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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1 工程名称：

嘉善瑞庆休闲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1288Wkp 分布光伏式光伏发电项目

浙江木术马丁家居有限公司 1000Kwp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1.2.1 监理单位：常州正衡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1.2.2 总包单位：嘉兴京禾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诺欧博新材料有限公司

1.2.3 施工单位：浙江京禾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嘉兴京禾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2 监理组织机构、监理人员和投入的监理设施

2.1 监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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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监理人员和投入的监理设施

2.2.1 选配具有丰富施工经验、有中级职称并经监理培训的人员担任监理工程师，所有人员按工程需要及

时到位。

2.2.2 本工程配备安全、电气、土建专业监理工程师，并配置兼职信息管理员。人员派遣时间按项目进度

时间同步调配。

3 监理合同履行情况

3.1.1 以委托人要求的合理工期为准，确保工程施工的开、竣工时间和施工重要节点进度计划按时完成。

3.1.2 审核承包商在开工前总体施工进度计划、现金流动计划和总说明。

3.1.3 审核承包单位根据总体施工进度计划编制的进度计划。协助建设单位编制一级进度计划，核查二级

进度计划，并组织协调实施。

3.1.4 根据批准的施工控制性进度计划及其分解目标计划协助委托人编制分项或单项工程项目合同支付资

金计划。

3.2 质量控制情况

施工准备阶段质量控制

总监代表



3.2.1 审查施工图设计质量，对施工图的完整性、正确性、图面质量，以及能否满足材料加工、施工和运

行维护方便等方面提出监理意见。未经审查的图纸不准在工程中使用。

3.2.2 及时编制监理规划，并报业主批准。

3.2.3 及时编制监理实施细则。

3.2.4 组织对现场监理人员的培训。

3.2.5 审查承包单位工程管理文件和技术文件。审查确认承包商选用的分包单位的资质，不符合规定要求

的施工分包单位不得进入施工现场。

3.2.6 复核现场到货的原材料、成品、半成品、预制件、加工件等的出厂检验报告、出厂合格证书、复测、

复试报告及外观质量情况，对其质量有疑问时，要求购货单位进行复试。

3.2.7 检查在施工中所用的仪器、仪表、计量器具的精度及校验证件是否符合要求，工程中配备的机具是

否齐全、合适，能否满足施工要求。

3.2.8 核查施工单位特殊工种、试验测量人员的资质证件。

3.2.9 审查施工单位编写的施工组织设计、重要施工方案和措施，并参加交底和监督实施。

3.2.10 检查开工准备情况，审查施工单位提出的开工报告，及时与项目法人及施工单位对开工准备工作（如

技术文件编制、技术培训、机具、基本材料落实等）进行检查，确定开工时间，经项目法人同意后批复开

工报告）。

施工阶段质量控制

3.3.1 在施工进行过程中监理人员按照监理部制定的检查巡视制度，收集工程质量信息，解决工程施工中

有关问题。

3.3.2 进行过程跟踪监理或旁站监理。未经监理人员检查和签证，不得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3.3.3 现场重点检查施工单位是否按照规范标准、施工图纸、工艺规程进行施工；是否严格执行自检、互

检、专检。发现“三检”贯彻不力、通知施工单位整改，情节严重的下停工令。

3.3.4 检查施工中所用原材料、预制件、加工件、外购件、设备是否与设计规格、型号相符。发现问题，

查明原因，通知施工单位整改。情节严重的下“停工令”。

3.3.5 检查特殊工种持证上岗情况，发现持证人员与其从事的作业资质不符，通知施工单位停止其作业，

调换合格人员。

3.3.6 对发生有设计变更的部位，检查是否按已批准的变更文件进行施工，如发现有异，通知承包商整改，

否则令其停工。

3.3.7 在质量事故处理过程中，检查是否按批准的方案处理整改，否则令其停工。

3.3.8 建立定期质量分析会议制度，会议由总监理工程师主持，项目法人，施工单位及有关单位代表参加。

会议主要内容是通报工程质量情况，研究解决存在的质量问题，预测质量发展趋势，制定质量预控措施。

会议形成的纪要，发送有关单位。

3.3.9 现场巡视检查发现工作环境影响工程质量等情况，监理人员立即通知施工单位停止施工。按要求进

行整改后方可复工。

3.3.10 监理人员发现和处理的问题要按信息分类进行归纳、记入监理工作日志，重要问题记入监理大事记。

3.3.11 配合工程质量监督中心站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查验评，并监督整改。

3.3 安全文明控制情况

3.31 深入施工现场，实施旁站、巡视和监督检查

(1).安全防护

 进入施工现场的人员必须正确佩戴好安全帽，2米及以上高空作业必须系好安全带。

 所有施工人员不得穿拖鞋、凉鞋、高跟鞋，不准赤脚、赤膊，进入施工获要统一穿着反光服、工作鞋。

 从事光伏区反光镜特殊作业人员，应配戴防护墨镜和手套。

 女同志进入施工现场严禁长发披肩，长发应塞在安全帽或工作帽内。

 使用砂轮机、火焊、切割机和接触化学危险品时应配戴防护眼镜。



 所有施工人员必须贯彻执行电力建设安全规程和安全施工管理规定，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

方针，提高安全意识，真正做到安全施工，文明施工。

(2).所有施工人员必须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施工班组每天进行班前会，布置施工任务时要讲明安全文明

施工措施，做好重点预防保护工作。

 在开始工作之前，施工人员必须检查作业环境，确认具备安全施工条件后再开始施工。

 工作点比较集中的地方，施工人员应互相照应，互相提供方便，做到互不妨碍，互不影响。

 施工中产生的废料、建筑垃圾或剩余的设备材料要及时清理运走，发现隐患要及时消除，为自己、为

他人提供安全文明施工条件。

 施工人员必须合理使用工具，作业工具必须专业化，不许替代；不准带病作业，特别是高空作业时使

用的榔头、扳手、撬棒等要绝对安全可靠，必要时应系安全绳，防止掉落。

 脚手架搭设必须实行书面委托，注明高度、强度和用途，搭好后双方交接验收，签字挂牌使用。

 重要施工工序或吊装工作，施工前应学习和掌握经过单位总工程师批准的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

任何施工人员不得随意更改和变动，发现问题要及时报告。施工中要分工明确，听从统一指挥，严格执行

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

 起重作业指挥方式应清晰明确、果断、无误。起重工具、钢丝绳、吊带、起重机械不得超负荷起吊、

超铭牌使用，六级以上大风或雨雾天气禁止起吊作业。

 起重作业时，吊物下方及回转半径内禁止站人，禁止人员走动。较重物品吊起需要调整时，下方必须

加放垫物。

 禁止在易燃易爆场所或附近明火作业，确因工作需要，应有可靠的防范措施，必要时应办理作业票，

经总工程师批准。

 控制领用的设备材料，尽量做到当天领，当天用完；一般情况现场存放不得超过三天。暂不使用的设

备材料要摆放整齐、稳妥，做到不妨碍施工、不妨碍交通、不会造成安全隐患。

2) 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纠正措施

项目监理部各级监理人员按安全管理的分工，严格按计划的监控点进行见证、旁站和巡视，定期开展

安全大检查和进行不定期的例外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纠正措施。一般性问题口头警告，责

令整改；对重复出现和问题严重的下发书面整改通知单，并跟踪整改结果；对严重影响人身、设备安全的

下发停工令，并及时向业主报告。

3) 定期进行安全文明施工检查评价考核

 根据日常检查情况，对安全检查明细表进行汇总，编制检查汇总统计表，对土建施工阶段与安装施工

阶段的各施工单位进行综合评定。

 检查评级按优、良、一般和差四个等级进行评定，每月评定一次。评定结果在安全简报上予以公布。

 对安全文明施工情况优良的单位通报表扬，建议业主予以适当奖励；对管理差的单位通报批评，并根

据合同规定实施处罚。

4) 安全的事后控制

对于施工中发生的事故，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参与调查、分析和处理，吸取教训，并提出整改意

见。

工地上发生安全事故后，一般采取以下程序进行处理：

1) 立即抢救事故受害者，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故的发展或扩大，把事故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2) 保护好事故现场，在不会继续造成损失或危害的情况下，尽可能维持事故发生时的原状，为分析和研究



事故的发生提供依据，为下一步预防工作打下基础。重要设备和大型机械事故也应如此，必要时进行拍照

摄影，作为分析的资料。

3) 按照分管系统逐级向上级领导和主管部门汇报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性质、类别、伤害程度、损失情

况和事故处理情况；并向业主、监理部门和有关兄弟单位进行事故通报。

4) 做好群众情绪和稳定工作和善后事宜，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发生重大事故后，应按上级领

导的安排有组织地停工整顿）。

5) 严格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及时召开事故分析会。有关领导、安监人员、责任班组、当事者、目击者等

相关人员代表参加会议，根据事发现场的实际情况和有关陈述以及可靠的旁证、见证，彻底查清事故发生

的真正原因，找出发生事故的因果关系，分清事故责任的属向（主要责任、直接责任、领导责任等）。

6) 以事故为例及时进行安全教育（开展安全学习或安全专题会议），要求所有施工人员从中认识到不安全

的危害和事故造成的严重后果，认真吸取教训，使当事人和所有施工人员都受到现实的深刻教育，自觉地

提高安全意识和预防事故的能力。

7) 举一反三，组织安全大检查，一是查找安全管理上的漏洞；二是查找安全措施上的薄弱环节或落实不到

之处；三是查找施工中的安全隐患和不安全因素。根据检查情况提出整改意见和有效的防范措施，把事故

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坚决杜绝同类事故重复发生。

8) 督促施工单位尽快进行整改，认真落实防范措施，并对整改和落实情况进行复查、验收。同时建议事故

单位尽快写出事故报告和事故处理意见，报送有关部门。

9) 按照安全管理体系做好书面统计上报工作。监理部门应将各种文字资料（事故调查、会议记录、检查记

录、整改记录、事故处理意见、事故报告等）收存归档。

3.4 进度控制情况

3.4.1 进度目标：工期控制在合同工期内。贯彻“质量第一、工期服从质量”的原

则，审核工程建设计划，偏离时进行修改，采取必要的措施实现目标。

3.4.2 按预定计划督促项目业主及时办好开工必须手续；督促检查土建及安装施工单位对各单位工程按承

包合同规定时间开工并保质保量准时交付施工成品。

4 监理工作成效

4.1 施工过程中我监理人员尽职尽责，在材料运送缓慢时，加紧督促施工材料的进场时间。

4.2 每日巡查施工操作是否规范施工中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5 监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其处理情况

5.1 对项目上不合格的材料一律禁止使用。

5.2 未按规范施工操作的通知总包并下发通知单。

5.3 排查安全隐患杜绝在施工中出现安全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