种情况，土地资源损害严重。违章建房的

方式，影响了土地资源的合理规划利用。从目前建设情况

来看，一旦建设难以进行强制拆除，稽查难度较大，且管

理力度薄弱，从而导致村自建房规划较为艰难。

2　农村自建房施工安全隐患的成因

2.1　建设房屋缺乏统一规划

从目前农村自建房建设情况来看，缺乏整体规划设

计，房屋建设随意性较强，缺乏有效的建设根据，施工后

会出现各类问题，例如，房屋设计风格不统一、布局杂乱

等。此外，还存在一些房屋没有卫生设施，周围缺乏绿化

种植，从而导致无法满足小康生活居住条件。此种建设情

况，不仅会浪费土地资源，也会影响村庄的生态环境，为

新农村自建房规划留下较大的安全隐患。从目前农村自建

房建设情况来看，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协商。主要按照自己

的意愿进行建设，从而导致整体规划性不足，缺乏统一性

和合理性，未能实现统一建设，对当地农村整体化建设没

有实际意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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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全生产的观念不足

从目前农村自建房建设情况来看，建设主要是通过分

包、聘请当地匠人进行建筑施工。一些施工人员并未有

专业技术证书和专业能力，在施工过程中，为了节省作业

成本和时间，存在的问题无法及时修正和处理。例如，作

业过程中未落实安全防护设施，使用的材料无法检测其

质量。脚手架、支撑模板搭建等，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在施工过程中，对施工安全重视程度不足，很容易发生意

外。与此同时，房屋建筑者思想观念较为落后，缺乏系统

化管理的理念。在施工过程中，施工作业较为随意，未能

明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工作。建筑人员与业主之间一般

采用口头承诺的方式，并未签订承建合同，在施工过程中

难以保障施工安全以及建设质量。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双

方难逃责任，很容易引起民事经济纠纷。

2.3　管理制度对策不及时

从目前各地城镇推进的城市规划项目情况来看，在农村

房屋建筑中，质量管理缺乏规范性，在建设过程中无人问

津，从而导致房屋建设较为随意。首先，政府部门对此类建

筑的管控相对较弱，缺乏规范化的管理机制。对农村自建房

管理办法，没有明确的要求，也存在法律规定不全面，安全

工作管控不到位等问题，影响了建筑的安全性。其次，从目

前城镇监管单位管理情况来看，缺乏与农村当地村委会管理

部门的联动机制，未能落实规范化的安全生产监督，从而导

致农村自建房开展，未能建立相应的查验管理制度，导致农

村自建房建设随意性较高。最后，从目前建设情况来看，农

村自建房建设过程中，缺乏专业化技能，施工现场缺乏有经

验的管理，很容易造成住宅建设不达标。此外，监管部门从

心理上认为，农村房屋建设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不需要过多

干预，为落实相应的监管工作。

3　农村自建房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解决方法

3.1　科学规划村自建房建设

在农村自建房工程施工过程中，设计单位要充分发挥

功效，对农村自建房进行合理规划。在做好村子整体规划

设计的同时，落实好相应的服务工作。通过制定农村自建

房管理条例，对农村自建房进行科学规划和管理，并通过

提出相应管理标准的方式，落实具体要求，为农民设计实

用、美观、大方、科学的施工方案。通过合理规划，提升

农村宅基地的利用率以及农用地的指数值。实合理规划设

计，提升农村自建房的规范性和合理性。通过制定规范、

科学设计的方式，确保农村自建房建设的安全性，提升施

工过程中的安全防范意识，保障施工的安全推进，确保农

民居住安全稳定。

3.2　提升建筑施工安全意识

村自建房建设是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标准，提升居住

的舒适度，在建筑过程中，需要投入较多的资，甚至有些

居民为了房屋建设，还需要贷款或者借钱进行建设。因

此，在农村自建房建设过程中，要落实规范化的设计，提

升建筑的安全性，确保农民居放心房。通过落实合理规划

设计的方式，开展有效的宣传推广，提升安全意识。聘请

专业的团队进行设计建设，从而提升房屋的舒适度。通过

落实有效宣传的方式，提升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防范意识，

避免施工过程中出现安全事故，引发人员伤亡，造成严重

的经济损失。通过提升安全防范意识的方式，确保施工的

安全性[4]。

3.3　明确职责强化问题处理

在房屋建设过程中，要为建设人员缴纳意外保险。当出

现安全事故时，通过理赔的方式，保障伤亡人员的必要补

偿。在对特殊材料、设备进行施工过程中，应落实规范好

的设计以及检测，确保施工的安全性。并通过搭建临时安

全防护的方式，确保生产安全。加强资金合理投入，落实

相应的保障措施，降低安全风险，加强施工过程中安全防

范意识，避免造成较大的人员伤亡。

3.4　发挥建设单位管理职责

在农村进行规划设计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村镇建设单位

的管理职责，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工程

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章》等规章，落实相应的管理工作，

确保设计符合需求，并通过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对策的方

式，提升建设的安全性，避免出现安全事故。例如，对建

设队伍进行资格审查、学习培训，提升其专业能力。并通

过建立信息档案库的方式，为农村居民提供相应的资料。

落实规范化技术培训、应急能力水平指导，避免在施工过

程中发生意外情况。通过落实好安全生产管理的方式，保

障建筑过程中的施工安全，并将安全生产情况列入到乡镇

年度综合考评中，提升乡镇对自建房管理的积极性和规范

性，避免发生意外情况导致，影响房屋建设[5]。

3.5　明确监督责任加强管理

在推进农村自建房建设管理中，落实相应的监督责任，

通过规划监督体系的方式，确保房屋建设的审核制度完善，

避免存在私人行为乱搭乱建，影响住宅的安全，导致风险增

加。加强对农村房屋构建安全工作义务制定、完善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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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推行安全生产责任，确保建设的安全性，对建设过程进

行合理监督，提升对房屋建设质量和安全性。加强建设流程

规范性的重视程度，落实相应生产技术指导，确保房屋建设

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达到安全建筑的目的[6]。

3.6　建立健全安全管理模式

为了避免在村自建房建设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安全风

险，相关建设部门应落实好规范化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

度，并通过与自然环境监管机构融合监管的方式，提升管

理的规范性。从多个层面落实规范化管理，确保建设的合

规性。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若存在安全风险，要落实相应

的改善措施，并通过限期整改的方式，确保达到建设的标

准。与此同时，可以通过引导落实项目建设的方式，进行

有效操控，降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根据建筑实

际需求，落实规范化培训指导，学习相应的专业技术和管

理能力，确保在施工过程中，可以合理应用机械化设备，

并按照实施方案进行推进，避免建设施工随意性过大。即

使投入较大的时间和精力，也存在建筑施工违反政策规定

的问题，降低安全隐患以及安全事故发生概率[7]。

3.7　加强乡村建材市场管控

落实规范化的质量监督，为了避免在建设过程中，由于

建设材料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安全风险增加。因此，应加

强农村家居建材市场统一化管理，对农村居民住宅建设所

需的原材料，例如混凝土、砖、钢筋等，落实规范化的监

督检查，避免质量不达标的材料流入销售市场。从源头进

行控制，提升村自建房的品质和安全性。通过落实规范化

监督的方式，整改农村建设市场混乱的情况，确保运营商

具备许可证，并落实好质量跟踪。加强对沙场、砖瓦厂、

水泥厂进行质量检查的方式，确保加工环节质量达标[8]。通

过落实规范化的检测，严禁不达标的材料进入市场，通过

合理控制风险的方式，为村自建房建设提供基础保障。保

障建设材料质量，为安全生产奠定基础，严格把控各类施

工材料，加强乡村建材市场管控，确保满足施工需求。

3.8　加强农村基本建设匠人

当地乡镇政府机关应加强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交流，通

过全面了解、掌握的方式，对需要进行住宅建设的农户进

行培训、指导。让施工人员以及农户了解相应的安全生产

标准以及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在施工过程中，提升安全防

范意识。让自建房建设达到安全居住的标准。并通过合理

控制的方式，降低安全风险。在施工过程中，落实规范化

的检测工作，避免出现品质不佳、规范性不足的建设。在

实际施工过程中，要确保农村匠人，具备专业技术能力以

及相应的施工知识。通过落实具体指导、培训等方式，掌

握施工全过程的关键技术以及重点施工内容，从而提升施

工的规范性和合理性。加强施工的规范化监督，提升建设

水平。采取巡查监督的方式，及时发现问题，并通过农村

匠人的专业素养培训，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9]。结合现阶段

施工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制定改善方案，避免出现质

量不达标以及安全事故发生等问题。

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化农村建设过程中，随着经济水平的

提升，建设舒适、安全的村自建房是当前乡村振兴发展的

重要环节。在村自建房项目规划过程中，要加强安全工作

管理，排除安全隐患，避免在施工过程中出现安全事故。

在建筑施工过程中，通过合理操控预防，降低安全事故风

险，避免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在施工过程中，应从多方

面加强安全事故管理，通过制定安全管理制度、管理体系

等方式，确保建筑施工项目的品质和安全性，为当地农村

建设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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