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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的 25.7%和 12.5%；2021 年截止目前，我市已发生 5 起高处

坠落安全生产事故，可以说高坠事故已成为我市发生频率最高、

危害后果最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种类之一。各级各相关部门必须

充分认识到控制高处坠落风险、遏制高处坠落事故发生的重要

性、紧迫性，认真贯彻落实近期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要求，

清醒头脑,认清形势，狠抓高处作业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措施落实。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要深刻汲取以往事故中暴露的问题

教训（如：教育培训不到位，个人防护用品不齐备，员工缺乏安

全操作知识，违反操作规程或劳动纪律，生产场所环境不良，安

全设施设备存在缺陷甚至缺失，对现场工作缺乏检查或错误指挥

等等），结合自身的生产经营特点，依法制定高处作业安全管理

规章制度、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和预防高处坠落事故的安全措施，

严格落实预防高处坠落事故“四必须、八严禁”（见附件）。

二、紧盯关键环节，完善工作措施，着力抓好高坠事故安全

防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结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突出

工作重点，按照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

机制工作要求，对高处作业等危险作业进行全面辨识，从设备设

施、作业环境、人员行为和管理体系等方面分析存在的安全风险。

各生产经营单位要落实好主体责任，一是要对辨识出的安全风险

进行分类分级管理，明确风险点、风险类型,实施风险公示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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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管控。二是要根据辨识出的安全风险点，进一步完善高处作业

等特种作业操作规程，强化作业前安全检查、作业全过程安全监

护等有关规定。三是要针对风险因素及其相应的防控措施，组织

员工深入开展安全教育，全面学习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

险因素、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措施，熟悉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岗位安全操作技能，坚决杜绝冒险作业和

违章作业，切实避免事故发生。

三、严格依法监管，强化督导检查，确保高坠事故隐患有效

治理。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

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吃一堑长一智，眼睛

向内，举一反三，结合近期开展的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行动，扎实组织高处坠落事故隐患排查工作，坚决堵塞安全漏

洞，守牢安全底线。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各行业领域高处坠落事

故预防，要结合工作实际，加大对行业领域内各类高处作业的监

督检查，督促各生产经营单位落实高处作业的隐患排查和治理工

作。各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要加大各自职责范围内高处作业违章行

为的执法检查力度，对检查中发现的和其他部门移交的违法违规

行为和安全隐患要一盯到底，明确整改期限，做到该整改的坚决

整改、该处罚的坚决处罚、该停产的坚决停产，严厉打击高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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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预防高处坠落事故“四必须、八严禁”

四必须：1.必须实行作业审批。高处作业前必须进行审批，

经批准后方可进行作业；高处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培训合格，

专门或者经常进行高处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取得高处作业特种

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

2.必须做好个人防护。高处作业人员必须戴好安全帽和系好

安全带，安全带的挂钩或者安全绳必须系挂在结实牢固的构件

上，并高挂低用；

3.必须落实防护措施。现场需按规范搭设的脚手架、防护网、

防护栏等设施必须符合安全规定。在涉石棉瓦、彩钢瓦、轻型棚

等不承重物高处作业前，必须采取搭设稳定牢固的承重板等工程

措施；

4.必须安排专人监护。高处作业现场必须安排监护人员，负

责作业现场的安全确认、监护等工作，作业期间不得离开现场。

八严禁：1.无安全技术交底、未经危险作业审批、从业人员

未经过安全培训教育、作业现场未经确认、现场无人监护、施工

单位或个人无相关资质严禁从事高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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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恶劣天气或光线不足严禁从事室外高处作业；

3.升降设备未验收合格严禁从事高处作业；

4.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或无安全保障严禁从事高处作业；

5.临边、洞口无防护措施严禁从事高处作业；

6.违反操作规程或劳动纪律严禁从事高处作业；

7.从业人员患有高空作业等职业禁忌症严禁从事高处作业；

8.未穿戴安全帽、安全带、防滑鞋严禁从事高处作业。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郑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6月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