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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宝轻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12·20”机械伤害一般事故

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1年 12月 20日 19时 30分左右，宝山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钢管条钢事业部焊管厂区域内，承包商上海市宝轻劳动

服务有限公司在检修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

造成 1人死亡。事故发生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上海市应

急管理局会同相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展开调查。事故调查

报告于 2022年 10月 9日获批复同意。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防

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要求，上海市应急管理局会同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上

海市总工会等部门组成上海市宝轻劳动服务有限公司“12·20”

机械伤害一般事故评估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并邀请华东

理工大学安全工程咨询中心参加。评估组通过资料审查、座

谈问询、查阅文件、走访核查等方式，对上海市宝轻劳动服务

有限公司“12·20”机械伤害一般事故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

实情况进行评估。宝轻公司

一、评估工作开展情况

2022年 10月，评估组制定《2022年度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明确了评估对

象、评估内容、评估方法及工作安排。2022年 11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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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应急管理局召开牵头评估工作会议，启动、部署评估工作。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评估组查阅相关材料，上海市应急管理局于 2022年 10

月 26日向事故责任单位上海市宝轻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宝轻公司）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事故责任单位于

2022年 11月 1日，缴纳了行政处罚款。

（二）其它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事故责任单位宝轻公司依据企业管理规定，采取罚款、

警示谈话、行政记过等方式，对下属责任部门及多名事故责

任人分别进行了追责处理。其中，给予部门处罚 1个；给予

个人处罚 12人、警示谈话 1人、行政记过 2人。

三、安全防范与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宝轻公司落实情况

“12.20”事故发生后，宝轻公司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积极组织公司相关部门及相关方，落实各项事故防范和安全

整改措施,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整改工作可归结为如

下方面：

1. 认真吸取事故教训

（1）“12.20”事故发生后，宝轻公司通过微信工作群、

班组学习、班前会等方式第一时间全员通报了事故情况。

（2）开展“12.20”事故全员学习宣贯工作。按作业区、

班组层层推进的方式先后完成 2次集中反省及学习、15次班

组学习、110人次自学，确保所有员工事故知晓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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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围绕钢管 UOE区域安全问题，由上级总包单位安

全管理人员、宝轻三区主管牵头，先后组织完成 2次事故案

例的集中学习。

2. 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工作

“12.20”事故发生后，宝轻公司针对 UOE区域的安全

隐患，开展了全面排查工作。先后完成隐患排查 17次（其

中关于小车类隐患排查共 8次），发现问题 14项（小车类

隐患 5项），均已完成整改。

3. 全面开展焊管厂区域危险源再辨识工作

（1）公司组织各专业人员，会同上级总包单位管理人

员，对焊管厂区域内的危险源开展了再辨识工作。UOE区域

危险源辨识内容中，新增了 3条“机械伤害（挤压伤害）”

的辨识内容。UOE区域共计辨识出 139条危险源；整个焊管

厂共计辨识出 264条危险源。将“12.20”事故区域的 1条

危险源，予以风险等级提级：控制风险等级由原有的 C级，

提升为 B级，即较大风险级。

（2）开展缓慢移动设备的专项排摸。“12.20”事故发

生后，宝轻公司就类似 UOE区域过跨小车等的缓慢移动设

备（即类似“154号横移小车”类的设备），开展了专项梳

理及排查。累计辨识出 109台缓慢移动设备。

（3）开展专项培训。公司将辨识得到的危险源、缓慢

移动设备的主要风险点及对应的防范措施等内容，向所有运

抢人员进行宣贯。

4. 改进控制系统提升本质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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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轻公司会同上级管理部门宝武智维专业人员、属地用

户设备管理方，经过多次现场研究讨论，从设备设施本质安

全化角度，对运输小车的控制系统进行了改进。

公司将控制系统优化改进后的操控方法，纳入作业手

册，并组织运抢班组学习和现场实操，达到彻底掌握的目的。

5. 全面开展违章治理专项工作

事故发生后，公司为从源头上有效遏制违章行为，避免

事故的发生，开展了各层级安全违章自查专项工作。

截止 2022年 11月，安全管理人员已对钢管区域开展自

查 65次（UOE区域 32次），班组长层级自查数量 34次，

共发现问题 54项（UOE区域 16项）。2名违章当事人受到

处罚，累计扣款 1000元；对 10名员工进行了批评教育。

6. 采用远程视频监控高风险作业

为了加强管理人员对现场作业过程的管控力度，促进员

工安全作业意识的提升，确保作业过程实现按制度执行、按

标准落实，公司对区域内检维修作业实施远程视频监控，实

施标准化作业检查，并对检查出的问题，进行实时通报与整

改。此外，公司还配置了专用移动摄像机，用于高风险作业

项目的远程全程监控。2022年以来，共计监控 23项目次，

有效督促作业人员切实担负起安全防范责任。

7. 组织开展安全专项教育培训

事故发生后，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8日组织全体员工，

进行了《检修三方挂牌专项培训》以及《检修作业常见安全

违章》专项培训工作。共培训 108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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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采用 VR技术，对现场一线作业人员开展安全体感

培训。通过 VR技术积极拓展高处作业、火灾事故等体感培

训课程。2022年已有 108人次参与体感培训。

（二）宝钢钢管条钢事业部落实情况

针对“12.20”事故，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钢管条钢

事业部（简称宝钢钢管条钢事业部）从吸取事故教训，提高

思想认识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整改工作。

1. 吸取事故教训，提高思想认识

由厂领导牵头，组织开展了“安全第一、生命至上”安

全理念宣讲活动。结合“12.20”事故，开展了穿插式、深

入式事故宣贯、原因分析、举一反三工作。共计宣讲正式员

工 146人次、协力员工 337人次，做到了全员覆盖。

2. 压实安全责任，强化区域管理

宝钢钢管条钢事业部依据企业的管理规定，在对事故责

任人员实施严肃追责的同时，依据新《安全生产法》的要求，

落实全员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层层压实各级管理目标，强化

区域管理责任。

3. 深入开展风险辨识与排查

（1）对事故肇事承包商开展专项排查。通过专项诊断，

共计检查发现 34项次问题，形成问题清单，并逐项次落实

整改。

（2）围绕提升现场安全管理开展专项排查。2022年以

来，甲、乙双方累计发现各类安全隐患共计 34337条，其中

现场安全管理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占比为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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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面推进设备设施汉化

针对设备设施控制按钮为英文标识，可能导致误操作和

引发事故的问题，实施了外文汉化专项整治工作。UOE区域

汉化 120个操作台、涂层区域汉化 3个操作台、HFW区域

汉化 30个操作台。

5. 改进横移小车控制及安全联锁功能

钢管条钢事业部结合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对横移小车

PLC控制系统进行程序优化，调整信号控制关联方式，确保

检维修作业过程中横移小车与运输辊道实现程序关联。举一

反三，对运输区域内的同类型横向运输小车，也同步进行了

设备设施本质安全化改进，确保检维修作业过程中能实现电

源的有效切断。

6. 强化员工挂牌意识、提升挂牌能力

（1）焊管厂组织开展了《检修及自力项目安全挂牌管

理标准》与《自力项目挂牌安全管理办法》全员学习活动。

覆盖共计 101人次，整体掌握情况较好。

（2）全面梳理自力挂牌、检修挂牌项目。共计梳理甲、

乙方人员 505人次；通过梳理，掌握了员工常规的生产作业

范围，实现了员工作业的动态跟踪。

（3）开展岗位自力挂牌能力评测。以作业长为测评人，

从使用场合、挂牌原则、挂牌实施等维度，对 186人次开展

岗位自力项目挂牌能力测评。

（4）落实检维修挂牌上报、旁站监护制度。针对本次

事故中未切断 154号横移小车运行电源的情况，以及设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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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检维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挂牌不规范情况，落实挂牌作业

须上传工作群的管理举措。

7. 压实区域内总包单位管理责任

钢管条钢事业部安全保卫部对区域内各总包单位开展

了专项安全诊断工作。专项诊断工作共涉及 6家总包单位。

通过诊断，发现各类问题 174项次；形成专项诊断报告并明

确下一步工作的改进与要求；同时，督促各总包单位落实整

改并予以举一反三。

8. 加大夜间现场检查与监管力度

“12.20”事故发生在夜间，为了改进夜间现场作业的

监管力度，提升夜间作业监管效果，确保夜间作业也能按制

度、按标准执行，钢管条钢事业部安全保卫部对区域内各生

产单位，实施了现场检查与视频监控系统标准化作业检查。

检查发现的问题，须实时反馈在管理群内；各单位须立即组

织整改。将夜间视频检查发现的问题形成清单，并反馈给对

应的生产单位；各生产单位须对所发现问题进行确认与整

改。

9. 建立典型案例周通报机制

为了进一步强化区域内各生产单位安全管理意识，纠正

现场各类违章违规行为，钢管条钢事业部安全保卫部针对现

场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典型问题，进行每周通报。同时，对每

周检查的情况进行分析与讲解，引导甲方、乙方各生产单位

坚决遏制各类违章行为，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加强安全教育，强化安全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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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设《履职尽职，当好第一责任人》线上培训课

程，组织甲、乙方各级管理人员学习。已组织 390人次参与

学习。

（2）组织全员参与线上《典型生产安全事故案例警示

教育》学习活动，提升全员安全意识。该课程设置有 25个

事故案例。

（3）结合生产作业中所涉及的各专业模块，组织专项

教育培训；同时，对学习效果进行验证，学习后组织专项验

证考试。2022年度共计组织培训与测试 10项次，累计 4985

6人次参与。

（4）针对两新人员、协力人员，开展安全体感培训。

通过 VR技术积极拓展高处作业、机械伤害、物体打击及煤

气中毒等体感培训课程。协力员工在入场前，100%实施安全

体感培训，感知违章的危害，使其重视安全，敬畏生命。20

22年度钢管条钢事业部范围内，累计组织 42人次参与。

11. 开展安全型员工队伍建设

（1）钢管条钢事业部立足现场安全，建设安全型员工

队伍；培养和建设“有意识、有责任、有技能、会管理”（三

有一会）的安全型员工队伍；培养坚持“讲流程、讲风险、

讲防控”的安全型员工队伍。

（2）针对管理者、专业人员及一线员工，组织实施了

多角度、多形式、碎片化的安全培训，持续提升员工的安全

意识与业务技能，促进知行合一安全行为的养成。

2022年以来，已累计推选安全型员工 212人，在所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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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范围内占比 8.88%，其中党员占比 12.44%。

（三）宝武智能公司落实情况

宝武装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武智能公司）

是检维修项目的总包单位。事故发生后，宝武智能公司从吸

取事故教训、公司内部整改及协助分包公司整改等方面，开

展了相关整改工作。

1. 认真吸取事故教训

（1）“12.20”事故发生后，宝武智能公司通过集中短

信群发的方式，第一时间通报了事故情况，确保事故信息全

员知晓率 100%。

（2）启动“12.20”事故全员学习宣贯工作。按事业部、

中心、作业区、供应商单位层层推进的方式，先后完成 7次

集中反省及学习，50余次班组自学，并确保所有供应商单位

事故知晓率 100%。

（3）针对钢管 UOE区域，宝武智能公司安全管理人员

先后组织宝轻公司完成 2次事故案例的集中学习。

2. 督促、指导承包商开展隐患排查和危险源辨识

“12.20”事故发生后，为进一步指导、督促宝轻公司

开展隐患排查、危险源辨识等工作，以充分识别、控制焊管

厂潜在的安全风险，宝武智能公司在原有支撑体系的基础

上，从安全、生产、技术三个方面抽调精干力量，以现场勘

察、交流讨论的方式，先后组织实施了 6次指导工作。

3. 全面梳理总包区域内挂牌族群

针对调查报告中“关于宝轻公司未能严格落实《检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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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联络挂牌管理标准》”的问题，宝武智能公司组织检修事

业部及下属业务分包单位，完成了总包业务区域内（共 16

项）涉及挂牌作业内容的从业族群的梳理工作；按“相关运

抢人员必须持《设备运行点检资格证》方能从事三方联络挂

牌工作”为标准，共梳理、确认 236人具备自立挂牌资格，

其中涉及宝轻公司运抢一体化员工 13名，含 UOE区域员工

5名。

4. 开展违章治理专项行动

（1）“12.20”事故后，宝武智能公司编制并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强化安全履职提升违章事件查处力度的管理规定》，

要求检修事业部各级管理者以运抢总包区域为重点，持续强

化违章治理。

（2）2022年 8月以来，宝武智能公司对供应商单位责

任区域累计开展违章自查 83起，其中党政领导 12起，安全

员 56起。所有违章问题均于第一时间完成整改；相关违章

当事人受到了批评教育。

（3）以钢管厂 UOE区域为重点，宝武智能公司通过违

章治理专项行动，持续开展对供应商队伍的安全检查工作，

以指导并提升宝轻公司等协作单位的安全管理水平。截止 2

022年 11月，安全履职体系针对 UOE区域共开展管理者违

章自查 9次，共发现问题 23项，均已完成整改。

5. 开展《检修常见安全违章》专项培训

宝武智能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8日组织宝轻公司 UOE

区域运抢员工，完成了《检修作业常见安全违章》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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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三方挂牌》的专项培训工作。

五、评估结论

评估组通过专题会议、人员访谈、资料核查、现场走访、

问卷调查等形式，对上海市宝轻劳动服务有限公司“12·20”

机械伤害一般事故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后认为：该起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工作已完

成，涉事企业事故预防与安全整改工作均已落实。

六、意见和建议

一是建议企业采用“一机一策”或“一岗一策”的检维

修作业安全管理思路。针对不同的检维修对象，如：不同的

设备、不同的系统、不同的作业区域等，制定针对性的即结

合现场具体情况的《检维修操作规程》。对于尚未制定《检

维修操作规程》的特殊/临时对象，宜制定详细的《安全施

工/作业方案》。所有的《检维修操作规程》和《安全施工/

作业方案》，都应由业主单位与施工作业承包单位，共同研

究制定。

二是建议企业修改或调整检维修项目申报与审批流程，

以及作业岗位（检维修对象；检维修需求申报部门）与施工

单位之间的衔接程序。——从对系统的熟悉程度和对系统危

险性的认知程度上看，作业岗位上的作业人员，无疑都应该

是最熟悉和最专业的，岗位上的作业人员都应该是更加了解

系统的特性、原理和安全要求的，这是检维修作业人员（承

包商）无可比拟或无法达到的。因此，作业岗位在向检维修

施工单位移交检维修对象和检维修场所之前，应首先做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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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切断、隔离、支护和锁止工作，为检维修作业提供和创造

安全施工的条件和环境。

上海市宝轻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12·20”机械伤害一般事故评估组

2022年 12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