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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施分级化管理
监督管控更加精准

　　海洋高新区探索实施“红橙黄蓝”
四色分级管控体系，变“平均用力”为

“精准用力”，根据企业安全生产管控
情况和不同的生产经营阶段，实施不
同强度、不同内容的监管方式，强化精
准管控。
　　综合企业近三年来安全事故、日
常监督、风险隐患等情况，按照高风
险、中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将所
属30个在建项目对应确定为红、橙、
黄、蓝等级，并对应主要负责人、分管
负责人、部室负责人和科室进行包抓，
全面压实责任。同时，根据确定的风险
等级，分别研究确定实施监管措施和
频次，红色高风险等级企业每月不少
于两次，蓝色低风险等级企业不定期
巡查抽查，既优化了安全生产监管工
作人员力量，又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我们第三季度被确定为低风险
等级，海洋高新区工作人员开展安全
生产监督的频次相对减少，这种分级
管理模式较以往相比，监督检查的针
对性更强、精准度更高，有效保障了项

目安全平稳推进。”风河生态运动公园
项目部经理梁晓波告诉记者。
　　此外，针对建筑项目在不同阶段
的风险隐患，特别是重大安全隐患特
点，海洋高新区密切跟踪项目建设进
度，根据工程建设阶段相应地确定监
管频次、方式、力度和针对性措施，突
出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过程跟
踪、分阶段监管更加精准高效。

强力实施专业化监督
风险管控更加全面

　　针对执法力量薄弱、行业监管专
业性强等实际，海洋高新区引入专业
化力量，实现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由“雾
里看花”向“洞若观火”转变。
　　坚持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采取
聘用、选任等方式，建立行业专家库。今
年以来，聘用2人常驻海洋高新区，从建

设施工单位中选任20名优秀项目经理、
监理兼任专家，有效解决了监管执法力
量不足、专业知识缺乏的问题。
　　针对一般常规性检查难以精准发
现塔吊、桩基、支护等专业设备设施问
题隐患的实际，海洋高新区引入第三
方检测机构，于项目复工、设备安装以
及每个使用周期进行全部检测。今年
以来，先后检测起重设备72台次，检测
桩基、支护等设施5处次，排查发现并
整改隐患186处，及时避免了生产安全
事故发生。
　　海洋高新区还采用“人防+技防”
和“空中+地面”相结合的方式，通过
无人机航拍、终端录入等手段，对高层
建筑施工、吊篮作业、施工工地管理等
方面进行全面督导检查，并将检查情
况录入监管平台，实现“天上无人机、
地上巡查队”的立体化监管效果，堵塞
了单纯“人防”不全面、不深入的漏洞。

优化实施清单化整改
隐患整治更加彻底

　　海洋高新区加强建筑项目全过
程、全方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将检查
内容、问题隐患、项目信息全部建档管
理，为开展安全风险分析研判、实施重
点监督管控打好基础。
　　检查内容清单化。结合建筑项目
施工阶段，将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内容
全部纳入清单管理，按照每次必查、定
期检查、日常抽查进行分类，明确检查
周期、检查内容及标准要求，工作人员
对照清单开展日常监督检查。
　　问题隐患台账化。将排查发现的
安全隐患纳入台账管理，载明问题隐
患、整改措施、整改时限、整改责任人、
整改完成情况等内容，定期对照台账
组织开展整改回头看，逐项销号管理。
　　企业项目档案化。按照一企业一档
案、一项目一台账原则，将所有企业、在
建项目分别建立档案，全周期管理，每
季度、每个阶段逐个项目进行安全风险
分析，及时调整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等
级，在覆盖项目建设全过程的同时，为
针对性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提供依据。

“三化”融合，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
海洋高新区深化实施分级化管理、专业化监督和清单化整改，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谭宁　本报通讯员 赵文华

　　自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开展以来，青岛海洋高新区全面贯彻落
实上级工作要求，多点发力、多措并举，深化实施分级化管理、专业化监督和
清单化整改，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三联”机制，激活机关党建“一池春水”
区直机关工委构建全方位立体式党建联建体系，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

　　□本报记者 谭宁　本报通讯员 刘蕴慧

　　近年来，西海岸新区区直机关工委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找准找实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的着力点，持续创新机关党建赋能高质量发
展的工作理念、活动载体和路数打法，建立完善区直机关党组织“内联互补 外联提升 众联共促”三联工作机制，以党建为“链”，打破机关党组织与社
区、农村、企业、高校等党组织的固化结构，构建全方位立体式党建联建体系，有效释放“党建引领、融合发展”效能，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

　　今年2月份，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党支部与区法院第六党支部开展党建
联建共建活动，双方围绕党建与业务
融合发展落到实处、打通控审深度协
作配合“最后一公里”等党建业务问题
进行深入探讨，初步达成共办党建主
题活动、共商司法为民事务、共筑廉洁
司法防线三项共识，为持续深化检法
良性互动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资源

优势和组织优势，定期举办党建业务
研讨会，选取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司法
理念更新调整等主题深入研讨交流，
深化检法同堂培训，同步提升服务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素质能力。”区检察
院第一检察部党支部书记潘伟告诉记
者。 
　　据介绍，区直机关工委根据“单位

性质相近、办公地点就近”原则，将73
个直属党组织划为12个联建组，每组
确定1个牵头单位，以联席、联建、联
创、联帮、联促为抓手，联合开展“奋进
新时代、凝聚交通力量”“党建引领聚
合力 联学共建促发展”等共建活动，
实 现 人 力 、物 力 、信 息 等 资 源 共 享
共用。

　　同时，积极组织开展“建功西海岸
 机关当先锋”“靓党徽、打头阵，当先
锋、做表率”等主题行动，深化“双报
到”、志愿服务等载体，1.3万名党员干
部深入创新突破主战场、改革攻坚第
一线、服务群众最前沿，54支机关“红
色尖兵”志愿服务队在清雪除冰等急
难险重任务中主动担当，机关表率作
用充分发挥，重点项目推进和服务群
众工作效率有效提升。

　　区直机关工委跳出“就党建抓党
建”的局限，以“机关+社区、农村、企
业、高校”模式，广泛开展党建联建，促
进基层精细治理、乡村全面振兴、营商
环境优化、校城深度融合。
　　实施“三联”共建重点项目，各机
关党组织从面上一般化联建向点上精
准式聚焦转变，从“临时性”联建向“常
态化”赋能转变，创办了“新经济企业
赋能平台”等73个“三联”共建项目，切
实把党建联建工作成效落到项目上，
体现到破解难题、推动发展、优化服

务、改善民生上。
　　打造“链享党建”工作品牌，组建产
业链党委（功能型），建立青岛交通职业
学校实习实训基地、大学生实习实训基
地等平台，搭建人才交流、成果转化通
道，推动组织链嵌入产业链、创新链、服
务链、共富链，切实把党的组织力转化
成生产力、创新力、服务力、发展力。
　　坚持树牢“大党建”理念，打通部
门、行业界限和党组织之间壁垒，区直

机关70多个直属党组织、690个基层党
组织广泛开展联建共建、互帮互促活
动，社区、农村、企业、高校党组织融入
机关党建“大家庭”，构建起“组团”共
进、融合发展的良好格局。
　　“三联”机制有力推动了机关党建
全面提质。截至目前，全区有268个党
组织被命名为五星级基层党组织，涌现
出模范机关建设工作先进单位120个

（次）、先进个人163人（次），培育了“党

建引领 创新突破”场景案例66个、优
秀工作成果244项、特色创新奖181项。
　　“我们将紧紧围绕新区发展大局
和联建所需，以组织之联铸就党建之
链，以党建链更好连接产业链、打造创
新链、畅通服务链、做强共富链，让‘内
联互补 外联提升 众联共促’成为
推动作风转变、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新
区发展的有效载体和强大引擎，为建
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示范引领区
作出积极贡献。”区直机关工委书记丁
吉庆表示。

　　各区直机关以机关党委为主体，充
分发挥各业务科室作用，将业务相联的
党支部“手拉手”，结成密切战斗单元，
制定详细的联建配档表，明确目标、内
容和计划进度，共用活动阵地，共同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加强互动交流。
　　区医保局制定出台《青岛西海岸
新区医疗保障局机关党支部工作考核
实施方案》，将各支部积极牵头组织党

建活动列入加分项，充分调动各支部
工作积极性，营造比学赶超、争先奋进
的浓厚氛围。
　　强弱搭配，夯基赋能。各区直机
关充分发挥示范党支部在工作质量、
工作档案等方面的引领效应，采取“1+
N”共建方式，以五星级党组织带动联

建党组织晋位升级。
　　在2023年度党支部党建档案互查
活动中，区城市管理局各支部参照清
单一对一进行档案互查，同时组织四
星、三星级党支部现场参阅五星级党
支部优秀档案，查漏补缺，吸取经验。
　　“通过‘内联互补’，进一步提升了

党务工作者的业务水平，完善了全局
党建工作体系，加强了对支部党建工
作的督查和指导，增加了支部间的交
流沟通。”区城市管理局机关党委党务
干部李丽莎表示。
　　此外，区直机关工委还通过“书记
轮值”等党建工作法，推动各机关党委
统筹功能和专项职责“同步强化”、各
支部工作与部门工作“同步开展”。

“内联互补”蓄内力 畅通“微循环”

“外联提升”迸活力 催动“中循环”

“众联共促”聚合力 构建“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