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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是企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文化则

是其中一项较为重要的工作。深入开展安全文化建设，解决施工

中各类问题隐患，减少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稳步提升安

全生产管理水平，日益成为企业管理不可回避的任务之一。A施
工企业是一家国有企业，为了提高安全管理水平，组织开展企业

的安全文化创建活动，并于 2018 年获得“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
业”的称号。本文通过安全文化内涵、作用和意义，梳理 A施工企
业取得经验和教训，探讨施工企业安全文化优化的建议，为深入

开展安全文化创建的企业提供参考。

1 安全文化的内涵及其作用
（1）安全文化的内涵。根据《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导则（AQ/T

9004—2008）》，安全文化指“被企业组织的员工群体所共享的安
全价值观、态度、道德和行为规范组成的统一体”，安全文化是企

业员工对生产安全问题的倾向和所持的态度，也是企业文化和

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把文化当作媒介，充分发挥文化

的感染力，来强化员工的安全价值理念，从而实现约束行为、提

高参与安全文化建设的积极性。管理层把握安全文化创建的方

向，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建立安全愿景、安全使命和安全目标，

带头执行安全管理规定。员工是安全文化创建关键因素，要发动

员工广泛参与，全力支持和配合企业实现安全文化目标[1]。
（2）安全文化创建的作用。安全文化是企业安全管理水平的

呈现，也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具有有效预防生产安

全事故作用。安全管理常表现为责任制、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等

体制，当员工认为企业的安全文化只是摆设或在严格监管条件

下才勉强执行，该安全管理往往只是管理层的“安全文化”，还停

留在文件上，并没有对员工发挥约束或激励作用。调动员工积极

性，使他们主动承担“安全生产”的工作任务，是安全文化创建工

作的主旨。充分发挥安全文化导向作用，形成独特文化，使之成

为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让安全文化与企业文化相得益彰，

形成良性循环。

（3）安全文化创建的途径。安全文化创建过程中，主要从主观
（不安全行为）、客观（物的不安全状体和作业环境）两个方面着手

进行改进。主观方面，着重要从人员的思想、理念、态度和习惯进

行转变，重点纠正违章作业、违章指挥发生，降低人为事故为目

标；客观方面，主要是改善硬件设施，着重提高作业环境、降低物

的不安全状态，避免各种意外事故发生。各级管理人员带头遵守

安全管理规定，关注员工的作业行为，让员工感受到上级的关心，

感受到安全的必要性，带动和影响身边的同事自觉遵守规定，从

而营造一种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因为员工既可成为预防事故

的当事人，也可能成为事故隐患的罪魁祸首。所以，要建立以人

为本的安全文化理念，充分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切实在施工

安全管理充当“安全员”的作用，也要在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和实

施中，始终依靠员工，最大限度参与并支持安全管理，把握员工

在安全文化创建中积极作用尤为重要[2]。

2 A施工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经验和教训
（1）安全文化建设整体情况。A施工企业开展“安全文化示范

创建”，管理层精心组织、全面部署，员工群策群力、全员参与，安

全文化建设已初见成效，“安全文化”氛围已弥漫到全企业，安

全管理工作基本达到“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转变，员工的安

全意识、事故防范能力得到提高，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明显降低。

（2）安全文化建设经验。A施工企业把安全文化融入企业文
化中协调发展，在塑造企业文化的同时，统筹将企业文化和安全

文化协同发展，创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规范

员工安全行为，从员工的意识、态度和技能等要素方面广泛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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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部署宣传和教育培训，从安全体制、安全标准、安全知识、安

全组织等进行引导和宣贯；充分用企业的工作简报、门户网站、

宣传栏和微信群等阵地，大力宣传法律法规、专题讲座和典型事

故案例等安全生产相关知识，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康杯”“安全生

产月”知识竞赛活动，改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的效果。积极倡导

温情文化，组织开展“亲情助安”系列活动，邀请员工家属们参观

企业，吹好“枕边风”，与企业共同筑牢安全生产的家庭防线。加

强日常安全检查监督，抓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改销号处理，将安全

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3）安全文化建设教训。①安全发展理念不牢。部分管理人
员没有真正树牢安全文化理念，对安全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没有切实摒弃以往陈旧的思想观念，把安全生产的当作自己重

要工作来对待，只在乎短期经济效益，忽视安全管理等现象出

现，其原因在于缺乏组织领导，缺少创新；②执行落实不到位。部
分人员的安全文化素养不高，在安全文化创建之初投入几分热

度，只是喊下口号，慢慢变成虎头蛇尾，并没有切实将安全文化

贯彻到落实到实际施工中，遵循“老规矩”办事，安全文化没有在

项目建设施工没有发挥应有作用，没有能够落地生根，其原因在

于缺少督导检查和考核；③保障措施不到位。尽管建立安全文
化，但是安全管理的整体水平参差不齐，安全生产条件不到位、

安全生产保障措施不足、工艺技术滞后和安全文明施工较为混

乱等现象时有发生，部分施工作业安全风险不可控，部分项目施

工过程中发生伤人事故，安全风险仍然突出，员工安全权益得不

到保障，安全文化创建还不够彻底，还要覆盖全员展开。

3 施工企业的安全文化优化的建议
（1）要强化自觉性。在安全文化创建的过程中，施工企业要结

合自身的特点进行策划，推动部职工转变安全观念，改善安全意

识，提高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形成人人重视安全工作的局

面。管理层要重塑安全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将贯彻落实安全发

展理念，增强建设安全文化的自觉性，防止出现为了创建而创建

的形式主义，摆脱安全文化没用的想法。要通过发动干部群众开

展广泛宣传，创造出有利安全文化的舆论导向，逐步引导干部职

工从心灵深处认同企业安全理念，筑牢安全防线，积极倡导安全

行为，形成安全习惯。还要博采众长，切记不要闭门造车，广泛宣

传典型做法，让安全文化在企业安全管理工作中发挥实实在在

作用，自觉用安全文化来支撑安全管理工作。安全管理工作涉及

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每次生产安全事故不仅伤害员工身体，还

对员工的家庭造成不可挽留的损失，对企业也会造成损失；安全

工作既是管理层的事，更是全体员工的事，安全文化是每一名干

部职工共同的事情。

（2）要强化针对性。安全文化是用来为企业的安全生产服务
的，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应符合建筑施工企业的特点，为安全

管理工作之所需，为广大职工群众所认同，否则就会成为无用的

摆设。结合建筑行业特点，建筑施工的条件、作业环境和施工技

术的规范要求，根据人员的来源、文化程度、专业技术水平和年

龄结构层次不同，对安全管理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企业的安全文

化必须具有自身的特点，增强针对性，符合企业安全生产的客观

实际与需要，有利于规范职工群众的安全行为，为广大职工群众

所认知，才能在安全工作中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既要坚决克

服拿来主义的思想，不能全盘照搬其他企业的安全文化，缺乏特

色、个性，不具有指导性和实用性；要坚决克服简单化的倾向，不

要用挂几条标语或者找些的口号来替代安全文化，这样就会使

安全文化变成空洞不接地气，听起来不错但实际没有效果，不能

深入人心。

（3）要强化长期性。首先要加强组织领导。安全文化有利于提
高管理水平、规范安全行为、打牢安全管理基础、形成长效机制

的有效措施，施工企业在安全文化建设和示范申报活动的深入

纵深展开，提升施工企业的“软实力”，要脚踏实地，防止安全文

化创建示范流于形式，要从长远角度来考虑，统筹推进。施工企

业党政主要负责人，对企业文化建设具有关键的作用，把安全文

化建设细化到企业文化的范畴，要亲自抓，做好安排部署，指定

专门机构和专门的人员，充分考虑部门职能分工和施工项目部

地域较为分散的特点，建立完善施工企业安全文化创建的网络，

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职责，提高安全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通过分

工协作、通力配合、共同参与，进一步健全组织保障能力。其次要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施工企业把安全文化建设纳入岗位职责，分

解到部门、细化到岗位，列入项目经理和班组日常的目标考核

中，通过严格管理，加强督导检查，为安全文化建设有序展开奠

定良好的基础。最后要完善保障机制。在安全文化建设实施过程

中，需要增加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投入，同步考核、奖惩，建立完

善安全文化建设的运行的良性机制，深入推进安全文化建设[3]。

4 结语
总之，施工企业深入推行安全文化建设是一项重要和长期的

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施工企业党政主要负责人要高度重视，

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安全文化建设合力，从而构建施工企业齐抓

共管的局面；要广泛动员，坚持不懈，把安全文化创建作为重点

任务来抓，不断总结经验，升华安全理念，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

安全文化。因此，施工企业既要关注“刚性”制度在安全管理的约

束功效，也要发挥“软性”安全文化的激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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