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2·28”高处
坠落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2023 年 2 月 28 日 10 时 19 分许，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一号航

站楼东三连廊 17 号转盘处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死

亡，直接经济损失 100.39 万元。

事故发生后，广州市、白云区和广州空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广州空港委”）相关领导分别作出批示指示，要求

妥善做好死者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举一反三开

展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坚决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经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批准，由广州空港委

安全监管局和广州市白云区应急管理局牵头，会同广东省公安厅

机场公安局、广州空港委规建局、广州市白云区总工会和广州市

白云区人和镇人民政府等相关单位成立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一号

航站楼“2·28”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

查组”），负责对此次事故进行调查，并邀请茂名市电白区人民

政府派员参加。事故调查组同时组织了相关方面的专家对事故进

行技术原因分析。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和注重实效

的原则，经过现场勘查、技术原因分析、询问调查取证、综合分

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救援、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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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等情况，对事故的性质进行了认定，提出了对相关责任单位、

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

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2·28”高处

坠落一般事故是一起因作业现场存在事故隐患、从业人员违规作

业、企业安全管理缺失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事发地点位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东三连廊 17 号

转盘处，事发时处于一号航站楼玻璃幕墙维修作业期间。2022

年 8 月 16 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金华城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一号航站楼玻璃幕墙维修项目合同》，

由前者将一号航站楼玻璃幕墙维修项目外包给后者，并约定了双

方的安全责任，合同期限自 2022 年 8 月 16 日至 2025 年 8 月 15

日，合同约定维修作业主要内容为一号航站楼玻璃幕墙（包含天

面采光顶及老虎窗）、玻璃幕墙配套钢结构、玻璃幕墙配套拉索

系统、登机桥固定端玻璃幕墙及金属屋面、登机桥固定端钢梯及

雨篷、玻璃幕墙排雨水沟管、登机桥固定端排雨水沟管及配套设

施等设施的维修等业务。在实际工作中，该维修项目实际发包方

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一号航站楼管理分公司
[1]
。涉

事单位及人员情况如下：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一号航站楼管理分公司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具有独

立营业执照。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工安排，负责广州白云机场一号航站楼的全部工作。



— 3 —

1.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一号航站楼管理分公司

（以下简称“一号航管分公司”），涉事维修项目实际发包方，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国有控股），负责人：许国

栋，营业场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 A4 综合楼

414 室（空港机场），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

2.广东金华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城建设公

司”），涉事维修项目承包方，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陈高，住所：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海

滨新区 28 号，经营范围包括幕墙制作与安装等。该公司具有建

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等资质，主要负责人为李照雄（男，42

岁，广东广州人），涉事维修项目负责人为关意兴（男，46 岁，

广西玉林人），班组长为黄永伟（男，41 岁，广西贵港人）。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金华城建设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未监督、教

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落实。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制度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技术、管理措

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督促、检查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项目负

责人未按照职责开展相关工作，未检查本项目安全生产状况并及

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班组长作为现场负责人，未教育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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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故意隐瞒从业

人员无证上岗的情况，且在事故发生后为逃避责任故意藏匿事发

时死者使用的安全带，给事故调查工作带来了困难。

2.一号航管分公司。一号航管分公司作为涉事维修项目实际

发包方，在工作中未落实“监督施工方落实动火、高空等特种作

业人员资质符合性并持证上岗，按规操作”的规定，现场检查不

深入不细致，未能及时发现金华城建设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

安全问题并及时督促整改。未根据现场实际施工情况，凭经验、

凭感觉审批高处作业等级。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2 月 28 日上午，金华城建设公司驻涉事维修项目班

组根据工作安排对一号航站楼玻璃幕墙进行维修作业。10 时 04

分许，班组工人黄永恒与其他五名同事进入一号航站楼东三连廊

17 号转盘处的作业现场。10 时 10 分许，黄永恒从 19 号转盘外

编号为E12的弧形钢桁架攀爬至A区连廊空侧外二层平台左侧并

平移至右侧,通过编号为 E13 的弧形钢桁架继续向上攀爬至距离

地面约 18.1 米高的弧形钢桁架顶部区域。10 时 19 分许，黄永

恒从高空沿曲面玻璃头朝下快速坠落，头部撞击到 E13 弧形钢桁

架地面竖直防撞柱顶部，随后安全帽水平飞出，躯体连同安全带、

措施绳一同坠落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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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经过示意图（红线为移动轨迹，白线为坠落轨迹）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白云机场一号航站楼东三连廊 17 号转盘外，

黄永恒坠落地点为编号 E13 弧形钢桁架拱脚防撞立柱旁，事故后

已经围蔽。事故现场设施未被破坏。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死者黄永恒，男，26 岁，壮族，

广西贵港人，金华城建设公司驻涉事维修项目班组工人，未取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 6721）

核定该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 100.3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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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情况。

据民航中南空管局气象中心 2 月 28 日天气预报，少云，偏

东风 1-4 米/秒，能见度 5-10 公里，气温 20 摄氏度。其他环境

和舆论情况未见异常。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一号航管分公司依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

有限公司安全信息管理制度》向各级值班领导汇报事故情况。广

州空港委安全监管局接报后，按照事故信息报告有关要求及时向

广州市应急管理局总值班室报告事故基本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10 时 32 分，一号航管分公司运行控制中心（以下简称 TOC）

指挥员梁志军向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控制中心

（以下简称 AOC）值班室电话报告事故基本情况。

10 时 39 分，一号航管分公司总经理彭海东向广州白云国际

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时任部长刘洪波电话报告事故情

况。同时，AOC 值班员孙晓羽向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监察部值班员于豪电话报告事故情况。

10 时 41 分，一号航管分公司执行董事许国栋、总经理彭海

东分别向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晓

勇、副总经理黄浩电话报告事故情况。同时，AOC 赵海向广东省

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安全质量部安全信息项目谭卓电话报告

事故情况。



— 7 —

10时 52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浩，

安全监察部时任部长刘洪波、副部长胡志方，于豪赶赴现场指导

处置工作。

11 时 36 分，AOC 运行部值班经理范丽梅向民航广东监管局

值班员孙洋电话报告事故情况。

13 时 46 分，AOC 向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安全质量

部发送邮件，书面报告事故情况。

17 时 24 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于

豪向广州空港委安全监管局值班员夏财源电话报告事故情况。

18 时 46 分，广州空港委安全监管局值班员夏财源向广州市

应急管理局总值班室书面初报事故情况。

19 时 30 分，广州空港委安全监管局局长欧阳海涛带队到达

事故现场进行处置和勘察取证。

23 时 25 分，广州空港委安全监管局值班员夏财源向广州市

应急管理局总值班室书面续报事故进展情况。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2 月 28 日 10 时 19 分事故发生，现场作业人员上前查看情

况，用擦玻璃的毛巾为黄永恒头部止血，并向施工班组长黄永伟

报告情况。黄永伟从室内二楼到室外现场核实情况后，于 10 时

22 分拨打机场急救中心电话。

19 时 30 分，广州空港委安全监管局工作人员到达事故现场

勘察取证，收集封存相关单位安全生产台账资料和事故现场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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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全力督促做好善后与事故调查工作。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白云机场急救中心在接报后，紧急出动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开

展抢救工作。同时，金华城建设集团在一号航管分公司的指导下，

主动联系死者父母，告之情况，邀请家属赶赴医院，安抚家属情

绪，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赔偿金到位后，目前家属无异议。

一号航管分公司及时控制社会舆情，目前未造成不良反映。医疗

救治和善后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2 月 28 日 10 时 25 分 49 秒至 34 分 58 秒，两批共四名机场

急救人员到达事故现场抢救黄永恒。

10 时 35 分 26 秒，白云机场急救中心救护车到达事故现场。

10 时 45 分 41 秒，救护车离开事故现场送黄永恒去广州市

花都区人民医院。

3 月 1 日，金华城建设集团与死者父母签订《意外赔偿协议

书》。

3 月 2 日，广州市花都区殡仪馆出具《遗体火化证》（编号

4010220230302008）。

（四）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白云机场急救中心、广州空港委安全监管局在接报事故后均

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开展处置工作。白云机场“固枪 121756”

和“固枪 121758”监控视频分别显示，10 时 47 分 24 秒黄永伟

将死者作业时穿戴的单钩白色安全带藏匿在一号航站楼到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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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转盘炮楼一层，10 时 47 分 39 秒返回现场，将自己穿戴的双

钩蓝色安全带留在现场。黄永伟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给后续调查

带来干扰。

三、事故原因分析

2 月 28 日，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

明（推断）书》（编号 D442022118715）显示，黄永恒的死亡原

因是：创伤性休克。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析，排除了

人为故意破坏、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

事故调查组组织相关方面的专家对事故进行技术鉴定（分

析），根据专家组出具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2·28”

高处坠落一般事故技术原因分析报告》，经综合分析，本起事故

发生的直接原因为：

（一）施工现场存在高处坠落事故隐患。

现场作业的环境中，弧形钢桁架各构件的形状复杂，其上左

弦杆、上右弦杆以及下弦杆外径为 0.219 米，主次弦杆之间的中

心距为 2.51 米，斜腹杆的外直径为 0.127 至 0.168 米，斜腹杆

长度范围为 3.175 至 3.224 米不等，斜腹杆的角度不规则。主弦

杆的曲率半径为 18.464 米、次弦杆的曲率半径为 15.954 米。当

人员佩戴单钩安全带仅凭个人技术与体能攀爬，大直径曲杆单手

握不住，双手握持弦杆交替互换不及。交替互换过程中还要更换

安全带的位置，人员滑落高坠的风险极高。同时，固定措施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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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绳作业时，一边是曲面玻璃和屋顶通风百叶窗，另一边是临

边、悬空场所，现场未设置安全防护设施或装置，存在高处坠落

的事故隐患。

（二）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无证上岗，作业过程中未正

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死者黄永恒安全意识淡薄，在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作业操作证》的情况下进行高处作业，对施工现场存在的事故隐

患缺乏足够重视，在使用单钩安全带攀爬至距离地面约 18.1 米

高的弧形钢桁架顶部区域后，改变安全带挂点变换体位拟固定措

施绳时，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带，未能安全作业，以致自身连

同安全带、措施绳沿曲面玻璃幕墙滑落地面受伤致死。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
[2]
和第五十七条

[3]
之

规定。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金华城建设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管理

缺失。

1.未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

用品。金华城建设公司虽然向从业人员提供了安全带等劳动防护

用品，但未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违反

[2] 第三十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

格，方可上岗作业。

[3] 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

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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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
[4]
之规定。

2.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落实。金华

城建设公司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场所及作业过

程中存在的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
[5]
之规定。

3.有关人员未履行职责。（1）李照雄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

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

工作机制，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

一条（三）（五）
[6]
之规定。（2）关意兴作为公司驻涉事维修

项目负责人，负责涉事维修项目的全面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
[7]
之规定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

负责，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

制，未督促、检查本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3）黄永伟作为涉事维修项目的现场负责人（班组

[4] 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

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5] 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

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

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

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6] 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

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7]第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

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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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之规定对职责

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未教育监督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

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隐瞒死者无证上岗的情况
[8]
，在事故

发生后为逃避责任藏匿死者作业时使用的安全带
[9]
，故意破坏事

故现场，违反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十六条

第一款
[10]

和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11]

之规定。

（二）一号航管分公司审批和现场检查工作不细致。

一号航管分公司作为涉事维修项目实际发包方，该项目由该

公司基建工程部具体负责，《2023 年基建工程部安全指标》第

7.6 条显示：“监督施工方落实动火、高空等特种作业人员资质

符合性并持证上岗，按规操作。”但在实际工作中未根据实际施

工情况开展相关工作，现场检查不深入不细致，未能及时发现金

华城建设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问题并及时督促整改。未

根据现场实际施工情况，凭经验、凭感觉审批高处作业等级。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

（一）建议不追究责任的人员。

黄永恒，金华城建设公司驻涉事维修项目班组工人，安全意

识淡薄，在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情况下

[8] 经查，死者所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为黄永伟网上联系购买得来，经证件显示的发证单

位核实，死者所持证件非该发证单位核发。

[9] 事故发生后，黄永伟将死者作业时穿戴的单钩白色安全带藏匿在一号航站楼到达 15号转盘炮楼一层，将自身

穿戴的双钩蓝色安全带摆放在现场。

[10] 第十六条第一款：事故发生后，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破坏事故现场、毁灭相关证据。

[11]《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事故发生单位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在事故调查期

间不得擅离职守，并应当随时接受事故调查组的询问，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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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高处作业，对施工现场存在的事故隐患缺乏足够重视，在使

用单钩安全带攀爬至距离地面约 18.1 米高的弧形钢桁架顶部区

域后，改变安全带挂点变换体位拟固定措施绳时，未正确佩戴和

使用安全带，未能安全施工，以致自身连同安全带、措施绳沿曲

面玻璃幕墙滑落地面受伤致死。鉴于黄永恒在事故中死亡，建议

不追究其责任。

（二）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

黄永伟，男，群众，金华城建设公司驻涉事维修项目现场负

责人（班组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
[12]

之规定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未教育监督从业人员

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隐瞒死者无证上岗的情

况，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且在事故发生后为逃避责

任藏匿死者作业时使用的安全带，故意破坏事故现场，其行为涉

嫌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13]

和《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
[14]

的规

定，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由广东省公安厅机

场公安局牵头落实）

[12]第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

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13] 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

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

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4] 第三十六条 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故发生单位处 1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 60%至 100%的罚款；属于国家

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二）伪造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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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议予以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人员。

1.金华城建设公司，涉事维修项目承包方，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不落实，安全管理缺失，使用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

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从事高处作业，未教育监督从业人员按照

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

度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

消除施工场所及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

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

款（一）
[15]

之规定，建议由广州空港委安全监管局依法对其予以

行政处罚。

2.李照雄，男，中共党员，金华城建设公司主要负责人，未

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

作机制，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一）
[16]

之规定，建议由广州

空港委安全监管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3.关意兴，男，群众，金华城建设公司驻涉事维修项目负责

人，负责涉事维修项目的全面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五条
[17]

的规定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未

[15]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

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16] 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17] 第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

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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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督

促、检查本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六条
[18]

之规定，建议由广州空港委安全监管局依法

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四）建议公司内部处理的单位和人员。

一号航管分公司作为涉事维修项目实际发包方，在工作中未

落实“监督施工方落实动火、高空等特种作业人员资质符合性并

持证上岗，按规操作”的规定，未能及时发现金华城建设公司在

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问题并及时督促整改，未根据现场实际施

工情况凭经验、凭感觉审批高处作业等级。建议由广州白云国际

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按公司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彭海东，女，中共党员，现任一号航管分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协助分公司执行董事全面负责本单位生产运行、经营管

理、投资建设等工作，2020 年 9 月任现职，2021 年 3 月至今临

时分管本单位安全、应急管理等方面工作。对本单位有关部门管

理不到位，对该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广州白云

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按公司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王祥虎，男，中共党员，现任一号航管分公司基建工程部副

经理（主持工作）,全面负责基建工程部工作，2022 年 9 月任现

[18] 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

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

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 16 —

职。对外包服务单位施工安全管理缺乏有效监管，对该事故的发

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一号航管分公司按公司规定对其进

行处理。

宋子麒，男，群众，现任一号航管分公司基建工程部工程项

目管理员，2023 年 2 月起负责涉事维修项目作业审批和现场管

理。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深入不细致，未根据实际情况凭经验、

凭感觉审批高处作业等级，对该事故的发生负有现场监管责任，

建议由一号航管分公司按公司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五）其他建议。

事故涉及其他法律责任，如是否构成民事侵权等责任，建议

由当事各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机场与属地未建立高效的应急联动机制。广州白云国

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白云机场的省属国企单位，平时主要与

民航广东监管局联系航空器业务，与属地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疏于

联络，对安全生产事故处理程序不了解，事故报告监管部门选择

有误。事故发生后，AOC 值班经理于 11 时 36 分向民航广东监管

局值班室电话报告事故情况。由于没有与属地安全生产监管部门

建立相互的联动机制，导致事故发生近六个小时（17 时 24 分）

后才向广州空港委安全监管局值班电话报告，造成属地安全生产

监管部门不能及时掌握、了解事故情况，有效开展应急处置。

（二）属地监管部门对机场存在监管盲区。白云机场作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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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人员密集场所，安全要求高，管理难度大，在平时管理上执

行的是民航行业标准。机场很多重要的核心场所，属地监管部门

人员很难进入开展检查工作，一些隐患不能及时发现整改。

（三）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水平有待加强。一是风险管控能力

有待提升。一号航管分公司作为业主单位，对高处作业风险评估

不足，对复杂环境下进行施工作业易发生的事故风险预测不够，

另外公司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业务能力不足，作业防护措施与实

际作业情况不匹配，从而不能及时发现玻璃幕墙维修项目中存在

的问题，科学有效监督指导外包服务单位采取相应防范措施消除

安全隐患。二是企业领导法治意识有待强化。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是企业预防事故的根本制度，

而金华城建设公司作为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企业，却未依

法建立和落实。这充分反映公司领导法治意识极其淡薄，在落实

安全生产法方面还有差距。三是特种作业人员管理有待完善。金

华城建设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涉事维修项目从招投标

开始一直到事发时，未安排人员登陆应急管理部官网核实，导致

未经正规培训、考核的持假证人员违规加入特种作业人员队伍。

四是施工现场管理有待提高。金华城建设公司涉事维修项目负责

人从签订合同到事发时，从未到过一号航站楼施工现场开展技术

交底和安全检查工作，对现场实际情况一无所知，项目负责人有

名无实。公司领导亦未检查本项目安全生产状况并及时排查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致使隐患长期未得到整改，侥幸心理严重，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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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故是偶然，发生事故是必然。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避免和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切实从本起事故中深刻吸

取血的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应从以下方面采取事故整改和防

范措施：

（一）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组织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广州空

港委安全监管局要组织相关部门、企业召开“2·28”事故案例

分析会议，通报事故有关情况，督促相关单位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

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二）健全应急联动机制，强化项目安全管理。一号航管分

公司要加强本单位安全管理工作，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要进一步健全并严格落实机场范围内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机制，

及时向属地监管部门上报各类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同时，切实承

担起外包服务项目安全监管责任，加强对外包服务单位的统一协

调管理工作，强化资格审查、巡视旁站等工作，督促外包服务企

业落实责任，确保各类项目全过程安全。

（三）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强化过程监督管理。金华城建设

公司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本单位安全管理工作，

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建立健全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复审档案和日常检查工作，按

规定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加强对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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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过程的安全检查、协调，及时发现并制止作业人员的违规行为，

消除安全隐患。

（四）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查处违法行为。广州空港委

安全监管局要对广州空港经济区内企业特种作业定期开展安全

隐患排查，严厉查处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作业、不正确使用安

全防护用品等突出、典型的违法行为，加大对伪造证件违法行为

的打击力度，将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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