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时用电管理方案 临时用电安全管理方案
(大全5篇)

确定目标是置顶工作方案的重要环节。在公司计划开展某项
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为领导提供多种工作方案。方案的格
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方案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临时用电管理方案篇一

为推动和谐的农村供用电关系，认真贯彻落实《县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县农村用电安全强基固本共建工作方案的通知》
的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农村用电安全管理，全面做好农村
用电安全工作，确保用电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特制定如下
实施方案：

深入实施“新农村、新电力、新服务”农电发展战略，以人
为本，多措并举，全方位开展农村用电安全宣传教育，努力
夯实农村用电安全基础，根本改善农村用电安全状况，构建
和谐的农村供用电环境。

坚持服务“三农”为宗旨，以实现农村用电居民“用放心电，
用平安电”为目标，各村（居）要结合农村生产生活用电的
特点，精心策划，周密制定工作方案和计划，加大农村用电
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仔细排查并彻底解决农村用电不安全
隐患，切实提高农村安全用电意识和使用水平，确保安全供
用电。

农村用电安全工作是各村（居）、镇直各单位的重要职责，
特别是每年6月至10月是农村用电高峰期和高温雷雨季节，也
是农村触电事故易发季节，各村（居）、单位务必高度重视
农村用电安全工作，认真落实农村用电安全的各项组织措施
和技术措施，逐级建立农村用电安全工作责任制，一级抓一



级，层层落实责任。各村（居）、单位主要负责人要经常深
入农户和田间场头进行检查、指导、帮助农民解决用电安全
的实际问题，切实把农村用电安全工作抓紧抓好。

以镇中心小学为宣传平台，在镇中心小学内广泛开展用电安
全教育，镇中心小学要成为“农村校园电力安全教育基地”，
并要聘请一名“农村校园电力安全教师”。供电所每学期要
到中心小学开展一次用电安全教育，增强全校师生用电安全
知识和意识。

各村（居）单位要在农村用电高峰到来之前对供电设施、漏
电保护装置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发现危及安全的应立即修复
或更换。要在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配合公安、农机等
部门、重点对场头、田头的供电装置和照明设施进行检查，
及时做好“三夏”和“双秋”期间电气火灾事故的预防工作，
农事季节各村（居）和供电所要加强电力设备的巡视、确保
用电安全。

供电所要认真贯彻上级供电公司关于加强农村电网建设与改
造工程安全工作的通知，结合本镇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办
法，认真加以落实。大力宣传保护电力设施，禁止在电力设
施保护范围内堆放柴草、设河捕鱼、盖房、挖土、植树等违
章行为、确保电网正常运行和公共安全。供电所要加强对农
电员工进行安全培训教育，使他们掌握必要的安全常识和防
范用电事故及触电急救的技能。

各村（居）和供电所要迅速组织人员对所属范围内的自建或
商品房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必须对每一幢建筑，每一条线路
的水平或垂直距离进行实测，保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对新
建房或商品房在用电之前必须先进行绝缘检测，符合要求方
可装表接电，不得留有后患。凡在旧建筑物需要拆除时，首
先及时先将电源切除，妥协处理。

各村（居）要加强与土管、城建部门联系。对规划的建筑物



必须符合《架空配电线路设计技术规定》，居民集中区需临
时用电者，应按临时用电要求办理手续，安装符合规程规定，
到期拆除。各村（居）要依照《电力线路防护规程》和《电
力设施保护条例》严格把好电力设施的安全关，明确任务，
责任到人。

夏季高温高湿季节是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临时用电高峰期，
也正是各类农村人身触电事故、农用电器事故的多发期，因
此开展农业生产临时用电及家用电的绝缘检测示范活动具有
较强的现实意义，各村（居）要以指导农村用户规范用电设
施为重点，配合供电所专业人员在使用现场开展宣传和测试
活动。检测示范活动要坚持重在教育农户如何正确使用、检
测家用电器、农业生产电动机具，如何避免触电事故发生，
如何正确进行触电施救等。

各村（居）、单位要扎实开展安装及使用家用未级剩余电流
动作保护器的宣传力度，加强《居民家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
装置安装使用告知书》的送达工作，确保在《居民家用剩余
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使用告知书》送达率达100%，并督促
农村居民全部按规定安装、使用居民家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
器。

临时用电管理方案篇二

1、选用合格产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线与安装设备，按说明
书操作

2、用电设备外壳要可靠接零（建议使用三芯插座）

3、安装保护器，不超负荷用电

4、电气设备应定期维护检修，检修时要断电

5、人走关电源，停电段开关。触摸电器壳体用手背。



6、不带电移动家用电器。

7、切忌用湿手、潮湿物件如毛巾等接触家用电气外壳、电线
插座、开关和电源接口。

8、切忌在电线、电热设备上晾晒、烘烤、搭挂衣物。

家用电器分类安全须知：

（一）电冰箱

1、不在冰箱后面放易燃物品

2、不在冰箱内存放易燃易爆的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油漆溶
剂之类的物品。

3、擦洗冰箱须先断电

（二）洗衣机

1、防止电机浸水短路

2、防止因衣物过多或硬物卡住电机而导致闷机和发热着火

3、不用汽油、乙醇清洗电机上的污物

（三）电视、电脑

1、机体不靠近热源，开机要注意散热。

2、连续开机不宜超过4—5个小时。

3、防止液体或昆虫进入机壳。

4、室外天线要有避雷装置和接地设置，雷雨天不开电视。



（四）电熨斗

1、使用时一定要有专人看护，通电时间不宜太长。

2、用完一定要断电，放在隔热的架子上自然降温冷却。

（五）电取暖器

1、使用防水式的电取暖器时，不靠近浴帘、杀虫剂、衣物、
发胶、花露香水瓶等可燃易燃品。

2、浴霸等取暖器安装时不使用可燃支撑物或吊架，必须随用
随开。

（六）电热毯

1、不折叠，以免造成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

2、通电时间不宜过长。

3、人离开时一定要断电。

1、发现异常情况：

立即断电，请专业人员检修。

2、触电急救：

1使触电者迅速脱离电源。可用绝缘体如干燥的木棒等物跳开
电源。切忌在电源未与触电者分离的状态下拖拉触电者。

2将触电者就地仰面平躺，解开衣、裤，确保呼吸道顺畅，注
意观察其呼吸、脉搏。

3拨打120求助，等待过程中应坚持用心肺复苏法进行抢救。



3、电器火灾的补救措施：

1尽可能先切断电源，再扑灭火灾

2应用不导电的干粉灭火剂灭火。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剂。

3灭火同时应拨打电话报警。

4、电线段落时的处置方法：

1发现电线段落在地上，不能直接用受去拣。

2派人看守，不要让人、车靠近，特别是高压导线段落在地上
时，应远离其8米以外。

3赶快通知电工或供电部门来处理。

临时用电管理方案篇三

第一条 为加强工地现场临时用工管理，使之规范化，根据公
司相关规定，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临时用工，系指因解决工作急需或为完成
临时性特定工作，弥补人员、设备不足而临时从劳务协作方
调用的人员或机械设备。

第三条 本办法仅适用于本项目工地现场因解决工作急需或为
完成临时性特定工作而时从劳务协作方调用的人员或机械设
备。

第四条 用工类型分为临时工程及人工零星杂工、机械设备零
星杂工。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零星杂工，系指所完成的工作无法形成



实物工程量，或完成的工作所形成的实物工程量远远偏离于
平均功效能够完成的工程量。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的临时工程，系指所完成的工作能够形成
实物工程量，且所完成的工作所形成的实物工程量与平均功
效能够完成的工程量相差不大。

第七条 人工以工日为报酬单位，每工日报酬中已包含了全部
的社会保险和所有的税费在内，劳务提供者应履行缴纳应缴
交的社会保险和税费的义务。

第八条 机械设备以台时为报酬单位，每台时报酬中已包含了
为完成临时或特定工作所需的一切费用，机械设备提供者应
履行一切法定义务。

第九条 临时工程以法定计量单位为报酬单位，报酬中已包含
了为完成临时工程所需的一切费用，临时工程施工者应履行
一切法定义务。

第十条 劳务、机械设备提供者或临时工程施工者因未履行应
尽义务所带来的一切纠纷均由劳务、机械设备提供者或临时
工程施工者负责，与项目部无关且项目部不负任何连带责任
（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中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项目部所有管理人员均有权临时调用劳务协作方的
人员和设备，劳务协作方不得无故拒绝。劳务协作方若无法
满足临时调用的需求，应给出合理的解释。对于不能给出合
理解释恶意无故拒绝的被调用者，项目部将进行严肃处理。

第十三条 项目部管理人员在决定临时调用劳务协作方的人员
或设备前，应充分了解工地情况及临时工作的性质，在调用
时应尽量做到合理调配，避免发生窝工或待工（怠工）的现
象。



第十四条 在所选定的在劳务协作方无法满足或不能全部满足
或不能及时满足调配需求时，在劳务协作方给出合理的解释
后，临时调用人应另想他法或采用其他方案，不得无故刁难
劳务协作方。

第十五条 在紧急事件发生时，临时调用人在向劳务协作方

说明情况后，劳务协作方应无条件的服从临时调用人的安排。

第十六条 临时调用人在安排工作时不得违章指挥。若发生违
章指挥时，被调用人应予以及时指出，临时调用人应及时纠
正。若拒不纠正，则所发生的一切后果由调用人负责。

第十七条 被调用人或设备不得进行违章作业，因违章作业所
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被调用的劳务协作方负责。

第十八条 所有临时工程及人工零星杂工、机械设备零星杂工
的安排，安排人都必须有详细的记录，记录资料不得有虚假
或涂改的现象发生。一旦发现有虚假或涂改的现象，将根据
局、公司的相关制度对弄虚作假者进行相应的处罚，情节严
重的移交公司进行处理。

第十九条 临时用工安排人必须及时签认临时用工单，临时用
工单持有人为被调用者。临时用工单持有人若发现临时用工
安排人没有及时签认，应及时要求临时用工安排人予以签认，
若临时用工安排人对属实的零杂工拒不签认，被调用者可向
项目部举报，项目部查证后将视情节对拒签者进行相应的处
罚。

第二十条 临时用工安排人在安排临时工程是施工之前，应及
时与主管生产的领导进行沟通，以验证临时工程的必要性，
并寻求最佳施工方案和施工者。

情况给予相应的处罚。对于因临时用工实施者的原因未做到



月清月结的情况，临时用工安排人可以拒绝给予结算。判定
是否做到月清月结的标准为临时用工签认日期和工程结算报
告单出具日期，而两日期之差是否超过一个月。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在项目经理部。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相关文件为项目结算制度等项目部、公司
及局的有关制度、规定、办法等。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临时用电管理方案篇四

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中央关于社会管理“三个最大限度”的
总要求和国家电网公司的部署及指导，深入实施“三新”农
电发展战略，坚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政企联动、群众参
与、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原则，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广泛发动农村群众参与，通过完善标准体系、管理体系、责
任体系，强化物防和技防措施，以人为本多维度开展安全用
电宣教等措施，努力夯实农村用电安全基础，根本改善农村
用电安全状况，构建和谐的农村供用电环境。切实提升全县
人民群众用电安全水平，预防和减少用电安全事故发生，提
高群众生活质量，使全县人民群众得到最大实惠。

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以“新农村、新电力、
新服务”发展战略为目标，到20xx年xx月底，用三年时间基
本建立较为健全的政企联动、乡村实施、电力服务的农村用
电安全工作机制，农村用电安全管理标准齐备，农村群众安
全用电意识显著提高，农村用电安全知识得到普及，农村供
用电设施规范、警示标示标识等物防措施齐备，用电安全的
技防措施完备有效，农村临时用电管理规范。

（一）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运行符合规定要求。一是
至20xx年底前，实现农村配变台区总保护应装必装，中级



（分支）保护按规定配置。二是至20xx年，各级剩余电流动
作保护装置安装运行管理、检测维护和投运、更换符合要求，
确保正确动作。三是推动农村家庭安装使用户用及末级漏电
保护器，到20xx年前得到普遍安装使用。

（二）开展宣教，农村用电安全普及率大幅提高。一是中小
学生用电安全知识得到普及。县供电公司开展农村中小学校
用电安全知识宣教（每学校每学期不少于1次），形成常态机
制。二是农村群众用电安全意识显著提高。结合农事特点，
在每个乡（镇）组织开展不少于2次用电安全集中宣传普及活
动，农村群众普遍受到用电安全常识、触电急救、电力设施
保护等知识宣教。

（三）农村临时用电规范化管理水平显著提高。至20xx年，
通过综合治理，农村挂钩用电等私拉乱接违章用电行为显著
减少。农村临时用电管理规范，安装规范，保护到位，标准
统一。

（四）农村配电设施安全防护水平明显提高。一是至20xx年，
农村10kv配电线路、配电台区等对地安全距离、交叉跨越安
全距离100%满足规程、规定要求。二是至20xx年，基本形成
农村供用电设施规范，供用电安全的技防措施有效，警示标
志标识等物防措施完备的和谐供用电环境。

实施农村用电安全强基固本工程工作，重点要“完善三个机
制，建立两个体系，提升一项能力”。

（一）建立健全服务农村用电安全工作的保障体系。完善服
务农村用电安全工作组织体系，完善农村用电安全管理标准
制度体系。20xx年xx月底前，建立健全服务农村用电安全工作
的组织体系；完善健全服务农村用电安全工作的制度体系，
建立完善并发布工作标准、管理标准和技术标准。



（二）推动构建政企联动、乡村实施、电力服务共建机制。
推动由政府牵头、主导，建立乡（镇）、村为主体，县供电
企业参加的农村用电安全工作共建组织，实现政企联动、乡
村实施、电力服务共建机制。结合当地农村实际情况探索农
村用电安全宣教、规范农村用电设施管理新方法；探索供用
电设施保护的新措施；探索构建乡村（社区）电力服务组织，
为农村集体及农户用电设施提供服务、强化用电安全管理的
新方法。20xx年底前,“政企联动、乡村实施、电力服务”共
建组织达到90%以上，基本建立村级群众性用电安全服务机制，
确保和谐的农村供用电环境基本形成。

（三）提升供用电安全保障能力。严格供电用合同管理，依
法明确供用双方的责任界面；结合农网改造升级等工程实施，
提高农网装备水平；分析解决当前农业排灌存在的用电安全
问题。20xx年实现供用电合同及临时用电协议规范、供用电双
方责任和产权分界点明确（高压及动力用户产权分界以供用
电合同相关条款为准；普通居民用户以用户表下出线5cm处
为界，往电源侧方向产权属供电企业，往用户侧方向产权属
用户），20xx年前完成危及人身安全的农村中低压配电设施隐
患整改，按照农网改造升级技术标准对乡镇、农村人员集中
居住区域和中小学校周边供用电设施开展绝缘化改造；20xx年
前，结合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加大对老旧台区和供电设施的改
造力度；20xx年前达到客户侧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应装必装
目标。

（四）健全专业技术体系。按照变台出线开关安装总保护，
分支线首端或线路末端（集中安装电能表箱、农业生产设备
的电源配电箱）安装分支保护的原则，开展总、分支两级剩
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改造、维护。20xx年9月前全面推进剩余电
流动作保护装置应用普及。

（五）建立农村用电安全宣教长效机制。普及农村中小学生
用电安全知识，提高农村群众安全用电意识。20xx年前，力争



使中小学校师生普遍掌握用电安全常识、基本安全用电技能、
触电急救、电力设施保护等知识；20xx年前，将用电安全知识
教育纳入中小学生课外教学内容；20xx年前，基本实现农村户
户拥有用电安全基本常识读本（手册、图册）；20xx年前，农
村群众普遍受到用电安全常识、触电急救、电力设施保护等
知识宣教。

（六）建立完善服务农村用电安全工作评价机制。通过对各
单位服务农村用电安全工作组织体系建设情况、工作开展情
况以及工作实效进行量化评价，促进本实施方案目标的实
现。20xx年底前，基本实现全县农村用电安全工作制度健全，
标准完备，管理统一，运行规范，成效显著的工作机制。

（一）成立县、乡（镇）、村三级组织。为保证农村用电安
全强基固本工程工作的有效开展，县政府成立由分管副县长
任组长、各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领导小组，组织
协调全县农村用电安全强基固本工程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办公室设在县供电公司。同时乡（镇）、村也要成立
相应组织。明确专人负责，村要明确专人进行管理。由县、乡
（镇）、村三级管电组织和供电公司负责协调统一管理，共
同履行各级安全主体责任，确保这项惠农工作落到实处。乡、
村两级管电组织人员的推选要结合当地供电所意见，把懂业
务、懂管理、责任心强、在群众中威信高的干部推选上来。

（二）协调联动，形成合力。农村用电安全强基固本工程工
作是一项重要的“民心工程”，全县所有群众从中将得到实
惠，各单位要站在惠及民生的高度，各司其职，协调联动，
积极配合，把农村用电安全强基固本工程工作开展好、落实
好，各乡镇、村要争当农村用电安全强基固本工程工作的排
头兵，真正把这项惠及全县广大群众的好事做好。

（三）严格落实奖惩。农村用电安全强基固本工程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制定相应考核办法，并依据考核内容对各乡
（镇）、村管理组织每月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实



行“责任到人、考核到人”的管理机制，严格进行奖惩，对
工作成效明显的要全县通报表扬，对履职不到位要通报批评，
对因履职不到位造成后果的要追究责任。

临时用电管理方案篇五

2、学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节约用水的生活小事。

1、调查生活中浪费水资源的普遍现象。

2、搜集、制定一些节水措施。

1.通过小品“求医”引入：

放学后，女儿高兴地回到家里，要求洗澡，父亲告之应该洗
淋浴，而固执的女儿一定要洗盆浴，父亲为此头疼不已，女
儿爱浪费的毛病始终难改，因此让其前去求医，医生告之：
听说北炉小学五年级一班今天要开一个有关“节水”的主题
班会，先去观看，再来复诊……引出班会。

2.主持人解释，为何要定这个主题，于我们有何意义。

蓝色的地球演奏着生命的旋律，绿色的世界养育着万千的生
命，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我们共同吮吸着地球妈妈的乳
汁，今天我们班会的主题就是“节水，从点滴做起”。

当今世界，节水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在沿海城市，缺水问
题似乎还不怎么明显，但在许多地区，缺水情况仍然十分严
重。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响应，为节约国家的水资源，保护水
资源尽自已的一份微薄之力，使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加整洁、
美好、生活更健康，让我们的家园成为一个真正的绿色家园!

3、从生活经验入手，导入学习。



大家请看，这是我们蔚蓝迷人的地球，它同时有一个别名叫
做水球。地球表面70%是水，且大部分是海水，我们赖以生存
的 淡水资源非常贫乏。

人类的浪费，环境的恶化导致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用水频
频告急。因为缺水，导致大片良田干涸，颗粒无收；因为缺
水，沙漠正一步步吞噬着生机盎然的绿洲；因为缺水，人们
的日常饮用水受到严重威胁。当我们看到这些画面时，我们
是否感到心情沉重难过，我们需要发出怎样的呼喊：“节约
用水”。

4、小结过渡，导入“游戏”。

切苹果游戏，体验淡水资源的严重缺乏。

b、第一次切苹果，你觉得应该是一半左右吗？为什么？（不
是！） 第二次切苹果，你觉得应该是四分之一左右吗？为什
么？（不是！） 第三次切苹果，你觉得应该是八分之一左右
吗？为什么？（不是！） 第四次切苹果，你觉得应该是十六
分之一左右吗？为什么？（不是！）看着这一片，你的心情
怎样？）

第五次切苹果，老师切下1/16苹果片上的苹果皮，然后沉重
地告诉学生：同学们，看吧！1/16苹果片上的这么一层薄薄
的苹果皮，就相当与我们全球60多亿人可以利用的总的淡水
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