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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核安全文化建设根本遵循

2014年 2016年 2018年

• 2014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三届国际核安全

峰会上提出理性、协调、并进的核

安全观

• 2016年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

国际核安全峰会上的讲话指出“法治意

识、忧患意识、自律意识、协作意识是

核安全文化的核心，要贯穿到每位从业

人员的思想和行动中，使他们知其责、

尽其职” 。总书记的讲话为核安全文化

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 2018年，《核安全法》正式发布，明确规定

核设施营运单位对核安全负全面责任，要求

将核安全文化融入生产、经营、科研和管理

的各个环节。核安全文化建设正式从法律层

面系统提出来，对核电厂营运单位和相关单

位的核安全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1.2 漳州核电核安全文化建设总体情况

 漳州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2台百万千万级核电机组，一期工程于2019年

10月开工建设，初期面临着“业主作用发挥不明显，各方关系职责不清

晰，核安全文化管理体系不健全、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两个零容忍时有突

破”等各种不利现状，直接影响工程建设的安全有序推进。

 为强化核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树牢红线意识，杜绝两个零容忍，系统全面

提升漳州核电项目整体核安全文化水平，漳州能源自2020年开始，基于

系统工程方法，完善顶层设计，提出核安全文化建设总体思路和发展战

略，构建项目一体化工作体系，建立党建+核安全文化工作机制，构

建BETTER管理流程等举措，统筹推进业主、总包、监理及施工单位核

安全文化融合联建，将核安全文化建设各项要求及举措全面融入到设计、

采购、施工、调试及生产准备等各个环节和各参建单位流程中，筑牢核安

全责任根基，保障工程安全高质量推进。

总体思路 发展战略

工作体系

工作机制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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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提升整个建设团队的核安全文化水平，漳州能源基于系统工程方法，提出了“党建引

领，安全至上，风险导向，质量核心”的核安全文化建设总体思路。

 党建引领：统一思想认识，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巨大合力。

业主通过党建联建把各相关方的党支部、党小组联结起来，

积极发动党员同志的先锋模范作用，发动全范围、全过程的

核安全文化建设。

 安全至上：始终把核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风险导向：充分利用风险识别的工具，建立风险识别管理机

制

 质量核心：坚守今天的质量就是明天的核安全，一切工作的

基础就是不得突破安全和质量底线。

2.1 认清形势，制定核安全文化建设总体思路与战略部署



基于“党建引领，安全至上，风险导向，质量核心”的核安全文化建设总体思路，制定核安全

文化推进“三步走”战略。

第一阶段（2021年11月-2022年6月），即“全面启动”阶段。
阶段目标：按照核安全法要求建立核安全文化建设体系，业主、
监理单位、总包单位及各施工单位上下游体系完成对接，核电项
目核安全文化建设工作总体进入“法治化”轨道。

第二阶段（2022年7月-2023年6月），即“专项提升”阶段。
阶段目标：建立较为完善的核安全文化工作制度和程序，业主、
监理单位、总包单位及各施工单位核安全文化联建共育，制定和
发布工程建设阶段核安全文化健康水平监测体系。

第三阶段（2023年7月-2023年12月），即“持续改进”阶
段。
阶段目标：建立完善的核安全文化工作制度和程序，项目各单位
间核安全文化充分融合，核安全管理水平达到同行电厂同期先进
水平（顺利通过WANO启动前评估）。

2.1 认清形势，制定核安全文化建设总体思路与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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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建立党建+核安全文化工作机制，加快核安全文化融合发展

业主牵头，各参建单位项目部党委书记挂帅，组建成立核电工程项目核安全文

化一体化推进委员会、分委会，建立专项组、协调组工作机制及相应的例会制度，

统筹协调，共同推进。



坚持党建引领，推行党建与核安全文化联合联做。通过领导表率示范，全员参

与，党建业务联合联做，建立和落实核安全文化管理期望，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先锋

模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形成强大的辐射效应，增强安全文化凝聚力、向心力。

漳州能源到华东监督站开展核安全文化建设工作交流，邀请核

安全局领导参加公司党委会，共同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

项目参建单位与华东监督站联合开展技术交流活动，创建“志

同道核、共铸华龙”核安全文化党建联建品牌，开展了“核安

全监督、主管道焊接、大件吊装、经验反馈技术”等核安全主

题交流活动，增进监管部门与项目各单位互信。

决
策
层

管
理
层

执
行
层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深化公司和参建单位“党员突

击队”“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建设，选树一批政治过

硬、业务突出、核安全素养高的“区、岗、队”先进典型，促

进业主单位与协作单位核安全文化交流、互动。

3.1 建立党建+核安全文化工作机制，加快核安全文化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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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构建核安全文化管理流程，实现核安全文化建设闭环管理

构建项目BETTER核安全文化管理流程，实现核安全文化建设从粗放管理到闭环管理。

Be a system

构建一个体系

Expectation

建立和践行高期望

Target behavior

聚焦人员行为

Target performance

聚焦安全绩效

Evaluation

自主监测与评价

Rectify

管理评估与矫正



E1建立

管理期望

T1聚焦

人员行为

T2聚焦

电厂绩效

E2定期

评价

R管理矫

正

B构建一

个体系

B构建一体化体系，即构建业主
牵头，工程总包、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重要制造厂参与的
核安全文化一体化融合推进体
系，为核安全文化建设工作提
供制度支持和资源保障。

R管理矫正，即通过开展核安全
文化专项评估，识别核安全文
化管理体系方面的弱项，推动
核安全文化管理体系持续改进。

E1建立管理期望，即明确核安全文化建设管理目
标，建立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践行核安全文
化的组织期望

T2聚焦电厂绩效，即以工程安全和质量
风险为指引，开展安全质量风险监测、
评价、管理，着力防范重大安全质量问
题发生。

T1聚焦人员行为，即开展工程防人因工
具、观察指导、防造假管理，提升人员
安全可靠性。

E2定期评价，即通过对人员行为表现和安全绩效
的定期监测评价，识别核安全文化管理原则属性
方面的偏差，推动局部过程改进；

4.1 构建核安全文化管理流程，实现核安全文化建设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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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提升安全治理能力，树立“风险即是隐患，隐患就是事故”的安全管理理念，在项目提出

“关键隐患管理”、“TOP5风险管理”举措，实现安全管理关口全面前移。

TOP风险

高风险作业

隐患

25项

61项下降到5项

5.1 聚焦安全绩效，基于风险导向，全面实现安全质量风险可测可控

脚手架 临时用电孔洞临边

消防 设备设施

材料危险摆放

采光照明 爆破管理辐射管理

临边防护

关键隐患

 每月识别工程现场安全TOP5风险，并对TOP5

风险制定控制措施，跟踪TOP5风险落实情况。

 确定十类隐患作为漳州核电安全管控“关键隐

患”。自2021年7月以来，已识别出428项。



 基于风险管理将质量管理关口前移，建立质量风险评估与预

警机制，提前辨识可能导致质量事故事件发生的隐患，采取

重点控制措施，为质量“零事故”目标的如期实现筑牢屏障。

 目前，质量风险管理已固化在漳州能源、中核工程、中核咨

询和各施工单位的管理程序中，质量风险识别、管控机制已

正式启动运行，并在漳州核电二号机组核岛钢衬里焊接活动

成功应用，对控制焊接不合格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后续将

借助大数据平台实现质量风险工具的智慧化和可视化应用。

5.1 聚焦安全绩效，基于风险导向，全面实现安全质量风险可测可控



以工程创优为抓手，打造施工技术新引擎，保障漳州核电工程项目高质量建设发展。创新了一套

创优引领的高质量设计、制造、建造、安装、调试、运行的核电工程质量管理新模式。策划小精品工程

90项、亮点工程32项，覆盖核岛和常规岛不同建造阶段、各个专业的工程子项，以点带面提升核电现

场实体质量。

5.2 以创国优金奖工程为目标，不断创新施工技术，保障项目高质量建设

小精品工程 亮点工程 质量通病防治 工艺示范 质量风险管理

钢衬里结构全模块
化建造

评奖实体质量问题
专项防治

核电工程质量风险
管理

AE棚库钢结构安装
小精品工程

核岛厂房内涂层工
艺示范

数字化质量

质量管理驾驶舱



5.3 开展工程防人因工具导入，提升核电工程防人因管理水平

为预防和减少人因失误事件，漳州核电结合工程建设阶段土建、安装等工作特点及工人水平状况，创

新研发了工程建设阶段防人因失误工具。工具充分结合了工程建设的阶段特点、人群特点，适用工作范围

清晰、使用方法简洁明了，施工人员通过贴合工程现场实际的应用场景示例培训后即可快速掌握，目前已

得到全厂广泛推广应用，有效规范了建安施工作业，现场人因失误问题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

对明星自
检简化

质疑与不
确定时暂
停两个工
具合并

与现场做
配套

遇疑则停

遵守程序

工作交底

操作三问

同步确认 安全沟通



5.4 建立杜绝两个零容忍的机制，加大激励与处罚措施

坚决贯彻国家核安全“两个零容忍”的有关要求，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积极构建坚强有力

防范“违章操作和弄虚作假”的纵深防御管理屏障，建立“培训教育为主，震撼教育为辅”、“在

线检查为主，离线监督为辅”、“正面激励为主，考核处罚为辅”的纵深防御机制，确保“不想、

不能、不敢”违规操作和弄虚作假。

 提出“案例四进”管理要求，推动安全质

量案例“进教材、进课堂、进方案、进现

场，编制漳州核电质量问题警示录、开展

核安全零容忍警示教育、实施工前会典型

安全质量事件经验反馈学习、设置违章信

息宣传栏，形成“不想”违规操作和弄虚

作假的自觉意识。

 发布防造假专项工作程序，建立防造假专项

监督机制，过程监督见证和抽查验证相结

合，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各个关键环节的

检查。

 设置违规操作和弄虚作假举报箱，充分发挥

广大员工的监督作用，构建“不能”违规操

作和弄虚作假的管理屏障和人民防线。

 发布状态报告、问题举报嘉奖措施，对重要

安全质量问题发现和解决实施激励。

 建立安全质量违章考核制度、供方黑名单制

度，对于违规操作，存在弄虚作假的供应商

及法人，列入公司黑名单，加大弄虚作假行

为的惩处，提高“违法”成本，形成“不

敢”违规操作和弄虚作假的强大震慑。

培训和警示教育 过程监督和离线检查 强激励和重处罚



 积极践行“抓设计优化、抓经验反馈”管理要求，全面消化吸收海内外参考电厂项目的设计相关

经验反馈及同行良好实践，促进漳州核电工程设计改进优化。截至2022年6月，累计完成设计

变更经验反馈适用性评价40918份，采纳14355份，采纳率35.08%。

 工程现场建立漳州核电项目经验反馈“一体化”管控思路，打通业主与总包和监理以及总包与施

工的经验反馈程序、管理之间的接口，建立经验反馈联席会议制度，经验反馈管理“一体化”运

行。

设计优化 经验反馈

5.5 践行“两抓”，全面提升工程本质安全水平



构建“经验反馈+”大数据智能支持平台，着力推动“设计变更、不符合项、状态报告”管理平台

的互联互通，避免信息孤岛。以验反馈信息管理和智能支持管理平台为基础，实现针对具体业务流程进

行经验反馈信息“精准推送”，促进管理持续改进。

5.5 践行“两抓”，全面提升工程本质安全水平



组织项目各参建单位开展“公司主要领导给管理层讲核安全文化、业务主管领导给

领域讲核安全文化、中层干部给员工讲核安全文化”三级核安全文化宣贯。邀请核安全法

规专家针对全项目开展核安全法规知识讲座，全面提升核安全法治意识。

5.6 全力打造学习型组织，提升核职业领导力和员工安全素养

党委书记讲新春第一课

中核工程讲核安全文化 中核二三讲核安全文化

法规专家讲核安全法

党委中心组学安全

中核二四讲核安全文化



打造“国之华龙核电系统工程研究论坛”，公司领导率先垂范，应用系统思维和系统工程方

法，围绕“华龙一号”项目建设安全管理、设计管理、设备采购、工程施工、调试、信息化等

方面主题报告研讨，培养系统工程管理和技术人才。

开展核安全领导力培训，创新采用“课堂教学＋管理研讨＋行动学习”的模式开展培训，提升

管理人员核安全领导力。

首届核安全领导力培训启航系统工程论坛开班

5.6 全力打造学习型组织，提升核职业领导力和员工安全素养



5.7 坚持自我监测与外部评估相结合，持续提升核安全文化建设水平

积极探索推进项目核安全文化状态指标研究及定量化评价工作，创新建立工程建设阶段核安

全文化状态指标模型。基于国家核安全局发布的核安全文化政策声明，梳理核安全文化原则、属

性相关的可量化指标，初步建立“业主、中核工程、中核咨询、施工单位”四维度核安全文化状

态指标，逐步构建漳州核电工程建设阶段核安全文化状态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共8项，二级

指标29项，三级指标52项）。通过引入工程项目核安全文化状态指标监测评价，保障项目核安全

文化状态可控在控。

A决策层的安
全观和承诺

核安全文化指标

B管理层的态
度和表率

C.全员的参
与和责任意

识

D.培育学习
型组织

E.构建全面
有效的管理

体系

F.营造适宜
的工作环境

G.安全问题的质
疑、报告和经验反

馈机制

H.创建和谐
的公共关系

A1安全承诺
A2决策行为
A3责任落实
A4资源保障

B1表率作用
B2安全责任
B3资源分配
B4常态检查
B5保守决策

A1.1安全承诺
符合性

A2.1系统化决
策流程

A2.2公司决策
认可度

A3.1决策责任
清晰度

A4.1人力资源
配置

A4.2人力资源
紧张程度

A4.3劳动保护
投入

B1.1领导力认
可度

B1.2管理巡视
完成率

B1.3观察指导
完成率

B2.1安全责任
清晰度

B3.1安全设备
配备

B3.2安全人员
配备

B4.1安全审查
B5.1管理决策

认可度

C1遵守法规
C2遵守程序
C3责任意识
C4团队合作

C1.1违规事件
C2.1违章事件
C2.2违章行为
C3.1员工责任

心
C3.2坚持高标

准
C3.3责任心缺

失事件
C4.1部门内部

协作
C4.2跨部门协

作

D1培训
D2评估和改进

D3对标
D4学习氛围

D1.1系统化培
训

D1.2教员队伍
建设

D1.3培训有效
性

D1.3技能型人
因事件

D2.1评估活动
指数

D2.2评估改进
有效性

D3.1管理对标
D4.1持续学习

氛围

E1组织机构
E2资源管理
E3过程控制

E4问题的识别
和解决

E1.1组织体系
E1.2职责界面
E2.1安全设备

维护
E2.2安全设备

可用性
E2.3高质量程

序
E2.4管理失效

事件
E3.1风险控制

措施
E4.1报告准则

清晰度
E4.2报告透明

度
E4.3纠正行动
按期完成率

E4.4重复事件

F1工作环境
F2激励和晋升
F3沟通交流
F4解决矛盾
F5工作氛围

F1.1工作环境
F2.1晋升机制
F2.2晋升透明

度
F3.1信息沟通
F4.1解决冲突
F5.1相互尊重

氛围

G1了解核能特殊性
G2质疑

G3注重安全的工作
氛围

G4响应安全关注事
项

G5经验反馈体系
G6预防人因失误

G1.1安全文化培训
G1.2设计审查及变

更
G1.3设计缺陷事件
G2.1质疑的工作态

度
G2.2不确定时暂停
G3.1安全问题报告

规则
G3.2安全问题报告

透明度
G4.1状态报告处理

及时性
G5.1内部事件及时

开发率
G5.2外部经验反馈

指标
G6.1防人因培训
G6.2人因事件

H1公众诉求
H2公众沟通

H3公众沟通成
果

H4企业社会责
任

H1.1信息公开
H2.1公众宣传
H3.1舆情事件
H4.1企地共建



为了有效检测项目核安全文化水平，漳州能源定期邀请外部专家对项目开展核安全文化评估。

2022年6月组织的核安全文化管理体系评估发现负面观察6项，与2020年相比负面观察项减少30%。评

估结论为：项目核安全文化水平有显著提升，具备了项目核安全文化从“全面启动”向“专项提升”阶

段转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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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坚持自我监测与外部评估相结合，持续提升核安全文化建设水平



在班车上布置核安全文化内
容的头套

设置核安全文化主题电
脑屏保

开展核安全现场咨询活动开展核安全文化知识辩论赛

漳州能源组织开展核安全文化辩论赛、核安全主题研讨、核安全文化短信推送、开设主页核

安全文化专栏、安全直通车学核安全文化、核安全文化电脑屏保、制作班车头套等形式多样的活

动，营造全员参与安全文化建设的氛围。

“增强核安全意识、夯实核
安全责任” 主题研讨

安全直通车

安全文化专栏

安全文化短信推送

5.8 创新多渠道宣传活动，营造积极健康核安全文化环境



组织实施中层领导及各层
级人员核安全文化宣贯计
划，组织开展安全知识竞
答、班组长讲违章、安全
来找茬、反思会等活动

开展月度核安全知识
培训、“漳州微笑面
孔’等宣传教育活动

开展核安全文化征文、我为
核安全文化建言献策、现场
典型质量案例警示教育、核
安全文化知识小广播、
WIFI答题认证活动、核安
全文化手抄报活动。

发布核安全文化知识卡片

印制核安全主题鼠标垫

各参建单位利用邮件、微信、宣传展板，结合自身实际，开展静态和动态宣传，如;发送核安全文

化小知识、每日安全信息等，努力提升宣传效果，做到核安全文化入脑入心。

5.8 创新多渠道宣传活动，营造积极健康核安全文化环境



结束语06



结束语

核安全文化建设任重道远，行百里者半九十！漳州能源将坚持以习近平

总书记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牢固树立“四个安全”发展理念，坚

持集团公司“系统协同、穿透全员、追求卓越”核安全文化建设总要求，以

“党建引领、安全至上、风险导向、质量核心”为总思路，夯实漳州核电项

目“BETTER”一体化核安全文化管理体系，聚焦人员行为和安全绩效提升，

实施核安全文化水平状态监测与评价，高效高质推动项目参建各方核安全文

化联建共育，逐步推动漳州核电项目核安全文化“走向卓越”，建设华龙一

号精品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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