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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绵住建委函〔2020〕390 号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切实做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项目安全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园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监督机构，

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近段时间，我省、市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袭击，防汛减灾

形势十分严峻。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进一

步做好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安全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压紧压实防汛减灾责任

各级县市区（园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安全监

督机构，要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减灾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进

一步强化底线意识和风险意识，高度警惕局地短时强降雨可能

导致的极端事件。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城建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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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防汛减灾第一责任人责任，

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各有关岗位责任人要到岗履职，高效运转，

督促有关企业和单位采取措施，最大限度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二、施工现场管控工作重点

一是认真排查治理施工现场存在的地质灾害隐患，提前处

置洪水、滑坡、垮塌、泥石流等威胁，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二是抓好施工现场脚手架、建筑起重机械设备、施工现场

的宿舍、食堂、办公室和仓库等临时设施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

三是要密切关注暴雨、雷电、大风等极端天气对深基坑、

高边坡、起重吊装作业等带来的不利影响，认真检查塔吊等大

型机械设备固定状况和各种安全装置灵敏程度。

四是加强汛期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临时用电做好防雨

措施，健全消防安全责任制，按规定配置消防器材和设施，严

格执行明火作业审批制度，妥善保管存放易燃易爆物品，防止

火灾和触电事故发生。

三、施工现场恢复生产工作要求

一是严格排查施工现场工程设备、设施安全隐患，尤其对

基坑、高支模及高大脚手架架体(基础)、建筑起重设备等危大

工程和临时房屋逐一排查，确保使用安全。

二是严格排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系统和配电设施确定其安

全后逐级送电；排空用电区域积水，保证水与电安全距离，确

保施工现场用电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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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严格排查施工现场深基坑及建筑边坡的支护情况，对

遭水倒灌、基坑附近有建筑物或周边滞水严重或地质条件复杂

的基坑应依据雨后支护结构现状，结合基坑监测报告，对基坑

进行安全评估，必要时重新组织专家论证；雨停后 48 小时内密

切监测边坡情况（特别是膨胀土质），预防因土体受热膨胀产生

次生灾害；加强基坑、地势低洼等处积水排除，减少基坑坡脚

被水浸泡时间，确保基坑及周边安全。

四是严格排查施工现场围墙、防护设施及悬挂物安全状况，

建筑高处悬挂物及广告布幅等部位要全面检查其牢固可靠性，

对基础不稳、加固措施失效、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一律拆除。

五是严格按照《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JGJ146-2013）对防汛减灾后施工现场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六是施工项目部及时进行应急预案启动情况进行总结，找

出启动应急预案实施过程中不足之处，及时对应急预案进行修

订，持续改进。

四、信息沟通联防联控

各级县市区（园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安全监

督机构，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预警等情况，加强与

当地气象、水利、国土资源等部门信息沟通和工作联动，及时

掌握气象、防汛、地质灾害预报动态信息和预警信息，对可能

带来的灾害信息通知做好防范工作。

各工程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要建立汛期生产值班制

度。负责防汛抗洪工作的企业负责人和各工程项目部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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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汛期必须坚守工作岗位，要 24 小时专人值守，及时报告相关

信息，同时加强汛期建筑工地安全保卫工作，防止工程项目地

安全生产设施人为损坏、破坏。

五、做好应急管理工作

各地要按照排险除患工作安排，加密隐患排查次数，坚持

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有效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和灾

害应对措施。要坚决落实“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离”刚性要

求。

各级县市区（园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安全监

督机构，要结合当前汛期趋势和当地灾情实际提前做好应急物

资、应急队伍、应急设备储备，加强应急科学救援准备。要强

化应急值守，坚持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紧急情况报告制度，确保

应急工作第一时间启动、高效开展，及时科学处置防汛减灾、

安全生产突发事件，把损失降低到最小。各地要及时报告突发

事件和处置有关信息（联系人：蒲云波，联系电话：

0816-2728971）。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0 年 8 月 21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21 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