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整治范围

城市管理领域各生产经营单位。

三、整治内容及措施

（一）整治内容

1.“违章指挥”现象主要包括：（1）不按规定对新工人、复

工工人、换岗工人、从事特种作业的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2）

对存在安全隐患停止使用的设施设备，在未消除隐患的前提下擅

自安排使用；（3）多工种、多层次同时作业，现场无人指挥和监

护，不制定安全措施；（4）指派身体状况不适应本工种及未签订

劳务合同的人员上岗；（5）对已发现的事故隐患，不认真及时整

改，仍强行安排生产任务；（6）指令员工不按操作规程作业；（7）

在维检修活动时，未落实安全防护措施；（8）擅自变更安全工艺

和操作程序；（9）下达停产停业通知后，仍继续组织作业等行为；

（10）其他违章指挥的现象。

2.“违章作业”现象主要包括：（1）操作错误、忽视安全、

忽视警告；（2）人为造成安全装置实效；（3）攀、坐不安全位置；

（4）机械设备运转时违规进行加油、修理、检查、调整、焊接、

清扫等工作；（5）在作业场所不按规定佩戴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用具；（6）机动车辆不按规定载货、载人，带病出车等行为；（7）

用手代替工具操作；（8）冒险进入危险场所；（9）在起吊物、危

险悬挂物下作业、停留、休息，上下立体交叉作业时无安全设施

和安全措施；（10）其他违章作业的现象。



3．“违反劳动纪律”现象主要包括：（1）不按规定的时间、

地点到达工作岗位，擅离职守，不按要求请假等；（2）不遵守岗

位操作规程；（3）在工作时间内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活动；（4）

酒后作业，带病作业，疲劳作业，带情绪作业等干扰和分散注意

力的行为；（5）不遵守与劳动、工作紧密相关的纪律及其他规则

等行为；（6）其他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

（二）责任分工和惩戒措施

1.各行业监管股室、中队。各行业监管股室、中队要按照“管

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

则，继续组织实施职责领域“反三违”整治工作。同时，要对各

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反三违”专项整治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

于“反三违”工作走过场，整治不到位的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予以处罚。

2.各生产经营单位。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制定“反三违”行动

工作方案，根据实际明确“三违”惩戒措施。（1）“违章指挥”

惩戒措施：对违章指挥的管理人员，企业要视情节严重程度采取

停职培训、罚款、调离岗位、免职、扣发年薪直至辞退的惩戒措

施。（2）“违章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惩戒措施：对违章作

业和违反劳动纪律的从业人员，企业要进行批评教育、罚款、停

班培训、调离岗位直至辞退的惩戒措施。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