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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宁夏安全生产隐患防治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的对策建议
——以餐饮业安全生产监管队伍建设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坚持底线思

维，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

生。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四次全会聚焦坚决消除安全生产风险隐

患，全面部署了“防、查、改、教、强、技、制、督、调、究”

十项重点任务，特别是提出要根植于“教”，坚持把宣传教育培

训作为基础性工程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加强各级干部安全生

产综合能力建设，提升监管部门重点人员专业素养，强化从业

人员教育培训。全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认真吸取银川富洋烧烤

店“6·21”特别重大燃气爆炸事故教训，落实“1+37+8”系列

文件精神，全面加强对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持续完善安全生

产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统一领导、分

级负责、属地管理、多元协同的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取得了显

著成效。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安全生产隐患防治方面

的专业人才比较短缺，已成为制约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的突

出短板，影响着我区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加强我区安全生产隐患防治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势在必行。本文

以餐饮业安全生产监管队伍建设为例，简要分析安全生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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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现状及问题，探索提出若干

对策建议。

一、导致安全生产隐患和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分析

加强安全生产隐患防治，依托的是配套齐全的设施设备、

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高效有序的监管环境、体系完备的教育

培训、常抓不懈的监督检查、动真碰硬的问题整改以及成本高

昂的惩罚机制等，而这些措施都要靠“人”这个最重要的因素

来实现。

从学理上看，“人”是生产安全有序进行的内在首因，抓好

经营者和监管者的教育培训至为紧要。社会心理学家弗里茨·

海德在归因理论中提出，导致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

种是来自行为者内在的能力、动机、兴趣、努力程度等因素，

另一种是来自行为者以外的因素，如工作环境、管理制度等。

而导致安全生产隐患乃至事故发生的最主要因素——人的不安

全行为，包括经营者一侧的操作错误和工作失误、忽视安全警

告、使用不安全设备等行为，监管者一侧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有缺陷、对从业人员教育培训不足、日常监督管理不到位等

行为。

从法理上看，“人”是生产安全有序进行的责任主体，健全

完善安全事故的责任追究机制尤为关键。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的

发生，表面上看是操作失误或设施失灵，深层次原因是经营者

重视不够或监管者责任缺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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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

的投资人”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工作人员”

两个方面的人员对生产安全事故所负的法律责任。

做好餐饮机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关键是落实好餐饮

机构的实际控制人、日常管理者以及政府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

教育培训和责任追究，让经营者和监管者既“知”又“行”，这

是减少和防治安全生产隐患和事故发展的最重要保障。

二、安全生产隐患防治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我国进入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中

央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统筹

好发展和安全，就要从发展一侧调整出相应的资源和力量投入

到安全一侧，从而强化原本相对比较薄弱的安全一侧的资源和

力量。从安全生产领域来说，提高安全生产管理能力的一个突

出短板是安全生产隐患防治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不足。从餐饮业

安全管理员队伍建设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和不足：

一是餐饮机构点多面广，对经营管理者日常监管难度大。

餐饮业是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最重要行业之一，满足人民群众

餐饮需求的小餐厅小饭馆数量多、规模小、分布广，个体经营

者数量多、来源广、易变更、流动性强，给餐饮行业监管带来

困境。银川市金凤区黄河路与长城路之间的庆丰街，仅不足500

米长的街道小餐厅小饭馆多达20家，大部分店铺经营时间短且

部分经常处于转让状态，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店铺经营状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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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稳定。由于大部分店铺经营者流动性明显，对其开展法规政

策、安全知识等教育宣传和日常监管难度大。

二是就业岗位稳定性差，对餐饮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滞后。

餐饮行业用工需求量大、准入门槛低，获得求职者青睐但稳定

性也随之变弱。在大多餐饮行业中，大厨、主厨等岗位受专业

能力限制，收入普遍较高，职业稳定性和满意度普遍高于普通

服务员，但除大厨、主厨外，餐饮机构其他从业人员入职、离

职随时发生，服务员等一线从业人员招录容易，但流失率高。

由此看来，对餐饮行业特别是小型餐饮机构的一线从业人员开

展教育培训成本比较高，效果也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三是监督管理能力不足，对监督服务场所纠正整改不够。

当前，对各类生产经营场所的监督管理特别是安全生产方面的

监督管理方式，以定期不定期检查抽查和明察暗访最为有效。

对店铺的检查督导单位涉及市场监管执法、消防、住建、税务、

消协、卫生环保、街道、社区等多个部门（单位），还有供电、

供水、天然气、暖气等服务机构，但多部门多机构监管往往面

临监管失效问题。一些职能部门甚至认为，检查频次多、太繁

琐会给正常经营带来不便，可能会有意减少检查频次、精简检

查环节等情况。但这恰恰暴露了日常监督管理的漏洞，无法达

到有效监管。因此，日常监督管理的缺位和低效，导致餐饮机

构等经营场所的安全隐患长期得不到纠正和整改。

四是数智化手段运用慢，对安全隐患监测预警存在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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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餐饮机构等生产经营场所，在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

等现代化技术手段普遍运用上比较缓慢。部分经营者认为，使

用数智化监测设备投入成本高且存在隐私泄露的风险，除摄像

探头以外的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往往被

忽略。很多经营者为降低投入成本，对相关安全设施设备的配

置、更换、维修不够重视，更为严重的是，如若现有状态长期

未出现问题，就会更加助长经营者的侥幸心理，一旦发生重大

安全事故，就追悔莫及。因此，将先进的数字化、智能化、信

息化等现代化技术手段普遍应用于餐饮机构等经营场所，这是

有效防患于未然的一项重要安全措施。

三、加强安全生产隐患防治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 更加重视重点特殊行业安全生产安全管理员队伍建

设，持续做大“增量”。以餐饮行业为例，根据餐饮机构规模建

立安全管理队伍或专职安全管理员亦或兼职安全管理员，特别

是小型餐饮机构都要建立兼职安全管理员。在颁发营业证照时，

将是否设置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作为先决条件，且必须经过培

训并考核合格才能上岗，若安全管理员未经培训且考核不合格

等不得颁发相关营业证照。安全管理员发生变动，餐饮机构经

营者需第一时间向市场监管等部门报备，第一时间安排新人培

训和考核上岗，保证安全管理人员不缺位。同时，建议将餐饮

机构经营者作为第一安全管理员，日常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作

为第二安全管理员，从而建立和扩大餐饮行业安全管理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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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扎实培训提高其专业性和责任意识，把好安全生产第一道

关口。

（二） 持续抓好重点特殊行业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和日常监

管，提升优化“存量”。在规范做好餐饮机构安全管理员登记、

管理的基础上，关键是做好日常教育培训和监督管理，在餐饮

机构经营者发生变更、餐饮机构转让、日常管理人员发生变更

等情况下，要对第一、第二安全管理员进行重新登记、备案，

重新培训且考核合格后上岗。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培计划，在

尽可能减少对餐饮机构正常经营活动影响的前提下，分类分批

开展定期培训，对餐饮机构经营者、日常管理人员、普通雇员

和新入职人员等采取针对性培训，体现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的

精准性，提高培训效率，采取“理论讲解+实操演示”等培训方

式，提升培训效果。

（三） 从严做好监管部门和监管人员专业能力培养和评价，

全面提升“质量”。加强安全生产隐患防治，既要做好经营场所

负责人、管理者、经营者一侧的能力提升和评价，也要做好监

管部门和监管人员一侧的能力提升和评价。以餐饮业为例，针

对不同规模，可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员，大型餐饮机构要求配

备若干安全员，中型餐饮机构至少配备一名经培训考核合格的

安全员，小型餐饮机构要求餐厅现场负责人必须兼任安全员职

责，加强培训和考核，并定期检查履职情况。同时，特别要加

强监管部门、监管人员的能力培训，且要明确划定监管责任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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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在明确划分责任边界的基础上，对监管部门的监管人员加

强培训和考核，特别是一线执法队伍的执法人员、日常检查人

员必须持证上岗，具备应有的能力和资质。

（四）加快推进重点特殊行业人才队伍现代化技术应用和新

质监管能力建设，创新培育“变量”。做好安全生产领域监管工

作，加强安全生产隐患防治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要在科技和创

新上找突破。以餐饮机构安全生产隐患防治为例，要着眼现代

科技创新发展应用，有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

计算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发挥科学技术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

的识别鉴定、查证判定、预警监测、应急处置等环节的优势，

通过科技赋能，发挥技术优势，广泛运营数智化手段，加强数

智化监测预警体系建设，与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形成支持和补充，

全面提升安全生产隐患防治的能力和水平。

（执笔人：北方民族大学　马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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