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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灾害，导致四川省数百万间房屋倒塌，数千万间房屋损坏

。目前，抗震救灾工作已进入灾后重建阶段。重建家园有着

比平时数十倍增长的建材需求，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质监部

门切实加强建材产品质量监管，杜绝安全隐患，既是帮助灾

区恢复重建的科学、务实之举，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职

责。近一段时间，通过对建材产品开展监督抽查、驻厂监管

、免费检测等工作，以及到四川省乐山、眉山等地企业调研

后，我对抓好建材产品质量监管有了一些思考。本文来源:百

考试题网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灾区企业恢复生产难度大、

建材市场供应缺口大、全省建材产品需求大，在需求大于供

给的情况下，如果把关不严，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以

次充好，以假充真。而且国务院对口援建方案中，已明确把

提供建筑材料作为支援的方式之一，这进一步加大了质量把

关的难度。确保水泥、钢材等建筑材料的供给与质量安全，

是灾后重建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必须把其作为一项

严肃的政治任务，采取必要措施加强监管和检测，确保建材

产品质量安全。 当前建材产品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来源：

考试大 在对四川省11个市、州200多家建材企业的调研过程中

，企业普遍反映当前生产经营中主要存在以下4个问题：一是

部门条条框框较多，优惠政策兑现难。在水泥、钢筋等建材

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特别是新上项目的立项、环评、生产许

可、品牌争创等申报审批中，因受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限制，



有些手续审批时间长、程序多，企业往往在等待中失去市场

、失去机遇。二是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企业正常运转难。受

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和地震灾害交通不畅的影响，“5.12”以来

，煤、电、油、气等建材产品的生产要素和上游产品价格普

遍上涨，而且供不应求。三是部分道路管制，物流运输难。

前阶段因抗震救灾对部分道路交通实行管制，致使部分企业

原材料运不进来，产品运不出去，影响企业正常生产。比如

四川德胜钢铁集团在地震中因道路交通问题，致使近1万吨原

材料无法从云南运进来；四川明星电缆公司也因此致使1.6亿

元的订单任务不能如期完成。四是灾区企业受损较重，资金

回收和质量把关难。地震灾害发生后，销往成都、德阳等重

灾区的建材产品，很难收回资金。另外，重灾区大部分企业

质量检验检测设备毁损严重，专业技术人员不同程度伤亡，

虽然在国家质检总局的支持下，我局近期已向灾区派出

了2000多人的检验检测、特种设备专业技术服务队伍，但与

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的需求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本文来源:

百考试题网 这些问题反映在价格、运输等层面，但如果长期

不解决，必然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导致建材产品质量下降

。近期，通过对热轧、冷轧带肋钢筋等5类建筑用钢材的专项

抽查，批次合格率仅为66.2%.一些企业在利润与成本的双重

压力下，难免偷工减料、掺杂使假，甚至以假充真、以次充

好，扰乱市场秩序，打破重建美好家园的愿景。 加强建材产

品质量监管的对策与建议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政府负总责。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

》，要明确各级政府对辖区内的产品质量负有总体责任。目

前，资阳、雅安等地政府已经成立了建材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领导小组，统一安排部署质量监管重大活动。其他各级政府

也要按照“属地管理、守土有责”的原则，统筹协调当地建

材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把建材产品质量安全责

任逐级落实到市、县、乡镇和施工工地，真正形成“地方政

府对建材产品质量安全负总责，监管部门各负其责，生产经

营者作为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体系，构建“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责任网络。 同时，为确保建材产品质量安全万无一

失，推动建材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各级政府要在税费征收、

土地使用、银行贷款、价格补贴、生产许可等方面为建材企

业开辟绿色通道，提供电力、煤炭、天然气、运输等4个方面

的生产要素保障。对建材产品要实施政府采购制度、统一配

送制度，以及对农户灾害现金补贴转化为建材等产品的实物

补贴制度，而且要把生产许可证、检验合格报告等作为政府

采购的必要条件，建立对建材产品的采购质量咨询机制，着

力维护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部门要协

作。建材产品质量安全链条长、环节多、监管难度大，哪个

环节出了问题都事关全局，因此必须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建设、工商、质监等有关部门，一定要围绕质量安全的总目

标，分兵把口，搞好衔接，加强沟通，开展联合执法。一要

依法监管。按照《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于生产、销售和使用假冒劣质建材产品的行为，

尤其对生产“地条钢”、劣质预制板等严重违法行为，保持

高压打击态势，该曝光的曝光，该关停的关停，该追究刑事

责任的坚决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二要科学监管。把

恢复灾区质量技术检测手段作为科学监管的首要任务，早日

重建灾区公共技术检测平台，实施科学监管，这是建材产业



发展的基础，也是质量把关的重要手段。三要有效监管。对

水泥、钢筋、电线电缆等危险系数高的主要建材产品实施驻

厂监管制度；对防水卷材、人造板等一般建材产品，加大巡

查和抽查力度；对重点工程用建材，要纳入监督抽查计划，

建立入场（工地）质量验收报告制度。同时，继续实施好去

年在专项整治中探索的台账制度、索证索票制度，建立健全

从产品设计、原料进厂、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到施工工地的

全过程监管体系，完善建材产品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和责任

追究体系。四要阳光监管。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机关

效能建设活动，在项目审批、生产许可、品牌争创等方面，

简化办事程序，实行“直通车”服务。特别是对省外支援的

建材产品，既要心存感谢，又要严格把关，对合格与不合格

建材，应当通过传媒，定期向社会公布。来源：考试大的美

女编辑们 企业要主动。这次灾害也为新一轮产业发展提供了

机遇。面对灾后重建建材市场需求和供应的巨大缺口，省外

建材产品生产企业不断要求与四川合作贴牌生产，抢占商机

。我省各类建材企业特别是重灾区的企业，要尽快从地震灾

害造成的社会心理震荡中恢复过来，主动恢复生产、满负荷

生产，公开承诺不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要切实加强质量、计

量和标准化等技术基础工作，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业档次

。要加大中国名牌、国家免检产品的培育、争创、宣传和保

护力度，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抢占市场竞争

的制高点和话语权，让更多的“四川制造”服务灾区建设。 

社会要监督。进一步完善投诉举报制度，公开投诉举报电话

，畅通信息渠道，接受社会监督。要对建材产品整治行动和

成果，及时报道，对行动迟缓，进展不快，问题长期存在地



区要公开曝光。特别要加大对名牌、免检产品的宣传力度，

加大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曝光力度。要加大对建材产品生产者

、销售者、使用者以及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质量知识宣传教

育，采取印发建材产品应知应会小册子、举办专题讲座等形

式，广泛宣传建材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性，提高老百姓识假

辨假的能力，努力营造“重质量、重品牌”的消费环境。最

终目的是力求通过有效监管和综合治理，大幅度提升灾后重

建的建材产品质量，确保真正建成安全的美好家园。 相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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