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余项 HSE 工作提升计划

1、开展工作循环分析、装置评估、设备设施运行维护、特种设备管理、设备变更管理培训

2、完善工艺安全信息、建立工艺安全管理系统提高设施完整性，明确工艺纪律、保证设施设备的安全、平

稳。

3、认真开展工艺设备检查、维护、保养和巡回检查。

4、工艺系统改造坚持安全隐患治理一步到位，新工艺技术应用坚持一体化集成装置一步到位，数字化建设

坚持自动化配套一步到位，确保地面系统安全高效运行，推动设备标准化管理整体上水平。

5、结合现已确定的重大危害因素、重要环境因素、重大危险源、重大安全环保隐患等，重新组织开展不同

层级、不同业务、不同专业领域的风险评估，制订完善风险分级防控方案。

6、结合公司实际，深入推进实施《作业许可管理办法》等九项作业许可管理制度培训。

7、将作业许可制度的实施作为 HSE 监督的重点内容，并适时组织开展作业许可专项审核。

8、新改扩建项目，将目视化和上锁挂牌要求和建设项目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促进作业现

场的标准化和施工作业的规范化

9、完善原有厂站的目视化管理点。确定适用范围，针对适用单位开展培训指导。

10、完善目视化管理制度

11、对目前各单位使用的作业许可使用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12、制定工作计划，并组织开展现场指导和培训。

13、严格承包商 HSE 准入手续办理，明确承包商的选择、使用、评价和监督，规范承包商分级培训。

14、加强对主管业务部门和各属地内承包商的监管，逐步实施对承包商 HSE 审核。

15、开展厂级重大危害因素、重要环境因素识别和评价，重大危险源辨识和评估，下发重大安全环保隐患

排除的通知。

16、各单位将评价、评估、排查结果上报到质量安全环保科及环保科。

17、建立重大危害因素、重要环境因素清单，建立重大危险源和安全环保隐患台账。

18、针对重大危害因素、重要环境因素，重大危险源和安全环保隐患制订完善风险分级防控方案，明确具

体防控措施。

19、各单位应制定承包商高危作业管理计划，明确作业内容、关键环节、主要风险及控制措施、属地主管、

跟踪审核及信息发布人员。

20、定期多处高危作业进行公开，安排专人进行跟踪和审核，确保高危作业的作业计划、安全风险、安全

措施、属地主管以及作业效果等信息受控。建立班组、岗位及承包商 HSE 工作动态牌。



21、同步加强险情、灾害及突发事件预警预报及应急值守，加强预警信息收集、报告，确保生产应急工作

得到有效落实。

22、定期开展装置评估、完善工艺操作纪律、完善工艺信息，指导实际工作。

23、完善事故事件管理、百万工时统计管理。

24、对事故、事件做好统计、分析，并对事件上报情况进行公布。

25、做好事故事件案例资源利用。

26、依据《关于进一步落实有感领导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各单位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开展个人安全行

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27、HSE 管理提升办公室组织人员对相关机关单位领导制定个人行动计划进行现场帮助、指导。

28、组织班组长及以上领导制定个人安全行动计划。

29、HSE 管理提升办公室收集厂领导的个人安全行动计划，各单位、部门负责收集本单位、部门领导的个人

安全行动计划。

30、对审核后的个人行动计划进行公示。（班组长及以上领导个人行动计划在 HSE 建设网页专栏公示。）

31、主管部门按照《**公司有感领导实施管理办法（试行）》要求，负责对厂有感领导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

32、依据《关于进一步落实有感领导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各单位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开展安全观

察与沟通的各项活动。

33、HSE 管理提升办公室相关成员对相关单位领导开展安全观察与沟通进行现场指导。

34、各单位、部门每月填报本部门（单位）行为安全观察与沟通统计报告，经本部门负责人审批后报厂 HS

E（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各单位 HSE（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每季度统计并填报本单位行为安全观

察与沟通统计报告，经本单位主管领导审批后报油田公司 HSE（委员会）办公室。

35、收集审核后的安全观察与沟通情况在 HSE 建设网页专栏上进行公示。

36、由 HSE 管理提升办公室对安全观察与沟通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和指导。

37、各单位主要领导负责组织制定本单位内部审核工作计划

38、HSE 管理提升办公室负责对各单位领导审核情况进行监督验证。

39、HSE 管理提升办公室负责对各单位领导参与开展内部审核情况进行监督验证。

40、依据《**公司有感领导实施管理办法》规定，要求各单位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开展安全经验分享的各

项活动。



41、在厂生产会议、专业会议、培训等会前，由会议组织部门安排进行安全经验分享。

42、各单位在本单位有关会议前开展安全经验分享活动，做好记录并及时录入 HSE 信息系统。

43、各单位及时将分享材料上传 HSE 建设网页专栏及 HSE 信息系统，由 QHSE 委员会办公室统计公布各单位

安全经验分享活动开展情况。

44、各单位按照《**公司有感领导实施管理办法（试行）》要求，负责对各单位开展的安全经验分享活动

进行监督检查。

45、定期公布各单位违章行为、意外突发事件及处理状况。

46、发动全员开展安全审核及检查，对关键要害部位的违章行为发现的人员给予奖励。

47、继续定期开展全员安全知识或技能竞赛。

48、落实各部门 HSE 职责及工作职责。

49、依据《**公司领导及机关处室 HSE 职责》制修订本单位（部门）各级 HSE 职责和 HSE 岗位职责的通知，

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间。

51、制定完善领导层、职能科室和管理岗位的 HSE 职责。

52、全面提升各岗位人员的安全履职能力

53、各单位按照《**公司属地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进行本单位内部属地划分。

54、HSE 管理提升办公室收集各单位的属地划分情况并进行审核。

55、HSE 管理提升办公室对各单位实施《**油田公司属地管理办法（试行）》的情况进行跟踪验证。

56、了解各单位安全监督现状，建立三级监督网络。

57、完善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及配套管理制度。

58、HSE 管理提升办公室对各单位监督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59、运行过程发现的违章问题，继续整理细化成果，积累管理经验。

60、定期开展厂为家、亲情、温情文化教育活动。



61、补充厂网页 HSE 建设专栏项目，明确内容。

62、网页中定期进行管理提升开展情况的宣传报道，情况通报、HSE 知识及各类课件的收集分享等。

63、每月编写管理提升工作进度报告，并公示通报。

64、各单位在年度 HSE 知识竞赛活动的基础上继续组织 HSE 的学习培训，并制定方案。

65、各单位按照单位性质在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方面补充完善 HSE 知识题库，上报题库及方案。

66、收集各单位组织学习题库、方案，备案留底及共享。

67、利用体系审核及专项检查督促落实各单位组织学习的效果。

68、认真学习《办公区域安全管理规范》宣传手册。

69、开展工作外安全习惯培养活动：防火、防洪、防交通事故。

70、行政中心负责办公区域安全管理落实情况监督。

71、各单位针对本单位好的做法加强宣传力度，提升 HSE 文化。

72、明确岗位能力分级提升责任及相关要求。

73、各单位开展培训考核

74、选定 HSE 管理人员、业务管理人员、基层队站长、技术人员、岗位操作人员等成立验证完善工作组。

经过运行、验证、完善“两书一表一卡”的适宜性。

75、HSE 管理提升办公室根据各单位业务性质确定 HSE 工具、方法的推广实施范围,建立 HSE 工具运用实施

表。

76、人事科制定管理规范培训计划。

77、HSE 管理提升办公室结合 HSE 管理规范宣贯培训活动，有针对性的组织基层单位管理层、操作层进行培

训。

78、针对各单位 HSE 工具方法应用实际情况进行现场重点指导。

79、试点运用工艺变更管理，工艺危害分析等工艺安全管理工具。

80、HSE 管理提升办公室负责对南八仙作业区进行工艺变更管理，工艺危害分析应用的培训指导。



81、完善设备变更管理。

82、应用启动前安全检查、工作循环检查、工作前安全分析管理规范。

83、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本单位的工艺变更管理规定。

84、由 HR 将岗位矩阵培训纳入培训工作安排，提出矩阵培训工作要求，包括建立培训矩阵，聘任 HSE 培训

师、组织开展优秀课件评审、建立培训课件库等工作安排。

85、建立培训矩阵，各单位完善建立班组长及操作员工 HSE 培训需求矩阵；根据矩阵制定员工的培训计划，

并将矩阵培训纳入单位年度培训计划,重点制定新员工的培训矩阵。

86、HSE 管理提升办公室收集各单位岗位培训矩阵，在专栏网页上传共享。

87、由各单位实施培训计划，开展以现场培训为主、课堂培训为辅的多样化培训方式，基层队站长、技术

人员为技术培训师，班组长为操作培训师。

88、组建厂 HSE 培训师队伍。由 HR 建立 HSE 培训激励办法，鼓励各级管理层、各类专业管理人员与资深员

工担任 HSE 专项兼职培训师，各单位负责自主培养队站级 HSE 培训师；厂内聘任本单位两级 HSE 培训师。

89、建立 HSE 培训课件库。由人事科下发课件评选通知，收集汇总各专业培训课件，开展矩阵培训优秀课

件评选并进行表彰。并初步建立厂 HSE 培训课件库，实现资源共享,满足培训需求。

90、根据 HSE 管理制度框架，明确需要新修订和新建立制度清单，落实责任部门，制定 HSE 管理制度修订

计划。

91、下发修订 HSE 制度通知。

92、由主控部门对业务范围内的 HSE 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

93、对新建立及修订的管理制度进行评审，下发执行。

94、由安全环保部组织收集各类 HSE 标准。

95、按照《企业标准体系表编制指南》进行分类，完善编制标准体系表框架。

96、整理形成厂 HSE 标准体系表。

97、组织对 HSE 标准体系表进行评审。

98、确定过程性指标及结果性指标。

99、制定完善厂 HSE 绩效考核管理办法。

100、结合本单位实际对过程性指标及结果指标进行量化和细化。

101、各单位对细化后的 HSE 考核指标进行考核。

102、按照 HSE 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对各单位进行考核。

103、由质量安全环保科细化、完善安全环保责任书内容。



104、和各单位签订安全环保责任书。

105、按照新细化的安全环保责任书进行签订。

106、应用员工履职能力评估管理办法。

107、各单位按要求完成关键岗位人员的履职能力评估。

108、将员工履职能力评估结果作为员工培训需求及领导干部岗位调整的重要依据。

109、编制上半年审核计划、下发审核通知

110、开展审核前培训。

111、组织各单位开展上半年专项体系审核工作。

112、总结上半年审核情况，编制审核报告，通报结果。

113、按要求编制下半年专项审核计划。

114、组织各单位开展下半年专项体系审核工作。

115、总结下半年审核情况，编制审核报告，通报结果。

116、督促整改审核发现问题。

117、应用 HSE 体系审核标准，各单位进行推广和应用开展内审。

118、根据**HSE 监督检查标准下发厂 HSE 监督检查标准及推广和应用。

119、组织开展 HSE 体系运行质量评估。

120、组织开展 HSE 体系提升后运行情况质量评估。

121、根据评估结果，制定下一步重点推进指导工作计划。

122、建立厂 HSE 体系审核员信息库。

123、依据审核员管理办法对审核员进行评价分级。

124、制定属地管理审核计划，落实上级属地主管或直线领导负责投运前审核，审核结果纳入隐患整改计划；

每年（半年）第三方进行全面安全审核，发现安全体系和机制中的问题，纳入下一步工作。

125、分管领导和直线组织负责各类装置评估，评估不符合项或问题项纳入厂级隐患整改；



126、各单位负责周安全检查、月安全检查、专项安全检查，将检查结果纳入隐患整改计划进行跟踪治理或

消除。

127、各单位、部门应以工作计划、隐患治理、应急管理、技能训练、高危作业措施以及生产异常等反映安

全管理水平或质量的偏差为重点。开展各类安全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梳理和评估，及时发现并纠

正；

128、对日常不安全行为主要通过安全观察与沟通纠正并持续改进；对安全措施违规行为主要通过属地主管

检查纠正和直接上级领导检查纠正；

129、对应急管理、隐患治理和技能训练需要直线领导定期亲自与属地主管进行检查和评估，对执行情况进

行严格考核；对标准偏差、运行偏差、资料偏差等着重属地日常化检查或审核，及时发现及时整改。

130、全面制定预防、纠正控制措施，消除潜在问题、并防止类似问题的重复出现。

131、根据各部门、单位管理的基础设施、工作环境、行政服务、财务资源、信息资源、技术资源、自然资

源完善管理制度。

132、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建立特殊作业人员资质、承包商信息、有毒有害场所检测信息、HSE 标准、安全经

验分享、综合查阅交流培训平台。

133、统计分析事故事件、定期公示各单位管理状况，定期考核评估。

134、根据各部门、单位管理的基础设施、工作环境、行政服务、财务资源、信息资源、技术资源、自然资

源定期进行收集及存档、建立目录开放查阅目录及管理责任人。

135、规范安全经验分享、事故事件报告、各类培训课件、论文及技术总结报告、标准化作业规程、各类作

业方案、汇报总结材料等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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