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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全生产是建筑施工的重点。当前我国建筑项目大多是劳务分包单位参与完成的，农民工是

工程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也是施工安全管理的主要对象。纵观国内施工项目安全管理现状，仍然存在

着对农民工安全监管缺失、培训力度不足等问题，加之农民工普遍缺乏安全生产意识，缺少必要的安

全技能掌握，导致各种安全事故频频发生。为了解决施工项目中农民工安全管理问题，主要对安全管

理现状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工安全管理及教育培训问题，提出对应的措施， 终增强农民工的安全

意识，加强农民工对安全技能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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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fety production is the focus of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most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China 

are completed by labor subcontractors. Migrant workers are the main participants of the engineering projects, 

and also the main objects of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Looking 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afety 

management of domestic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safety supervision and 

training of migrant workers. In addition, migrant workers generally lack the awareness of safety production and 

the lack of necessary safety skills, leading to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various safety accident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afety management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the paper mainly furth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afety management, finds out the safety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migrant worker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so as to enhance the safety awarenes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strengthen the mastery of safety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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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十四五”规划中对建筑工程行业发展作出了重要指

示，要求建筑工程单位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强施工现场的日

常生产监督、工人管理、安全教育与培训等内容，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一直以来，我国各大

建筑施工企业都将施工设施检查、施工环境建设、施工操作指

导、施工人员监管视为安全管理重点，相对而言，忽视了对农

民工的安全管理及教育培训，导致各种安全事故出现。因此，

面向农民工开展安全管理及教育培训已经刻不容缓。如何做好

农民工的安全管理，也成为施工企业面临的重点命题。本文把

农民工的安全管理与培训作为重点，提出对应的实施方法，为

我国相关领域提供参考。 

二、安全管理现状 

目前，建筑施工现场的基层人员是农民工，他们处于施工

生产 前沿，是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安全事故深受其

害、首当其冲的也是农民工。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制造业、建

筑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是中国农民工主要从事行

业，2022 年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占比 22.3%。其中，超过 73.36%

的农民工是高中及其以下学历，他们掌握的安全知识少、安全

技能有限，接受正规培训的机会也少，自身约束能力差、安全

意识淡薄，是建筑工程安全管理的薄弱环节。特别是新进场或

随意转换工种的农民工，很多没有接受过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

就直接上岗作业，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不懂本工种操作规

程的大有人在，更缺乏安全技术规范标准的掌握。由于建筑工

程领域的农民工安全防护意识薄弱、安全知识缺失、安全技能

缺失等，导致“三违”及死于工伤事故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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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因分析 
1、缺乏安全思维意识，无法认识到安全生产重要性。现

实情况表明，我国农民工进城打工，大多是凭借出卖劳动力获

取报酬。由于他们学历水平较低、接受到的安全知识不足，导

致他们思维深处无法意识到安全生产重要性。对于农民工而

言，建筑企业的安全管理标准、安全文化、安全操作规程等，

基本上形同摆设，甚至不少的农民工误认为建筑企业在做形

式、应付差事。由于这一问题因素存在，就导致安全生产培训

很难得到农民工认同，安全培训知识、安全文化、安全管理标

准等也很难走进农民工心中
[1]
。此外，农民工在安全生产上普

遍具有应付心理，比如：就拿简单的安全帽来讲，其作用不言

而喻，一些员工在天热时不愿意带只在检查时应付一下，仿佛

安全是在为安监人员所做。 

2、人员流动性大，安全管理难度增加。建筑工程领域，

农民工一直是流动性较大的群体。一方面，超过 76.31%的农民

工都非建筑企业的签约员工，由于缺乏劳务协议的限制，导致

农民工流动性强。在这一形势下，项目对新员工进场后安全教

育培训往往是新的一拨还没搞完又换了一茬，不利集中管理和

保证人人得到受教。另一方面，在施工现场，使用各项安全管

理制度约束农民工行为，会导致农民工出现抵触心理，尤其是

公路施工，不同于房建，其施工作业战线长、作业点多，作业

区域施工班组较为分散不能集中管理，安管人员监督巡查的力

量有限，就导致农民工安全管理漏洞频出，很难达到良好的安

全监管效果
[2]
。 

3、农民工安全知识缺失，安全技能水平有限。事实情况

表明，农民工由于接受培训教育的机会少，对安全知识匮乏，

很多工人的安全意识只是停留在原始本能的自我保护水平，

如：一些农民工参与工程作业时，表现为不认为或不知道是在

违章操作，不清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安全条件才可以做等情

况。另外，超过 61.69%的农民工对“三违”可能导致的后果缺

少畏惧心理，对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更是知之甚少。由于这些

问题因素存在，导致了安全管理问题频现
[3]
。 

4、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度不足，安全文化建设形式化。目

前，国家对安全工作高度重视，企业管控力度空前加强，即便

如此，安全事故仍时有发生。出现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不外乎

两点——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足、安全文化建设形式化。一方

面，许多建筑项目的安全的管理模式仍处于低级的“安全领导”

模式，安全管理制度层层下达难，面对农民工的安全管理人员

大多是基层技术员与管理员，很容易出现为了任务而落实任务

的情况，无法真正地将农民工安全放在主导地位，安全管理制

度在基层中难以有效推展。另一方面，许多企业的安全文化建

设出现形式化现象，而且农民工普遍缺乏对安全文化建设参

与。并且，安全文化建设表面的东西多于实际的落实，所谓“上

热、中温、下凉”现象一直存在，强有力的安全管理体系缺乏

落实，越往下越衰减，管理对策和对应措施相对滞后和简单。 

四、应对措施探讨 

1、通过安全教育培训是提高安全意识、减少事故发生率

的有效手段之一，问题是如何教育和培训才能收到更好的效

果，侧重点在哪里？本文认为可从三个方面着手：其一，重视

农民工安全思维树立，转化为农民工不良价值观。安全管理、

安全教育常态化工作时，重点让农民工理解企业是为他们好。

从农民工思想深处转变他们的观念，激发他们的安全意识与自

我保护本能。其二，创新安全知识传播手段，改变以往口头式

强调的模式，积极使用安全警示视频和案例分析内容，使农民

工更直观的接受与理解安全知识、安全规范。其三，在农民工

宿舍区设置安全教育栏、安全学习平台，让农民工通过安全教

育栏自主学习安全知识、了解 新的安全事故，警醒农民工。

通过安全学习平台，给他们提供安全学习的机会与资源，鼓励

农民工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安全知识阅读与学习。其四，完善安

全教育培训内容，教育内容应包括：施工现场危险因素及其安

全防护的基本知识和注意事项；机械及有关电气设备安全知

识；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发生事故的报告、紧急救护和

自救措施等。通过教育使作业人员掌握必须熟知的基本安全生

产技术知识，从案例中得到教育，在工作中有效预防，树立“我

要安全”、“安全第一”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农民工，形

成一个“安全第一”的思想
[4]
。 

2、加强农民工行为管束，强化安全监管责任。首先，建

议从管理民工的包工头入手，责任的落实要首先要落实在包工

头身上，如：使用经济手段进行约束、用管理手段进行监督，

强迫其守规则、必须按规矩做事！在进场做事之前先把规矩立

好，预留安全保证金，预备好替代队伍，对不能守规矩的、屡

教不改的应随时清退避免后患。其次，应做好对包工头的安全

监管责任督促，建筑企业联系好包工头，一共制定对农民工的

安全监管责任与标准，明确责任缺乏的惩罚事项，要让包工头

清楚他对所带的班组人员应负的责任，要对他所带来的人生命

负责。另外，项目上要经常搞点形式多样安全宣传和有奖活动，

调动大家参与的积极性
[5]
。再次，对于农民工流动性强的问题，

建议建立起动态性的安全教育系统，如：企业专门研发一款安

全教育软件，由农民工使用智能手机下载 APP，企业通过安全

教育软件进行安全知识、安全责任的下达。解决因农民工流动

性强而带来的安全教育与培训不集中、成本高的问题，提高安

全教育培训效率。 后，在施工现场增设 360°摄像头，通过

监控设备将施工现场与安全监管系统平台连接起来，做到施工

流程的全监督，做到施工环境的透明化。通过这种方式，一旦

发现施工现场出现安全事故，就可以直接使用安全监管系统平

台调出视频，追溯到行为人个体，防止安全事件的再发生，同

时，通过这种智慧化的监管方法，也有利于提高施工人员的安

全责任心，使他们不敢懈怠、不敢大意，保证农民工安全
[6]
。 

3、建立起安全管理组织或机构，配备专职施工安全管理

人员。安全管理队伍是保障施工现场安全建设的主要资源与推

动体，安全管理人员的技能、素养、责任心等，直接关系着施

工现场安全管理成效。一方面，开发商、施工单位应进行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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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必要情况下，邀请到第三方专业的建筑工程安全机构，

建立起“开发商+施工方+安全监管方”三维一体的安全管理组

织，每一方组建起一支施工现场安全监管团队，对三方责任进

行明确，共同参与到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中
[7]
。另一方面，开展

施工安全监管人员培训与考核，邀请建筑界、消防界、建筑工

程安全管理界的专家、指导教师，赴施工现场对安全管理人员

进行消防知识、安全技能等相关技术的培训，使建筑工程管理

人员掌握到先进的安全管理技术手段与知识。并开展好对应的

考核工作，做到考核一个、过关一个，保证相关人员掌握到必

备的技能。同时，由工程监理人员对施工人员的工作环节实施

监督管理，实行“三检”制度，即一道工序完成后，先由施工

人员检查，再提交质量专职质量人员， 后由监理工程师检验。

通过三方检验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共同严格控制每

一道施工工序。 

4、创新安全文化建设方式，促进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首

先，由安全管理专员在利用休息时间或节假日时间，在施工现

象开展一些安全教育、安全文化的团建活动，让农民工掌握必

要的安全技能，培养他们的集体荣誉感、积极营造安全文化氛

围让他们参与安全活动，循序渐进改变他们对安全的看法，使

之逐渐转变安全生产的观念。其次，施工企业安全文化的建立，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8]
。高度重视人的生命、健康价值和精

神、情感意识等，大力推进安全文化建设，积极利用三级安全

教育、安全知识竞赛、事故警示教育、安全演讲、征文活动等，

开展安全文化建设工作，从企业领导层至施工现场的基层职

工，全部参与到施工现场安全文化建设中，打造一个安全文化

环境，如：挑选时间段，在施工现场举行模拟事故应急演练活

动，表扬和奖励安全工作先进工作者，对违章违规人员进行处

罚。充分利用“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全面提高施工现场安全

文化氛围，进而形成牢固的现代安全文化。 后，在施工或办

公区入口处，设置单位简介、组织机构、安全责任宣传牌、安

全告知牌，安全责任牌、安全告知牌上的内容必须可理解，不

能制定一些无关紧要或工人看不懂的标语，要保证安全标识语

一眼即懂，保证安全标识的作用发挥。对施工区域，必须张贴

好对应的安全提示语与应急标识，比如：在施工区的安全通道

处，设置好“安全出口”、“双向出口”等标识；在施工区的复

杂地带，必须有“禁止高空抛物”、“禁止抽烟”等标语；在一

些危险部位或地带，需要贴上显目的警示线（应为黄黑相间条

文）等。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提升项目安全管理水平,做好农民工的安全管

理,使农民工的安全意识和素质得以普片提高，加强安全培训

教育是 有效的方法，重点是对班组的教育，他们的安全意识

提高了，安全工作也就好做了；我们要以人为本创造安全文化

氛围，让一线人员逐步转变和提高安全意识，认识安全的重要

性，才能由“要我安全”转化为“我要安全”。针对不同的层

次和群体，教育培训的方式方法须多样化频次须加强，过程须

循序渐进、因势利导，特别是对现场的农民工要实实在为他们

着想，把关怀真正落实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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