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541J/2024-

03479 
分类： 建筑管理;通知 

发文机关：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成文日期： 2024 年 12 月 06 日 

标题：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建设各

方主体行为监管的通知 

发文字号： 吉建办〔2024〕34 号 发布日期： 2024 年 12 月 17 日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房屋

市政工程项目建设各方主体行为监管的通知  

    

吉建办〔2024〕34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梅河口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单

位：  

   一、建设单位  

  （一）必须选择满足资质要求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检测单位，优

先选择有类似工程业绩的单位承建大跨度建筑。  

  （二）必须取得施工许可证后方可开工，禁止未批先建、肢解发包、指定

分包、使用不合格建筑材料、降低质量标准。  
  （三）必须将施工图送审查机构审查，施工图未经审查批准，禁止用于指

导施工。  

  （四）必须合理确定造价和工期，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禁止压低造

价、压缩工期、未经验收合格就投入使用。  

   二、勘察设计单位  

  （五）甲、乙级岩土工程勘察的项目负责人必须由注册岩土工程师担任；

民用房屋建筑工程的设计项目负责人必须由注册建筑师担任；以结构为主的项

目负责人必须由注册结构工程师担任。  

  （六）必须严格落实“校对、审核、审定”三级校审制度。设计文件必须

有项目负责人、专业负责人签字，并在施工前就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向施工

及监理单位做出设计交底。设计变更必须履行程序，禁止在违反强制性标准或

不满足设计要求的变更文件上签字。必须解决施工中出现的设计问题，并参加

竣工验收，对勘察设计成果负责。  

  （七）对于加固改造项目，必须要求建设单位提供检测报告、安全性鉴定

报告和抗震鉴定报告，并据此进行设计。  

   三、施工单位  
  （八）必须派驻与本单位订立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工资和社保关系的项目

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等管理人员。禁止将

专业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或个人。  

  （九）项目负责人必须是与项目相对应的一级或二级注册建造师，单跨 30
米及以上大跨度建筑项目负责人必须由一级注册建造师担任。施工员、质量

员、安全员等管理人员必须具有岗位证书，实名制打卡率必须达到 80%以上。

禁止超范围执业、无证上岗。  



  （十）对于进入施工现场的钢筋、商品混凝土、装配式部品部件、设备

等，必须进行检验和验收。对钢构件加工、预埋件施工、焊接作业、高强螺栓

施工，必须做好施工检查记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质量员、项目负责人、监

理工程师必须签字确认，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全过程留存影像资料，存档备

查。  

  （十一）必须紧盯脚手架、起重机械、深基坑等危险性较大工程，聚焦高

处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动火动焊作业等易发生事故的关键部位环节，严格按

标准施工，禁止野蛮施工和冒险作业。  

  （十二）必须做好技术交底，严格按图施工。必须执行“操作者自检、班

组长组织互检、上下道工序交接检”，填写《分项工程自检、互检、交接检记

录单》，参检人员必须签字确认，未经检查合格禁止进入下道工序。  
  （十三）必须对已完工程进行自查自评验收，确认已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

约定的各项内容，并达到竣工标准。必须保证竣工图与实体工程一致，并留存

备查。  

   四、监理单位  
  （十四）总监理工程师必须具有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必须按照 1 万平方

米至少配备 1名土建监理工程师，配齐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实名制打卡

率必须达到 80%以上。  

  （十五）必须严格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必须对施工单位报

送的原材料和设备质量证明文件进行审验，并实施取样见证、平行检验。  

  （十六）每天至少巡视施工现场 2次，关键工序和重要部位必须进行旁站

监理。必须对施工单位报验的检验批、分部工程、分项工程提出验收意见。未

经监理机构验收合格，禁止进入下道工序施工。  

  （十七）对发现的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必须下达监理通知单，督促施工

单位立即整改。对存在重大隐患的，必须立即向建设单位和属地行业主管部门

报告。  

   五、检测单位  
  （十八）必须执行见证取样检测制度，建立试样流转记录，保证从接收、

分发、制备、检测、留置到处理全流程可追溯。对检测结果不合格的数据或报

告禁止抽撤、替换或修改。  

  （十九）必须建立检测结果不合格项目台账，并跟踪不合格项目处理结
果，将检测不合格的情况及时通知质量监督机构和建设单位。  

   六、行业主管部门  

  （二十）各级安委会成员单位必须从各自行业角度，发挥“三管三必须”

作用，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及时排查整治隐患。各级住建、应急部门要发挥牵

头作用，督促提醒各行管部门落实监管责任，住建部门提供必要技术支撑。对

不履职尽责的行管部门人员，要依法依纪问责。  

  （二十一）必须将大跨度等技术难度大、参建单位多、交叉作业多、存在

质量安全事故隐患的项目列为重点监督对象。  

  （二十二）必须对辖区内所有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进行全覆盖监管，对

存在未批先建、违法发包、违法分包、转包、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或质量安全

重大隐患的，从快、从重顶格处罚责任单位和个人，并记入不良记录，实行联

合惩戒。  

   七、所有权人（使用人）  



  （二十三）房屋市政工程交付使用后，必须根据使用情况，每年对建筑物

的外立面、承重墙体、梁柱、屋面结构、楼梯等进行检查，禁止擅自改变使用

功能、拆改承重结构、不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就实施装修改造。  

  （二十四）对检查发现存在开裂、脱落、变形、渗漏现象的，必须委托具

备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安全性检查和检测鉴定。对鉴定为 C、D 级的危房，必须

整治合格后方可运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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