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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煤电企业的环保排放

要求越来越严,污染物处理费用不断提高。同时国家及各大能源公司开始大力推广绿色能源在发电行业

的占比,导致燃煤机组年利用小时数逐年下滑,煤电企业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如何更好的做好煤电机

组的安全、经济、稳定、高效运行成为电厂生产管理的重中之重。本文结合火电企业的运行模式及运

行管理相关经验,对如何做好电厂以运行为激活点的安全生产管理模式进行了探讨,为进一步开拓电厂

安全生产管理的方式提出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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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green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golden 

mountains and silver mountains" being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the requirement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mission of coal power enterpris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trict, and the 

cost of pollutant treatment is increas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state and major energy companies began to 

vigorously promote the proportion of green energy in the power generation industry, resulting in the annual 

utilization hours of coal-fired units declin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living space of coal-fired power enterprises 

was constantly compressed. How to do a better job in the safe, economic, stable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of 

coal-fired units has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of power plant production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the 

operation mode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experience of thermal power enterprise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mode of power plant operation behavior activation poi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ideas for further developing the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mode of power plant. 

[Key words] operation management; Activation point;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mode 

 

引言 

运行作为电厂的生产中枢,是电厂

生产系统的直接操作者,是安全稳定运

行的护航者,通过调度管理、缺陷管理、

指标管理、两票三制参与了电厂所有环

节的生产管理工作。本文围绕运行在生

产管理过程中的交汇点作用,建立一套

以运行为激活点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旨在大幅度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提高 

及位置监控这三种方法,全面进行水土

保持监测。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河道治理工程施工技术

不仅可以确保区域防洪安全、消除洪水

隐患以及改善河道生态环境,还可以保

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随着城市化

建设的不断推进,使得河道的社会作用

与自然功能被得到充分利用,同时给河

道水系也产生诸多环境问题,因此为了

切实改善河道环境,必须加强对河道治

理工程施工技术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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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全、经济、高效的运转水平。 

1 以运行为激活点的安全生产

管理体系建设方向 

1.1建立以值长为核心的调度管理

体系 

值长是电力基层企业生产现场调度

管理的直接指挥者,在行政和技术上,值

长接受生产厂长的领导和指挥,在调度

业务和运行操作上,值长接受电网调度

人员的指挥。 

要建立以值长为核心的调度管理体

系,一是要保证值长指令的刚性。各级生

产管理人员、生产技术人员等应服从生

产现场的调度指挥,不得越过值长发布

调度指令；同时赋予值长奖惩权,对生产

相关人员在执行调度指令、日常操作及

事故处理等方面给予奖惩。二是要完善

管理、考核制度。通过完善《运行管理

办法》、《生产现场调度管理考核办法》,

明确值长的岗位待遇、岗位职责,规定值

长的审批范围,对值长在抢发电量、制止

违章行为、正确处理事故等给予奖励,

反之给予处罚。 

1.2建立以缺陷管理为核心的设备

健康管理体系 

发电企业作为资产密集型企业,涉

及到的设备种类繁多,整个生产流程繁

杂,而企业的正常运转是以设备的正常

工作为前提的,如果不能及时清查设备

性能、零部件质量以及消耗偏离量等方

面的安全隐患,都可能酿成重大事故。 

要建立以缺陷管理为核心的设备健

康管理体系,就是要充分把好设备缺陷

的发现关和验收关。首先要严肃缺陷发

现、登录流程,对发现的缺陷及时、准确

的通知检修人员,并根据缺陷的紧急程

度对检修提出要求,配合检修分析设备

缺陷原因,同时合理考虑检修隔离方式

为检修工作做好辅助工作；其次是做好

缺陷的验收把关工作。检修处理缺陷过

程中可能由于对缺陷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不到位,造成检修处理不彻底、缺陷重复

发生的问题。缺陷验收过程中,运行人员

根据检修情况结合设备试运、数据分析

等手段,确认缺陷是否彻底验收,对无法

及时确认缺陷已消除的执行延期验收手

续。通过运行管理去推动缺陷处理流程,

把控缺陷处理质量,能够切实提高设备

的健康水平,为设备长周期安全稳定运

行打下坚实基础。 

1.3建立以指标分析为核心的经济

运行管理体系 

发电厂一直追求的就是热力循环效

率的升高,厂用电率的降低,在机组设计

安装完成后,机组运行过程中的优化调

整、精细化调整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存

命脉。 

建立以指标分析为核心的经济运行

管理体系,一是要不断加强运行培训,积

极开展指标竞赛。通过不断提高运行人

员业务水平,激发运行人员调整指标的

内生动力,实现机组运行方式最优化；二

是要加强同类型机组的指标对标,取长

补短、互通有无,拓展指标优化运行思路,

在企业内部实现运行方式的不断优化,

指标控制水平的不断提高；三是定期做

好机组性能测试,对照机组设计参数及

相关性能指标,找出发生偏离的方向,通

过模型分析、软件模拟等手段,进一步优

化改造,做到机组的经济运行。 

1.4建立以隐患排查为核心的事故

防范体系 

电力设备设施在长周期运行过程中,

不断的出现缺陷或隐患。定期开展隐患

排查将对保证发电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大幅度降低

发电设施出现事故的几率。 

建立以隐患排查为核心的事故防范

体系,一是要建立定期开展隐患排查制

度,结合企业存在的突出特点,如结合气

候或室外温度变化,定期开展以防洪防

汛为主题的春季安全大检查,以防寒防

冻为主题的秋季安全大检查。隐患排查

工作要突出重点区域、重点专业、重点

环节,做到全面排查,快速治理,全员参

与,全员监督；二是要高标准开展隐患专

项排查工作。结合电力系统相关的异常

事件、不安全事件通报等内容,结合公司

安全生产设施实际情况,开展专项隐患

排查工作。隐患排查要从事故原因、事

故设备、事故责任等多方面入手,切实将

同类型的隐患扼杀在“摇篮”里。 

1.5建立以两票三制为核心的安全

生产保障体系 

根据电力企业的行业特点,“两票三

制”的管理制度是电厂安全生产管理的

重要保障制度。企业要实现安全生产,

必须建立以两票三制为核心的安全生产

保障体系。一是要提高运行人员对保“两

票”就是保安全的大局意识,杜绝执行过

程中走过场的情况发生；二是要提高运

行人对设备的巡回检查、定期试验以及

设备轮换,掌握设备缺陷的情况,及时将

相关问题进行反馈,提高检修人员对设

备的检修、维护及时性[1]。 

2 以运行为激活点的安全生产

管理体系的保证措施 

一个成熟体系的运转要以人员素

质为本,以规章制度为绳,以奖惩为助

推器,以企业文化为内生动力。以运行

为激活点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不光要

有执行层,更要从运行人员角度保障的

体系可靠运行。 

2.1完善运行管理规章制度 

无规矩不成方圆,完整健全的管理

制度,是经济体合理运营的保障。运行的

管理制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涵盖了全

部的指标管理及人员管理内容,管理制

度设置的本身,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一

是重点建立岗位责任制度,确保相关人

员责任可以得到有效落实；二是按照

“谁使用、谁负责、谁修订”的原则,

建立有效的重点工作清单制度并落实

到相关岗位,实现在工作中尽职照单免

责、失职照单问责的要求,抓好运行规章

制度的落实。 

2.2通过奖惩提高运行人员积极性 

发电厂的安全、经济和环保的管理

是三大主要方向,而运行的节能降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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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更是经济指标的重中之重。工作绩效的

考核体现了分配制度的优越性,做到重大

贡献重点奖励,主要贡献专题奖励,指标

优化按办法奖励的原则,能够充分调动运

行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质量。一是成立部

门一把手担任小组组长,专业人员担任小

组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小组,确保奖惩

制度执行的刚性；二是建立班组奖金二

次分配的细则,提高班组长对班组成员

的管控能力,确保奖勤罚懒落到实处。 

2.3企业文化培养责任感 

运行人员是设备的“第一主人”。他

们时刻掌握着设备的运行状态及影响生

产的各项指标,对设备的安全、经济运行

有着决定权,因此他们最有资格也最应

该成为设备的主人。除综合性的技能外,

他们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更应该得到强

化和培养。管理人员也要贯彻这一理念,

一是结合党的建设工作,贯彻人员主人

翁意识,通过党组活动、日常的沟通,提

高运行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二是加强

岗位培训,重点是运行人员的职业态度

培训。通过组织拓展训练、外部讲师讲

课的方式,从多维度转变运行人员的工

作态度。三是加强典型选树,对工作中爱

岗敬业、责任担当的人员进行选树,建立

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形成奋勇争先的

团体理念[2]。 

2.4培训提高运行人员职业素养 

运行人员的职业素养既包含基础能

力,同时还包含专业能力,尤其是保障机

组安全稳定运行的能力和指标管控的能

力。一是积极开展电厂技能型员工的技

能培训活动,进而达到提升设备经济,安

全、稳定运行的目的。当前社会,人力资

源的流行性大,电厂管理技术含量不断

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员技能培训显

得更加重要。二是建立运行“传、帮、带”

的优秀历史传统,通过岗位上有针对性、

实效性的教学活动,提高人员的技术水

平；三是做好运行人员的事故演练。电

厂运行管理的特点往往是不断的进行安

全调整和事故预防工作,正确的事故预

防和应急处理能够有效避免非计划停

运。要做好有效的事故应对处理就必须

认真落实好事故应急演练工作,通过事

故应急演练提高运行人员在事故处理过

程的业务能力和实际操作技能,确保电

厂设备运行安全稳定性[3]。 

3 结语 

电厂的运行管理是保障安全、经济、

稳定生产的最主要的一环,而建立起以

运行为激活点的安全生产管理模式是保

障安全管理的一支利箭,能够在日益严

峻的安全生产形势下,成为当前管理模

式的一种补充,大幅度提高电厂的安全

经济运行能力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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