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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司简介

一、海外“华龙一号”项目背景

“中核五公司”组建于1964年，隶属于中核集团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是以国防工程、核工程、核电工程和工业与民用建筑安装工程业务为主的大型综合性

建筑安装企业。在核电工程领域，公司是中核集团唯一一家同时具有核电站核岛、常规

岛全场安装施工业绩的企业。



1.1 公司简介

一、海外“华龙一号”项目背景

① 核工程、核电工程建设领域五十余年的核安全文化积淀传承

1964年 2007年1969年 1994年 1996年 至今

② 以AP1000、“华龙一号” 为代表的三代核电建设

三门AP1000核电站 “华龙一号”核电站

2006年

海阳AP1000核电站

2013年

核电建设主力军



1.2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

一、海外“华龙一号”项目背景

“华龙一号”是作为中国核电“走出去”的主打品牌，是国之重器和国家名片。

“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研发设计的第三代大型先进压水

堆核电技术，是我国在30余年核电科研、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行经验的基础上，自主创新、集成创

新和机制创新的成果。
 采用单堆布置及双层安全壳

 核岛主厂房抗大型商用飞机撞击

 提高核岛厂房的抗震能力

 内置换料水箱

 保证非能动安全功能的实现

 提高主控室可居留性

 设置应急供水管线及接口

 辐射防护、防火、防水淹设计优化......



1.3 海外“华龙一号”核电的使命担当

 我国核电“走出去”的名片。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

工程是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落户的

海外第一站。该项目的成功建设，将增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对“华龙一号”的信心，开拓市场合

作空间，加速推进有关国家、企业与我国的核电合

作，对于我国实现由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的历史性

跨越具有重要意义。

 中巴友谊的象征。电力不足是巴基斯坦的“老大难”

问题，到了夏天更是困苦不堪。巴国夏季高温可达

50℃，但用电缺口非常大，日均停电3小时，“华

龙一号”核电早日建成关系巴国人民的生产、生活。

一、海外“华龙一号”项目背景



1.4 海外首堆，稳步推进

中核五公司负责海外“华龙一号”核电核岛安装工

作，于2016年12月24日启动施工。通过不断优化项目管

理模式、创新工程管理方式，保障了海外示范工程建设

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工程总体进展顺利，安全、质量、

进度可控。

 K2/K3核岛双机组安装工程 38 个里程碑节点，目
前已完成 23 个，完成率60.5%。进度可控。

 截至2019年10月31日，安全生产1493天，安全工时
24027061，安全可控。

 截至2019年10月31日，质量事故为0、重大及以上级
别不符合项未发生，合同履约率100%，质量可控。

一、海外“华龙一号”项目背景



1.5 项目部组织机构设置

K2/K3项目部根据施工组

织设计，下设11个管理部门、

4个施工队。各队部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构建全面有效的

管理体系，营造相互尊重、

高度信任、团结协作的工作

氛围。

一、海外“华龙一号”项目背景



1.6 核安全文化建设背景

K2/K3项目核电建安施工需大量引进巴工，

80%的巴工文化程度仅等同于国内初中以下学历

水平，且只有不到5%的巴工具有C项的核电施工

经验。由于文化差异和巴工的技能水平普遍较低

的现状，给核安全文化培育及质量管理带来了巨

大的挑战，给工程质量带来人因风险。

项目部结合中巴方人员结构组成及文化背景

差异性,因地制宜，创新思路，组织开展核安全文

化建设。

 每年初发布《项目部年度核安全文化推进方案》

 每年4月定为 “核安全文化月”

 核安全文化长效机制措施

 按周、月、季、年为单位进行考核评选

 每年12月份开展核安全文化长效机制实施效果评估

一、海外“华龙一号”项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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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因地制宜，创新思路，组织开展核安全文化建设

核安全文化建设

人员培训

1

1核安全文化评估

异物防治
核安全文化月活动

核安全文化建设创新

核安全文化大讲堂

质量可视化建设

关键岗位人员培训

核安全文化

建设实践

班组核安全文化建设
经验反馈建设

11 1

质量隐患排查治理



2.1 人员培训

03

05

06

01

02

开展形式多样
的培训活动，
注重实际效果

入场培训

岗位培训

意识培训

技术交底

经验反馈

工具箱会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04



2.2 核安全文化月活动—策划

项目部以每年4月份的“核安全文化月”为契机，大力宣传和弘扬核安全文化，强化全体员工

“安全第一 质量第一”意识。项目部在2019年核安全文化月期间开展各项活动14项。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2 核安全文化月活动—启动及宣传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2 核安全文化月活动—群体活动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2 核安全文化月活动—观影活动

通过影片展示核电灾难带来的后果，以视觉冲击的形式，让人们更为形象和直观的了解事故产生

的后果和影响，以此起到警示教育的作用。以此提升各级员工遵章守纪的核安全文化意识，重视核安全，

严把质量关，减少人因问题的发生。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2 核安全文化月活动—合理化建议征集

项目部每年在核安全文化月期间，组织开展“核安全文化长效机制合理化建议”征集评选活动，鼓励项目各级

员工积极参与，对核安全文化长效机制的优化和持续改进建言献策。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3 核安全文化大讲堂

项目部结合工程施工进度及人员结构，持续强化全员学习核安全文化知识和核安全法律法规，培育学习

型组织。培训对象覆盖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

领导表率：《核安全文化
与沟通管理》授课。

领导表率：《提升核安全法治意识
促进核安全文化水平提升》授课。

结合项目领导授课内容，各
部门/施工队内部组织学习。

领导表率：开展《核安全文
化及典型案例培训》

核安全文化大讲堂——面向一线施
工人员，提升核安全文化意识。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4 关键岗位人员培训

在关键工序及重大施工活动施工前，根据岗位性质及重要程度，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培训，培训内容

包括核安全文化要求等。培训注重实效，注意重点、针对性强。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5 班组核安全文化建设

 项目部把每周五早班会定为核安全文化工具箱会，在早班会上定期宣讲核安全文化要求、反馈典型质量案例。由

项目部副总经理（主管质量）带队，QA/QC部全体人员参加。

 QC人员每天参加班组早班会，不断提升班组施工人员的质量及核安全文化意识。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5 班组核安全文化建设

项目部每周六分别评选出安全和质量优秀班、提升班，由项目总经理带队，副总经理及工程部、各施

工队、QA部、QC部部门负责人参加班组早班会。通过对优秀施工班组进行勉励，对改进施工班组重点讲解

改进提升措施及后续预防措施，不断提升项目部员工的安全、质量意识。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6 质量可视化建设

 项目部编制了《K2/K3项目部质量文化可视化方案》，组织开展可视化建设，利用形象直观的图片、文字，形象

直观的展现、传递质量和核安全文化知识。

 按季度编制具体策划分方案，按要求组织开展现场质量可视化布置工作，并进行检查。

 在焊接班组工具箱早班会/用餐休息区集中布置对错图、焊接缺陷模拟试件、

班组质量宣传栏、组织机构图、质量红线等可视化材料，进行集中宣贯。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6 质量可视化建设

 项目部编制一系列核安全文化培训教材，

并利用信息化工具制作核安全文化二维码，

在项目部食堂、现场集装箱、办公楼等区

域张贴。

质
量
举
报
牌

 在项目部现场张贴

质量问题举报信息

牌，崇尚核安全蓝

色透明文化。

办公楼食堂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6 质量可视化建设

在办公区域、宿舍、施工现场、预制车间/库房、班组集装箱区域，制作并设置核安全文化宣传栏，

质量宣传栏，在工位设置培训手册、对错图。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7 经验反馈建设

经验反馈
体系

项目部经验反馈机制项目部经验反馈机制

在项目管理中应通过事前、事中、

事后三个不同阶段加强经验反馈管理，

注重经验反馈的及时性、覆盖性、有效

性。

做好经验反馈及效果评估，挖金矿、

提效益、促质量。

收集、识别
国内外其他
堆型核电项
目建造经验

收集、识别同堆
型核电项目相关
建造经验

定期收集、整
理核电建设过
程中的经验

及时将K2机组的
相关施工经验反
馈至K3机组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7 经验反馈建设

项目部按季度制定经验反馈计划，并按要求
组织开展经验反馈工作。

定期召开季度经验反馈专题会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8 核安全文化建设创新—管理创新

项目部加强质量管理创新。发布了《“华龙一号”核电项目核安全文化宣贯推进手册》、《“华龙一

号”海外首堆巴工核安全文化培训推进手册》、《“华龙一号”质量隐患对错图集》等创新成果。通过班

前班后会、专项交底会对中巴方员工进行宣贯培训。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8 核安全文化建设创新—管理创新

2019年，《基于海外核电项目核安全文化推进提升防异物综合治理效果》管理创新荣获中核集团2019年度管

理创新成果三等奖。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8 核安全文化建设创新—核安文化测评

项目部制定专项测评机制，掌握员工核安全文化的培育情况，各部门、施工队每周组织抽查，质量管理部门

定期进行有奖抽查，激发了各级员工的学习热情，提高了学习核安全文化知识的主观能动性。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8 核安全文化建设创新—核安全文化每周一讲

项目部结合内外部质量案例、经验反馈内容编制核安全文化每周一讲教材，形象生动地向中巴方施工人员传

递核安全文化基本理念。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8 核安全文化建设创新—属地化培训

实施属地化培训，通过中对巴、巴对巴两种培训方式相结合，利用早班会等方式开展对巴工进行对错图宣贯、

常用工机具操作技能及质量意识等培训。

序号 专业 累计对错图数量

1 机械 62
2 管道 62
3 防异物 17
4 焊接 32
5 电仪 55
6 通风 45
7 防腐 31
8 试验室 41

合计 345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8 核安全文化建设创新—技能比武

项目部组织各专业中巴方员工的技能比武活动，充分调动中巴方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现场工作人员的专业

技能、核安全文化意识和质量意识，增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进取心。

焊
工
技
能
比
武

电
工
技
能
比
武

巴
工
技
能
提
升

管
工
技
能
比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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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质量隐患排查治理

（1）识别质量风险，排查质量隐患

（2）成立质量隐患排查青年先锋队，持续推动质量管理提升

（3）以创新推动质量隐患防范治理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10  异物防治

（1）建立和完善防异物管理体系

（2）建立防异物责任矩阵及组织机构

（3）定期经验反馈，举一反三

（4）规范并优化小型工机具、水溶纸、氩气
室等相关管理，消除隐患

按专业、分班组建立
台账

粘贴信息标签、责任到人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在中原公司组织各参建单位的2019年第三季度考核评选中，被授予“质量隐患及防异物管理先进集体”的

荣誉称号。

 截至10月份，项目部共完成137个回路冲洗，均未发现异物侵入的情况，极大的提升了系统冲洗效率，获

得了各方好评。

2.10  异物防治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2.11  核安全文化评估

 评估方法

 问卷调查

 质量红线测评

 试卷答题

 评估维度

 岗位

 年龄

 部门/施工队/班组

 失分环节

 根据上一年度测评结果，制定下一年度“核安全文化”长效机制专项实施方案。

二、核安全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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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核安全文化建设成效

通过长期持续推进核安全文化建设，取得一系列成果，

制定了核安全文化长效机制，在活动中不断总结，完善管理，

提高核安全文化建设水平。

 管理创新:项目部共发布管理创新成果《“华龙一号”核电

项目核安全文化宣贯推进手册》、《“华龙一号”核电项

目巴工培训手册》、《 “华龙一号”质量隐患对错图集》、

《基于海外核电项目核安全文化推进提升防异物综合治理

效果》等共计33个。

三、核安全文化建设成效



3.1  核安全文化建设成效

 经验反馈：2019年共编制经验反馈单196份；按计划织开展季度经验反馈专题会35次；针对国内核电项目典型

质量问题，开启质量问题行动项跟踪单59份。

 核安全文化每周一讲：2019年已累计开展核安全文化工具箱会43次。累计编制每周一讲教材200余份。

 核安全文化大讲堂：2019年项目部完成核安全文化大讲堂培训33批次。

 “质量红线”及核安全文化测评：2019年有奖测评24批次。

三、核安全文化建设成效



3.1  核安全文化建设成效

 通过持续建设核安全文化提高全员核安全文化素养，培育学习型组织，倡导人人践行核安全文化，开展经验反

馈和案例教育，预防人因失误。

 强化了一线施工管理和技能人员的核安全风险识别能力和意识，加强核安全设备风险管控措施，提高核安全设

备质量。

三、核安全文化建设成效



核安全文化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各级组织对核安全文化建设提供必要资源的同时，必须时刻警惕

核安全文化缺失、弱化的问题，持续开展核安全文化的评价和改进，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有重点、有步骤，

充分调动和激发人的积极因素，将核安全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形成全员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自觉行

为。



谢 谢 聆 听

最后，再次感谢此次经验交流大会，本人将以此交流会为契机，努力成为核安全

文化的践行者、传播者,积极参与本单位核安全文化建设工作，为中国核电事业尽微薄

之力。

祝各位领导、专家，参会同仁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