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量强市工作总结 质量工作报告
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
语言陈述性的特点。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下面
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质量强市工作总结 质量工作报告篇一

建立了以市级农产品质检中心为主，县（区）农产品质检中心
（站）为辅的两级农产品质量监管和监测体系。

（一）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检测机构逐步完善。市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在*年*月通过省计量和资质认证。
中心内设办公室、绿色食品管理科、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科、
化验检测科4个科室。现有职工23人，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占65%以上，教授级高级职称2人，中级职
称6人，初级职称6人。有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人员3人，主要
对全市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进行监督管理。化验
室面积700平方米，有气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仪、原子吸收光
谱仪、原子荧光光谱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等各种仪器设
备47台套，可以对蔬菜、大米等农产品中有机磷、有机氯和
重金属等64个参数的检测。按照省农产品质量监管局要求，
于年初已开展对全市农产品生产基地、大型批发市场、大型
超市的蔬菜残留进行监测。有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车一辆，
可以机动的对全市生产基地，市场中的蔬菜进行检测。

（二）县（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站）稳定发
展。**县农产品质检站有职工8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占50%
以上，高级职称1人，中级职称2人，初级职称1人。有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人员1人。化验室面积200平方米，主要对**县
农产品生产基地、批发市场的蔬菜进行监测。**县农产品质
检站没有设立。

虽然，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监测体系不断完善，但从



目前来看，许多与新形势下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不相适应的
问题也逐渐凸显，亟待我们去研究解决。

一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机构不够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队伍专业结构不够合理，农业畜牧等专业人员多，而分析
化学、植保、化验检测等方面的人才少，这与当前强调加强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检测的新形势要求不适应。由于受经
费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农产品检测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落
实不够到位，更新知识难，存在与工作实际需要相脱节的现
象。农产品检测仪器设备更新慢，缺乏质谱仪等先进仪器设
备，不能很好的对农药参数进行定性。

二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薄弱。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体系尚处于起步阶段，与环保、质检、工商、卫生等部门
相比，缺乏独立专业执法机构，缺专业执法人员，缺执法装
备，缺执法经费。造成农业行政执法能力低、水平低、权威
低。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经费投入不足。建立有效运行机
制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但目前市、县财政没有落实，配合
不到位，致使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各项措施难以有效、及
时落实。检测设备陈旧、条件简陋，没有办案经费，缺乏必
要的交通工具和取证、检测设备，检测能力不强，不适应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要求。要解决这些问题，每年需经费在120
万元左右，而现在每年只有30万元，远远不能满足工作，造
成很多工作内容无法实施。

三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细则不完善，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涉及的部门很多，职责的界定不清导致
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仍然不能形成日常性、常规性执法，严
重制约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的有效实施，
造成“出台前无法可依，出台后有法难依”。

(一)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增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

增强全社会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意识，需要付出长期不懈



的努力。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紧密结合法律贯彻实施
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做好解疑释难、宣传教育工作，
使宣教活动常搞常新，滤布切实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领
导水平和监管行政执法能力。

（二）完善各项配套制度，确保法律有效实施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涉及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监
管链条长、时间跨度大，需要一个完整、配套的法律法规体
系作为支撑。要尽快出台已经起草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机构考核办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和《农
业标准化管理办法》。要加快研究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的实施细则，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行为有要求的，监
督检查又必须实施的，行政处罚和法律罚则中有明确规定的.
都应当有规范性的、操作性的规定，以便各方遵循、实施和
对照检查，使法律进一步具体化，以确保各项规定具有可操
作性。要通过加快立法，健全体系，使农产品质量安全各方
面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创。

（三）要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

控制好农产品质量，建设一支稳定的农产品监管队伍至关重
要。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行政管理、压滤机滤布行政执法、
检验检测、技术服务队伍建设中，通过引进、培训等多种途
径，充实技术力量，做到编制、人员、经费等到位，并切实
提高其权威性。要将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作为农业行政执法
的重要内容，加强执法力量，完善手段，规范执法行为，加
大执法力度。通过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实现数量与质量、
安全与效益的有机统一和整体提升。

（四）要积极争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要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积极争取纳
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工作所需经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其主要承担的是
公益性服务职能，没有创收渠道，市、县财政在确保人头经
费的基础上，要在改善办公条件、搞好人员培训、更新检测
设备等方面给予相应的资金保障。加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
基础设施、监督网络、检验检测、信息手段、科技研发等方
面的资金投入与支持，增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保障能力。

质量强市工作总结 质量工作报告篇二

（一）强化领导，落实质量安全风险排查责任。成立了以局
长为组长，副局长为副组长，各业务人员的风险排查工作领
导小组，认真组织实施。

（二）细致摸查，把安全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以特种
设备、食品、食品添加剂、队伍建设等为重点认真开展排查。
认真摸查潜在的风险对象、风险环节、风险品种、风险时段等
“风险点”。做到全过程、全方位进行深入排查，根据查出
隐患制定相应的防范和控制措施。

（三）严把三关，构筑企业安全生产防线。切实把好原料进
厂关、生产过程关、出厂检验关。一是严把原料进厂关。全
面查验企业采购原料、食品添加剂的验证记录以及进货台账；
二是严把生产过程关。检查企业是否严格按照生产工艺流程
组织生产；严把添加剂使用关，重点检查生产过程中使用的
食品添加剂是否符合国家规定；三是严把出厂检验关，进行
严格检查，确保成品合格率达到100％。

（四）控制四类风险，确保质量安全零风险。对隐患排查出
的问题，实施风险管理。一是控制管理风险。完善从企业负
责人到车间管理人员的责任落实；二是控制质量风险。对企
业存在的质量安全风险实施。

在效果上，我县产品质量水平得到了提升，特别是食品企业，
在20xx年监督抽样中，合格率100%，企业的整体水平得到了



提高。

我县的企业主要是以食品加工为主，全县共有食品生产企
业41家，其中获证的25家食品生产企业，（目前停产的有3
家），未获证的17家小作坊有4家事胶合板生产企业。我县的
企业特点是规模小，小作坊企业占比例较大，为了加大对产
品的风险排查，我们逐一进行排查，针对糕点食品企业对原
材料把关不严、食品添加剂的验证记录、进货台账、生产过
程的控制管理与记录、食品添加剂使用量的控制以及产品出
厂检验记录不全等风险的共性，我局采取统一集中整治，进
一步提高经营者的产品质量意识。

在效果上，我们借助风险排查整治工作加快建立企业落实主
体责任报告制度，督查企业全面落实主体责任，自上而下层
层分解落实产品质量安全岗位责任，严格落实全过程质量控
制措施，严格按照标准组织生产，加强对企业员工的业务培
训，提高质量管理水平，减少质量安全隐患。

我县目前在用锅炉18台，压力容器18台，9台电动葫芦吊，11
台厂内机动车辆，72台电梯，1台移动式起重机械，7台门式
起重机械。我局在特种设备检查过程中，采取重点设备重点
盯防，实行重大隐患挂牌督办，落实整改责任，加强跟踪督
查，确保整改到位、不留隐患。一般性风险实行登记制度，
限期整改，隐患治理一个注销一个。具体措施：特种设备安
全风险实行登记建档制度，每下达一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指令书》，被检查单位必然制定整改方案，最后形成整改报
告报我局备案，隐患治理一个注销一个。

在效果上，我县的特种设备年检合格率达100%，通过风险排
查，进一步摸清了特种设备的风险点，做到心中有数，进一
步完善了特种设备的档案建设和动态管理机制，提高了作业
人员的业务水平，完善了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
建立了隐患排查和动态管理的长效机制。



我们针对干部职工在理想信念、依法行政、业务水平、技术
能力、廉洁从政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进行深挖细找，认真组
织干部职工学习业务水平和“五公开”、“十不准”，领导
干部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
在业务上做到相互学习，生活上互相帮助。

在效果上，杜绝了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干部职工工
作作风大为改观，工作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

（一）在监管工作中风险监测及处置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企业的主体责任意识不强。

（三）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有待提高。

（一）增强风险管理意识，紧紧围绕风险监测、隐患排查的
主要措施评估、预警和快速处置四个关键环节，不断规范管
理程序和措施，加快构建科学化、系统化的风险长效机制。

（二）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在排查过程中存在隐患的要及
时排除，对工作不负责的要给于通报批评。

质量强市工作总结 质量工作报告篇三

昌平线一标起讫里程为k10+150～k13+732，全长3582m，包
括一站一区间，其中城南站246m，明挖区间1962．5m，暗挖
区间1027．5米，共设置7座竖井。

二、工程进展情况

截止目前为止，累计完成投资约3．45亿元，占中标价的80%，
安全质量管理有序可控，开工至今未发生安全质量事故。

三、人员情况



项目部现有管理人员108人，其中专职安全员16名、兼职安全
员18名，专职质检员8名。下设五部两室，现有劳务工人380
人。完成农民工培训累计3412人次，累计送北交大培训50人
次。

四、xx年度安全质量管理总结

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项目部成立以项目经理为核心的安全质量管理组织机构，总
工程师、副经理、副总工、各部门、各作业队、各工区、各
班组共同参与，开展党员先锋工程活动，层层负责，层层包
保，分解安全质量目标，落实安全质量责任，形成全体员工
齐抓共管的安全质量管理体系。

项目部共配置专职安全员16名、兼职安全员18名，专职质检
员16名。严格执行项管中心【xx】41号文件要求，统一为专职
安全员配置安全帽、袖标、对讲机、数码相机及由经理部结
合一标施工实际组织编写的《安全生产标准化手册》。专职
安全员和安全群众监督员均每天记录施工安全日志，由安质
部不定期进行抽查。建立安全员档案并报项管中心备案，对
安全员岗前实施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工地大门口
设置安全责任标示牌（含姓名、照片、电话、编号、安全责
任区域等），另配备38名安全群众监督员，由各班组长担任，
安全员及群安员每月发放津贴，并表彰先进。

凡是进场施工人员一律先到安质部进行安全教育培训、考试
合格登记好后方可上岗，结合昌平线工期紧的实际，在各工
点开展分工序安全教育。

项目部对安全员、质检员、群安员实行统一管理，有针对性
地对其开展安全质量教育培训。

4．加强安全质量宣传工作。



施工现场每个角落均悬挂安全质量宣传牌，让进入施工现场
的所有人员随处可见警示标语标牌，增强整个现场安全质量
氛围；另外项目部在每周的生产例会等大会、小会均不厌其
烦地再三强调安全质量工作。

5．加强安全质量检查工作。

项目部安全副经理每周一组织安质部等各部门人员，对管辖
标段范围内安全管理、生活区管理、现场料具管理、环境保
护、脚手架、安全防护、施工用电、起重吊装、机械安全、
消防保卫、工程质量等进行全面安全质量隐患排查，对检查
中发现的安全质量隐患进行逐项清理追踪直到隐患消除，对
拒绝整改落实的施工班组进行经济处罚，整改不到位屡次犯
的加倍处罚，绝不手软。另外每月25日对标段进行安全质量
隐患大排查，总结上月安全质量工作并部署下月安全质量工
作。

6．加强应急演练工作。

入场以来，累计编制各类应急预案18份，在施工现场各个工
点配置应急抢险物资，并于6月12日下午在2号竖井举行了井
下逃生应急及地面消防演练，于8月1日利用大雨天气举行了
防汛演练，于11月12日下午在3号竖井举行了河床突发漏水逃
生应急及地面消防演练。

质量强市工作总结 质量工作报告篇四

为了切实提高和保障公证质量，规范公证业务，根据《甘肃
省司法厅关于开展全省公证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精神，市
司法局于11月1日起组织对金昌市公证处和永昌县公证处20xx
年以来的公证质量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本次检查依据《公
证程序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对照中国公证员协会的公证
质量标准，紧紧围绕真实性、合法性、程序化、规范化四个
主要方面展开，重点集中在证据保全、不动产事务、遗嘱继



承赠与等民事、强制执行、涉外涉港澳台等五类公证事项。
检查分两个阶段进行，11月1日到15日是各公证处自查阶段，
采取承办公证员自查、各公证员交替互查、全处集中评查等
方式，在此基础上公证处得出综合检查结论并上报市司法局
公证律师管理科；11月16、17日是各地区检查阶段，由主管
副局长带队，在市、县公证处之间组织两次互查。

金昌市公证处20xx年以来共办理各类公证6349件，其中证据
保全、不动产事务、遗嘱继承赠与等民事、强制执行、涉外
涉港澳台等五类公证1561件。在本次公证质量检查中，重点
检查民事经济类公证共526件，其中民事公证425件，经济公
证101件，经统计：合格证为521件，占总数的95.3％；基本
合格证25件，占总数的4.7％；未发现不合格证。重点检查涉
外涉港澳台公证共262件，合格证257件，占总数的98.1％；
基本合格证5件，占总数的1.9％；未发现不合格证。另外，
该处还在全处集中评查中通过民主评议评出优秀卷4件，对承
办公证员给予了奖励。

永昌县公证处20xx年以来共办理各类公证373件，其中民事
类117件，经济类256件。本次公证质量检查全面检查了所有
办结案卷。经统计，合格证为373件，占总数的100％；未发
现不合格证。

在检查中，市司法局和两级公证处采取承办公证员汇报自查
结果、填写“质量检查阅卷笔录”、座谈检查体会等多种方
式，找出实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大家帮助提出改进意见。
公证员们还利用这次检查提供的交流机会，研究和探讨了一
些公证理论热点和实践难点，如能否提供刑事诉讼证据保全
公证、遗嘱公证如何达到保密要求等等，从而提高了自身的
业务水平。

综上，本次公证质量检查通过全面自查和地区互查，重点检
查了市、县两级公证处各类公证事项办结案卷1161件，合格
与基本合格率达到100％。我市公证人员确能坚持真实、合法、



程序、规范的公证原则，办理公证时严格审查、认真把关，
保证了公证质量。

1、存在轻视实体与程序其中一方的工作误区。一些公证员在
办证时，或因事项简单而不仔细询问、理顺法律关系，或一
味追求事实准确无误而忽视公证程序要求。

2、谈话笔录制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如谈话不能紧扣主题、
切准要害，谈话内容缺乏“告知义务”内容，谈话针对性不
强，谈话文字书写不规范等。

3、个别公证卷宗制作有瑕疵，如缺乏次要证据、《受理通知
书》，公证书无页码，公证书出证日期与审批日期不一致等。

4、具体办证中把关不严的问题时有出现，特别是现场监督类
公证，由于申请单位的原因，往往导致先公证后补相关材料。

5、档案管理方面存在安全隐患，没有专用保险柜，遗嘱等保
密卷宗存放不安全，安全措施不完备。

6、限于实践操作困难，大部分案卷无法做到收费凭证入卷，
公证处一般采用变通办法，仅将发票号码抄录在案卷中。

1、进一步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充分认识公证工
作的重要作用，提高公证人员的素质。

2、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严格执行公证质量标准，落实各项
规章制度，及时查漏补缺，力争今后公证质量实现新的突破。

3、完善工作制度、健全工作程序，要抓紧制订档案管理等业
务制度。

4、改善办公条件，增加防盗、防火等安全设施和保密设施。

5、树立市场意识，宣传公证业务，拓宽服务领域。



质量强市工作总结 质量工作报告篇五

垫邻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监理工作由四川省公路工程监理事务
所承担，管理模式为总承包监理。设两级监理机构，一级为
监理部，二级为监理部下辖的三个监理组。监理部负责推动
和管理全线的施工监理工作。

根据以前监理总承包模式总结的经验，项目监理部结合本项
目的具体特点，确定了本项目的总体工作思路。监理工作的
核心是紧紧围绕监理工作系统的建设和确保系统有效运行展
开各项工作，通过自身工作系统的建设和有效运行，促进承
包人项目管理系统的有效运行，发挥各自系统的作用，各施
其职，各尽其责，共同完成垫邻高速公路的建设任务。

从这个思路出发，监理部制定了项目监理服务标准：“工作
严谨务实，指令明确清楚，检查科学客观，签字准确可靠”，
提出了服务承诺：“监理的抽检独立完成，监理的检测和试
验数据真实可靠，监理的工作满足规定的时限要求，监理的
作风认真、诚信、廉洁”。监理工作按照这一思路和要求实
施。下面重点汇报监理的质量管理工作情况。

设立了监理部和监理组两级现场监理机构。监理部负责全线
质量管理工作规范、标准、要求的建立，督促、检查、指导、
考核、评价监理组和项目经理部的质量管理工作，对全线的
质量管理工作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制定纠正和预防措施，督
促项目经理部持续改进工作质量，确保工程建设质量。监理
组负责具体质量控制工作的实施。

按照管理工作的需要，监理部设置了正、副总监、道路、桥
梁、隧道、计量、合同、测量、信息管理等专业工程师。监
理组设置了正、副组长、道路、桥梁、隧道、计量、测量、
试验等专业工程师及相应的监理员。各级监理岗位设置齐全，
主要监理人员均取得了监理资格证书。



根据质量管理工作的需要，明确了各级监理人员的岗位职责，
确立了专业监理工程师在工程质量控制中的核心地位。按照
本所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将质量控制工作上升到全面质量管理
工作的高度实施质量控制工作。

根据本项目质量管理工作的需要，监理部（组）主要建立了
以下质量管理制度、办法。

1、编制了《垫邻高速公路项目监理规划》及《监理实施细
则》；

2、参与编制了《垫邻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制度汇编》；

3、补充了《垫邻高速公路试验检测工作要求及检测频率表》；

4、完善了《监理人员签字指南》；

5、编制了《分项工程质量保证资料的审核与管理办法》；

此外，根据各专业现场质量控制的具体需要，分别补充下发
了具体的要求和规定，作为指导和控制工程质量的依据。

监理部组织了全线监理人员的岗前培训，重点学习了本所质
量管理体系文件和垫邻高速公路监理工作的总体思路。制定了
《垫邻高速公路监理培训管理办法》，监理部（组）在日常
工作中通过各种形式对监理人员进行长期培训，促进监理人
员整体素质的提高，以适应各自岗位的工作需要。

监理组、部分别审核和审批了各合同段编制的实施性施工组
织设计和总体施工计划，按照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的要求，
由监理组具体负责检查各合同段项目经理部的资源投入和到
位情况，重点审查了项目经理部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和落实
情况及自检能力。



监理部专业工程师根据各专业工作的需要召集监理组专业工
程师布置各阶段质量控制工作要求，监理组各专业工程师在
分项工程开工前对相关的监理员进行交底，明确具体的工作
内容和要求，提出现场控制的重点、难点、要点和方法。

监理组负责现场质量控制工作的具体实施。通过分项工程开
工报告的审批、工序检查和验收、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评定、
中间计量支付等程序展开各项质量控制工作。通过测量（施
工放样复核、中间工序检测）、试验（原材料抽检、标准试
验复核、工序检测试验、砼、砂浆取样试验）、检验、旁站
（砼浇筑、隧道锚杆、钢架安装、隐蔽工程）、巡视（现场
材料管理、工艺检查）、纠正（不合格材料、不合格工序、
不合格半成品）等手段和方法具体完成现场质量控制工作。

监理部负责全线的质量管理工作。组织全线质量专项检查
（如隧道初期支护厚度、平整度、实体强度的专项检查；工
地试验室工作的专项检查；桥梁施工专项检查；路基软基处
理地段的专项检查；试验路检查等）、月度考核评价（现场
质量抽查、质量保证资料审查、不合格处理记录的审查）、
中心试验室抽检数据分析（试验检测月报分析）、现场质量
问题分析与讨论（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现场及时予以指出、
共性问题召集各合同段技术管理人员和监理组相关工程师共
同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办法）、现场指导等工作（包
括承包人技术管理工作和监理工程师的现场工作）、计量支
付审核期间的质量抽查和数量复核；参与设计变更方案的评
审；审核隧道地质超前预报、质量监测和监控量测的结果。

中心试验室对工地试验室完成的标准试验进行复核验证，按
合同文件规定完成5%的抽检，通过独立抽检一方面发现施工
过程及实体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验证承包人工地试验室
试验结果的真实和可靠性。中心试验室和监理部通过定期对
工地试验室工作的检查，指导、考核、评价工地试验室工作，
促进工地试验室试验、检验能力的提高及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切实指导现场施工及质量控制。



监理组在原材料抽检和工序检查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格，由监
理组专业工程师和监理员督促承包人进行现场整改，监理部
抽查整改结果；由中心试验室抽检和监理部现场抽查发现的
不合格，除由监理组工程师督促进行现场整改外，由监理部
专业工程师组织对整改结果进行检查验收。对重大不合格，
除全面进行整改外，组织召开专题分析会，对存在的质量问
题和质量管理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在项目内进行通报，
引起各方的重视，预防同类问题的再发生。

1）、现场材料的管理不规范。

材料进场的抽检工作各方比较重视，承包人自检、监理组和
中心试验室的抽检工作都做得很好，但材料在现场的管理比
较差，堆放混乱、标识不清、串料、污染等现象普通，可能
导致材料误用或不合格材料的错用。

2）、定期质量评价不够

往往把质量现象当作质量本身对待。施工中注意工序检查、
工艺控制，但分项工程完成后的系统检查和验收较弱，过程
中数据分析比较少，施工完成后的跟踪检查不足。对可能存
在的质量问题或隐患的发现不利。

3）、项目经理部技术管理人员配置不足或不能胜任工作。

现场施工技术和管理人员数量不足；部分施工技术和管理人
员不能发现施工现场存在的问题，施工自查能力弱。

4）、项目部技术管理有待提高

特别需要加强对现场施工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培训，编制各分
项工程施工的具体工作标准和要求，强化施工过程中的自检
力度，减少不合格工作。



1、建设各方各尽其责是各项工作得以保证的前提，既不能错
位，也不能缺位。各方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实施、检查和
改进是各方工作质量及工程质量的保证。

将本项目可能出现的质量通病逐项列出，编制一份质量通病
检查清单，在日常施工过程中随时检查质量通病现象，列举
出质量通病的产生原因及诱发因素，在施工中加强检查和控
制，预防质量通病的发生。

3、抓好本项目的重点和难点工作。

隧道初期支护的厚度、平整度、实体强度控制；

隧道二次衬砌的厚度、强度；

隧道渗漏水处理；

桥梁砼质量控制；

进场材料的现场管理；

高填方的压实及测降观测；

隧道监控量测及超前预报工作。

4、加强合同管理力度，做好事后验收控制从合同管理的要求
出发，督促项目部按施工合同要求做好质量控制工作，施工
过程中严管，出现的质量问题重罚，强化具体施工队伍的责
任心和质量意识，减少人的因素、物的因素对施工质量产生
的影响，切实控制好施工质量。

无论出现什么质量问题，本质上都是质量管理的问题。质量
管理涉及到管理职责、资源管理、产品实现、测量、分析和
改进等各主要过程。尽管各项目经理部和监理机构都建立了
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但质量管理体系的全面贯彻实施还存



在问题。为了切实做好质量管理工作，项目负责人高度重视，
全体员工各尽其责是前提。

质量控制的主体是施工，施工单位不主动，质量控制就处于
被动状态，施工单位主动了，质量控制工作就主动了。今后
的重要工作就是想办法让施工单位切实主动起来，承担起施
工质量的控制工作，再借由监理的外部督促力量进行约束，
质量管理工作将会更上台阶。

监理组和中心试验室的独立抽检工作是验证项目经理部质量
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抽检一方面能够发现原材料、工序、
半成品、成品中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独立抽检，验
证项目部工地试验室工作的可靠性、稳定性和科学性，使质
量评定的基础数据得到切实的保证。因此，监理独立抽检和
中心试验室的独立抽检力度还需要加强，应改变对抽检的认
识，调整抽检的方法，从系统的高度去约束和规范工地试验
室的行为，强化工地试验室在自检体系中的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