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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公司统筹安全与发
展，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深入
推进HSE体系建设，加大隐患排
查和整治力度，狠抓操作作业受
控、加快环境风险整治，平稳完成
首次“五年一修”，两个季度实现

“三零”目标。
岗位责任更加强化。重新梳

理发布“两个清单”2800份，开展
领导干部HSE履职能力评估，组
织15个单位党政正职安全生产
专项述职，警示约谈6名安全生
产负向记分达到3分的处级干

部。全年13人立功受奖，16个
单位、80名个人受到通报表彰，
奖励289万元，同比增加9%；处
分13人，批评教育、通报批评、诫
勉问责314人，处罚15.8万元，分
别同比下降13%、79%、43%。

体系审核更加有效。首次
“开放式审核”达到预期，全年审
核模拟操作49次，应急拉动10
次，作业许可模拟11次，发现问
题3053项。在总部下半年审核
中量化排名第一梯队。

设备保障更加有力。利用脉

冲涡流排查的272个腐蚀减薄部
位全部消除，设备报警数量下降
31.7%，仪表故障造成A/B类生
产波动下降33%。无线监测机
泵1861台，覆盖率37.6%，行业
领先。完成 59 台机泵提级治
理。无泄漏装置达标80套，占
92%，同比提高2.4个百分点。

施工管理更加科学。创新
“小时工序清单”工作方法，大修
5119个项目精准管控；35天大
修签发作业票5.6万张，11.6万个
质量控制点步步确认，及时发现
7526 项问题，大检修实现零事
故、零伤害。延迟焦化密闭除焦
等7个建设项目顺利完成，塔里

木二期乙烯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健康管理更加深入。高水平

推进“医疗+心理+运动”干预为
主线的“三推三促进”健康管理模
式，开展健康讲座133场次，惠及
5300余人次；优化体检项目，引
导员工主动践行健康工作和生活
方式，累计充值电子健身券504
万元，员工打卡17万余人次。职
业病危害监测点检测率、合格率
均为100%。全年非生产亡人下
降27%。

绿色发展更加稳固。实施炼
油干气回收利用，年减排二氧化
碳1.36万吨；改造动力站煤电机
组，年原煤消耗减少9.55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16.9万吨；延迟焦
化实施密闭除焦改造，年减排
VOCs195.6吨。全年回用中水
47万吨，氮氧化物、COD、氨氮比
指标分别减少10%、6%、22%。
塔石化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

专项整治压茬推进。“风险大
辨识、隐患大排查”、治本攻坚三
年行动等199项具体任务稳步推
进，整改问题3009项；全面排查
高危细分领域，老旧装置完成评
估，均属低风险；开展10类设备
带“病”运行再排查，完成两轮建
筑防火整治，每季开展燃气、老旧
消防设施专项治理，累计查改
605项问题。

第二部分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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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教训 坚定信心 强基固本 持续改进
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独山子石化公司2025年安全环保工作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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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5年安全环保工作安排

一是安全形势异常严峻。
2024年，公司发生3起事故，事
故起数虽然为历史最低，但“7·
10”事故，颠覆了公司13年无亡
人纪录，长期良好的安全业绩一
夜归零。

二是事件和生产异常数量依
旧偏多。2024年各单位自查上
报各类事件1190起，同比上升
30%；其中设备类348起，生产类
240起，人身伤害类145起，违章
类404起，分别上升28%、22%、
126%、27%。

三是制度建设和执行漏管失
管。“7·10”事故之后，公司排查
出51个制度不满足上位制度要
求，45个制度职责划分不清、部
分条款可执行性不强，27个制度
内容与实际不符；部分单位对变
更管理执行不实，随意变更现象
还较为突出。

四是工作作风还不扎实。
2024年的三个月作风建设专项
整顿中，查处操作卡执行不到位、
操作调整随意性大、记录不实、违
反三项纪律等问题45项，考核问

责32人。这些问题反映出部分
干部员工在“7·10”事故后，依然
对公司严峻的安全态势认识不
清，工作作风不扎实。

五是工艺纪律执行不严。近
年来的各级审核，违反工艺纪律
的行为逢查必有、屡查屡有，表象
上看是无知者无畏、心存侥幸，深
层次看是部分单位对工艺纪律管
控不重视，日常管理松懈，长期积
累形成了惯性的低标准、坏习惯，
需要从源头上抓管理、严处罚。

六是设备运维检修仍有短
板。炼油二部高压空冷管束管头
焊接有杂质、有缺陷，严重影响开
工；橡胶部干燥器叶片与转子焊

接未融合、未焊透，仅运行38天
就出现故障；乙烯二部开工后冷
箱泄漏，影响乙烯产量6000吨；
塔乙烯裂解新鲜碱液罐、废碱罐
超期未检；聚烯烃一部挤压机停
机13次。这些问题反映出部分
单位对设备完好的重要性认识不
清，执行能力欠缺。

七是承包商自主管理意识不
强。一些承包商主动履职意愿不
强，自主管理水平低下，人员素质
参差不齐。今年塔里木二期乙烯
项目建设进入高峰阶段，可预见
和不可预见的施工风险相互交织
叠加，要严防死守，重点盯控。

八是不安全行为依然高发。

2024年各级稽查不安全行为1.2
万项，人均超过1项，1243人被
安全生产负向记分，考核32万余
元，不安全行为数量依然庞大。
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系统性治理
消除不安全行为。

九是环保管理存在漏洞。
2024年公司高度重视中央环保
督察，反复组织清查准备，但是污
染物总量、能效水平、淘汰落后车
辆、固体废物基础数据填报等四
项问题还是被中央环保督察反
馈，说明工作中还有疏漏。今年，
又要面临中央对新疆的环保督
察，要像抓安全工作一样抓环保，
扎实做好环保基础管理。

一、强化责任落实，进一步提
升体系运行水平

完善安全绩效评价。收窄事
故指标，倒逼各单位增强抓实安
全环保的内生动力；对公司机关
部门开展安全过程绩效评价排
序，季度公示，年底按比例兑现。

完善 HSE 分委会活动机
制。由公司主管领导挂帅，成立
制度、设备、工艺、事故、交通、健
康、承包商、员工素质提升八个
HSE分委会。分委会年初明确
活动课题，年底进行成果验收。

创新审核方式。从2月份开
始，将专业审核与日常检查合
并；研究开展对公司机关部门的
专项审核。

抓好管理剖析的运用。制定
公司管理剖析标准，将以往审核
重点关注问题本身的整改，改进
为关注管理剖析症结的整改，促
进QHSE体系运行绩效的提升。

二、强化三基管理，进一步提
升风险隐患管控水平

完善风险研判机制。完善专
业部门、直属单位的三级风险研
判；在重大的转产、投产、抢修、检
修前，必须建立风险研判机制，确
保风险受控。

做好专项风险评估。委托权
威单位，组织第二轮安全环保会
诊评估、重大危险源评估、安全现
状评价，摸清风险，排查隐患，提
出系统性的管控和解决方案。

加强工艺技术管控。创新长
周期运行管理模式，削减装置运
行风险，非停非循下降20%；生
产变动数量降低10%，B级及以
上生产波动下降5%。

强化设备风险管理。制定非
特种设备容器、管道检验和隐患
排查制度，规范管理；无泄漏装置
建设达标率再提升2%；A/B类
设备维护策略上线率100%、有
效率90%。

强化基层班组建设。开展安
全管理标准化班组创建活动，建
设“岗位有职责、作业有程序、操
作有标准、过程有记录、绩效有考
核、改进有保障”的现代化企业班
组。

三、强化承包商监管，进一步
提升施工作业管控水平

健全承包商的全流程监管。
修订完善承包商自主管理指南，
编制统一规范的承包商主动管理
和监督检查工作标准，持续提升
承包商主动管理水平。

严格施工作业的全流程监
管。作业预约时必须完成风险辨
识，并落实管控措施；强化预约计
划的刚性执行，不预约不准作
业。加强施工作业过程“四全”监
管，触犯零容忍条款的从严处理。

加强工程建设项目的全流程
监管。统筹推进塔里木二期乙烯
项目建设和塔化肥搬迁整体施工
组织。提前调配资源，统筹项目

生产准备，安全、优质、高效推进
项目建设。

四、强化安全培训，进一步提
升全员技能水平

创新安全培训形式。运用人
脸识别技术，题库建立、在线学
习、数据统计、培训档案、答题积
分与安全记分自动关联，开展数
字化安全培训。

深化班组长履职能力评估。
加大班组长的技能培训力度，确
保能岗匹配、主动履职，打造安全
生产“第一指挥者”的班组长队
伍。

强化员工行为安全管理。全
覆盖精准稽查，对违反三项纪律
的典型行为倒追管理责任，对严
重违章的个人行为顶格处理，规
范行为安全。

完善消防能力建设。进一步
明晰消防工作目标及职责，统筹
推进十项建设任务，强化消防网
格化、区域化监管，确保达标建设
通过2025年上半年国家验收。

增强应急处置能力。规范现
场应急处置程序，明晰应急过程
现场处置和技术支持职责，规范
应急信息传递，保证应急高效有
序。

增强交通运输监管能力。严
格专（兼）职司机的安全教育，严
格落实危化品运输、装卸栈桥和
固体产品装卸站场的监管措施，
提升铁路运输专业化管理水平。

加大安全宣传力度。发挥安
全文化的引领作用，建强宣贯教
育阵地，引导激励员工养成遵规

操作、守纪作业、关注风险的良好
习惯。

加强工作作风建设。各部门
各单位要充分运用好安全记分制
度，用严厉问责倒逼安全环保工
作作风改进。

五、强化“绿色工厂”建设，进
一步提升环保管理水平

积极推进无异味工厂建设。
优化环保项目全流程管控。建设
VOCs在线监测预警系统，建立
完善的异味排查程序和管理体
系，实现污染源、厂区、厂界异味
监测的全覆盖。

强化环保依法合规管理。开
展辐射环境委外监测，完成土壤
污染隐患排查，落实电子标签对
危废的全过程信息化管理；加强
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工作，确保
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全力完成“绿色工厂”创建。
制定发布绿色企业创建提升工作
方案，明确提升目标、任务，年内
获得集团公司绿色企业授牌；全
力做好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迎
检。

强化节能降碳管理。抓好
70项能源管理措施落实，优化热
电厂两个单元机炉运行方式，实
现节能2.5万吨标煤、节水30万
立方米；积极推进小乙烯能效提
升。

六、强化数智赋能，进一步提
升科技兴安水平

调研建设变更管理信息系
统。线上规范变更流程，实现变
更的提出、审批、实施、验收的全

流程闭环管理，防止变更环节的
漏管、失管。

优化完善双重预防信息系
统。优化完善112项功能模块，
实现数据自动抓取、汇总，减轻机
关、基层负担；利用AI技术，实现
危化品泄漏、冒烟、着火的视频智
能捕捉，第一时间发出预警。

建设安全环保风险智能化管
控平台。集成双重预防、高危作
业、环境监测、人员定位、智能巡
检等现有系统，建设互通互联的
安全环保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

建成生产监控协同应用平
台。高质量完成数字化转型，以
数字化赋能生产运行、计划调度
的资源配置、生产流程，提高生产
效率和安全性。

七、强化健康管理，进一步提
升巩固健康管理成效

做实职业健康管理。全面梳
理职业病危害场所和接害岗位底
数，落实职业病危害的检测、监
测；严格职业健康体检，建立健全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开展噪声、粉
尘等超标作业专项治理，保证员
工工作环境的安全。

做深健康干预管理。发布实
施2025年健康企业提升方案。
巩固、拓展减重减脂“运动促健
康”机制的有效运行，鼓励各单位
开展群体性健康活动。今年将

“中高风险新增人数为零”列入各
部门各单位责任书，关注慢性病、
体重超标，亚健康人群干预效果
的检查验证，实现公司非生产亡
人数、中高风险人数双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