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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核电核安全文化建设实践

专题介绍



年发电总量可达500多亿千瓦时

福 清 核 电 共 有 6台 运 行 机 组 ， 当 前 正 推 动7 、 8号 机 组 开 发 建 设 。

1- 4 号 机 组 采 用 二 代 改 进 型 M 3 1 0 核 电 技 术 ， 5 -6 号 机 组 采 用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第 三 代 “ 华 龙 一 号 ”

核 电 技 术 。

总装机容量667.8万千瓦

全球首堆“华龙一号”示范工程所在地。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福清市经济发达，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列。

地理位置优越，高铁 20分钟到达省会福州，1 . 5小时到达厦门。福清核电基地



行卓越之路

铸国之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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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使命

探索：2012-2014，在”学习”中探索



2012-2014，发生了什么？

 首台机组调试阶段业主介入程度不足，电厂从上至下的主人翁意识不到位。

“这是工程公司负责的”

“这还没有TOTO”

“我们可以做到，但是没有
人问起，没有人关心”

1号机组WANO启动前同行评估（1#PSUR）

“我们（业主）才
是电厂的主人！”

RCP002MO主泵电机轴承室抹布事件

2014年9月10日，福清核电机组调试期间，RCP002MO主泵电机主进管油流量骤降，同
时各轴瓦温度缓慢上升。解体检查发现主泵电机轴承室油封叶轮与导叶之间卡有搅碎的
蓝色毛巾。事件导致机组正式商运推迟约20多天。

原因：主泵电机在AC厂房组装期间，防异物管控不到位，清洁用的毛巾遗留至设备内部。
2014年1月，福清核电1号机组WANO启动前同行评估期间，评估员在现场观察时，发
现业主人员在被问到系统移交相关问题时，未展现出业主人翁精神。



2012-2014，我们做了什么？

建章立制：
 发布核安全文化管理制度

 建立状态报告&经验反馈制度

2013-2014公司核安全文化管理要求

 迎接同行评估活动，申请WANO TSM技术支持活动

 全面开展核安全文化宣贯培育

决策
层

管理
层

员工
行为



新时代核工业精神

成长：2015-2020，在”摔跤”中成长



成长的缩影

 2015-2020期间，福清现场多机组建安、调试、运行工作同步开展，各类事件进入高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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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核电各年度运行事件数量趋势



福清核电成长过程中，在运、在建机组面临着各类问题的考验，一度被监管方批评：核安全理念和意识薄

弱、核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决策不够保守、建设过程中存在节点文化。

2015-2020：发生了什么？

防异物管理 人员行为

工业安全 设备可靠性
3.2

10.21

建安

调试



2015-2020：我们做了什么？

确立规范：
 建立核安全文化推进委员会、形成年度计划工作机制，为系统推进核安全文化建设提供制度和组织保障

 公司开展专项核安全文化同行评估

① 建立一个高效的管理团队；
② 建立一支和谐阳光的工作队伍；
③ 建立“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

人员基本行为规范。

决策层提出
“增强期望”

面对运行和建造事件连续发生，
全员讨论“我们做了什么，什么
还没有做？”

“吸取教训，
再上新程”

反思2017-2018多起事件中出现的
① 不遵守程序、踩红线的行为；
② 得过且过、等靠要的思想。

“安全业绩再反思，
凝聚智慧求卓越”



2015-2020：我们做了什么？

① 不折不扣落实核安全监管要求

② 提高遵规守法意识

③ 优化监督流程，加强管控力度

④ 营造透明文化，强化报告激励机制

“守初心、担使命、
强作风、善作为”

围绕“两个零容忍”“知其职、尽
其责”“核专业人员行为规范”
“典型人因失误”等，生产现场广
泛开展核安全文化和相关法律法规
学习宣贯。

强化忧患意识和红线
意识

① 学习理解行业遵守游戏规则的
新要求；

② 适应监管工作模式由单一监督
向监督执法并进开始转变。

“适应监管新形势，
遵规守法保安全”

传递管理期望，落实管理要求：
 对工作的极端认真负责

对核安全文化的忠实贯彻
 重视核安全文化培育，

巩固发展核安全文化良好实践
 生产管理主动查缺补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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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机组安全生产绩效显著提升

 2019年1-4号机组实现“零非停”“零运行事件”的优秀业绩

机组WANO综合指数逐年提升，陆续达到满分

累计开展大修20次，大修安全、质量管控水平实现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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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20：取得的收获



企业愿景

发展：全面运行，在”奋进”中发展



 6台机组全面运行，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着全新挑战

成绩与挑战

2021下半年以来，公司发生多起非停，公

司先后发生数起人因事件。

 6台机组已全面建成，公司进入全面运行

阶段

 1-4号机组均已实现WANO综合指数满分 “三多”：事件发生多，纠正行动多，重发事件多。

创新开展关键设备大数据工

程

顺利实施1-4号机组出力提升 完善生产绩效指标评价体系

自主开发稳态参数监测平台智能巡检助力人员价值提升 安全稳定控制装置正式投运

事件

13起典型事件，现场偏差屡
禁不止，人因管理有待提升

 设备可靠性
 人员行为规范
 承包商管理

行动

 “就事论事”，不全面、低标准

 针对性不强、可执行性不够、有
效性不足

 行动落实打折扣, 不到位, 不闭环

重发

 2021年“5.14”事件 & 2022年“8.18”事件

 2021年105大修燃料组件接触 & 304大修阻流塞组件未释放



提升的方向

 如何保证机组安全稳定，成为全新课题

作风建设

能力提升

设备可靠性

承包商管理

压实营运单位关于承包商管理的主体责任，成立以总经理为组长的承包商管理专项组。
知识型失误：--帮扶提升 技能型违章：--严管厚爱

全面做好设备可靠性提升工作，集中全厂资源，最大限度地确保设备运行的安全可靠性。
提高三新设备可靠性

优化设备分级

细化SPV设备关键子部件识别颗粒度

提高系统与设备监督准确性

优化预防性维修

优化备件管理

对标“七种能力”、增强“八项本领”。面对队伍年轻化，各级管理人员率先垂范。
运营好高质量华龙机组 坚持问计于民，建立“三位一体”支持体系

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棒” 建立运行执照人员能力“画像”

坚持问题导向、精准聚焦、靶向治疗，以解决问题促进作风转变。
重点关注各类问题是否得到切实整改，各项制度是否得到有效落实，不断强化工作责任心，

改进工作作风，增强工作实效。



提升的方向

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福清核电核安全文化氛围

--2022年10月，能力提升动员会以管理提升促高质量发展 确立核安全文化推进6项管理抓手

决策层传递管理期望 建立共同愿景，不断自我超越

 提高对能力建设极端重要性的认识；

 系统深入分析能力短板，高质量制定提升计划；

 转变领导方式，推进一流核电企业领导能力和治
理水平的现代化。



小结：核安全文化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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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主动承担起我
们的核安全责任

展望



对核安全文化的思考与认识

对节点文化
的认识

1

对事件重发
的认识

2

对万无一失
的认识

3
 “慢就是快”，安全质量

管控是决定进度的关键

 “严管就是厚爱”，提高

遵规守法意识，杜绝标准

退步

 作风建设

 能力提升

 体系建设

 设备可靠性提升

 保守决策

 严慎细实

 心系国之大者，保持对
安全的忧患意识

警惕“宽松软、低标准，
松劲歇脚”的思想



 关键设备大数据工程

 技术高地 - 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华龙一号反

应堆物理、安全分析、

DCS管理……

 应急体系及能力提升：

应急值班管理，应急演

习，应急人员响应能

力。

 责任制落实：《核电厂五

大生产岗位组织职责管理

要求》《核电厂安全生产

责任一岗一清单规范》

 人员行为规范：《人员行

为规范管理导则》，防人

因精细化管理

 专设挑战者：在生产

早会中专门设立挑战

者角色，对当日早会

内容、工作安排、风

险提示等进行补充和

挑战。

 常态化开展“每日一条

安全信息”学习

 生产早会与晚会制度高

效协调电厂管理问题

 坚持保守决策，对于任

何非预期或不确定的状

态将电厂置于已知的安

全状况

 管理层授课&讲座：传递

安全期望。

 各级管理层管理巡视&观

察指导：向现场传递公司

管理期望。

 核职业领导力NPDS课程

&运行领域值长论坛：提

升管理人员意识及管理能

力

践行卓越核安全文化“十大原则”



 运行决策：《运行决策与十

大缺陷管理导则》，推动科

学决策，保证机组安全稳定

运行

 幸福福核：建立员工意

见收集反馈平台，信息

发布平台

 改善提案：实践精细化

管理，充分调动全体员

工参与公司管理的积极

性

 状态报告和经验反馈

制度&单元间经验反

馈制度

 FFBUS管理行动平台

鼓励员工多渠道发现问

题，识别问题

 “12345”核安全独

立监督体系：一个整

体，两个阶段，三种

方式，四种形态，五

层反馈。

 各生产技术专业大师技

能工作室建设

 培训中心&模拟体厂房

技能培训中心

 “一个体系，两条途

径，三项支撑”人才培

养体系

践行卓越核安全文化“十大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

以党建工作推动员工成长与企业价值相互赋能，培养一支具备良好核安

全文化素养和过硬技术能力的生产队伍。

坚定践行卓越核安全文化原则

坚持系统思维，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关注新技术、新工艺、新概念、新业

态带来的新问题、新要求，融合新时代新管理理念和思维方式，不断推进核

安全文化提升工作，引领核安全文化发展。

让安全第一、追求卓越成为习惯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文化发展

践行卓越核安全文化“十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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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核工业发展的重大机遇期，建设运行好福清核电6台机组，是福清核

电人肩负的历史重任和国家使命，福清核电将始终保持对核安全的敬畏感、

责任感 ，不忘初心，勇毅前行，持续提升全员核安全文化素养，推动公司迈

上核安全文化建设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