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贵州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
竞赛活动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贵州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以下简

称 QC 小组竞赛活动）全面开展，促进建筑业企业精准提升工程

质量、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充分发挥万众创新的工

匠精神，激励广大建设者参与质量创新和持续改进活动，建造安

全、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产品。结合本省特点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QC 小组竞赛活动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科学的原

则。

第三条 QC 小组竞赛活动采用成果资料审核和现场发布相结

合的形式，提倡和坚持“小、实、精、细、活、新”的活动特点，

选拔出改进质量、降低消耗、提高效益、创新发展的优秀成果。

QC 小组竞赛活动每年在会员单位中开展一次，竞赛结果向社会公

布。

第四条 QC 小组竞赛活动由贵州省建筑业协会组织实施。

第二章 报名条件和提交材料

第五条 报名参加 QC 小组竞赛活动的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按照本企业相关规定进行小组注册和课题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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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照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的程序要求开展活动，认真贯

彻执行《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准则》（T/ZSQX 014-2021）

中的相关规定，正确运用质量管理理论、方法；

（三）活动过程、活动成果有推进人员的指导和评价；

（四）活动结束日期与报名截止日期的时间间隔不超过两年；

第六条 参加质量管理小组竞赛活动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贵州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报告单；

（二）活动成果电子版材料（PDF 版或现场竞赛 PPT）；

（三）推进者证书扫描件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

第三章 竞赛程序和内容

第七条 参加质量管理小组竞赛活动须经过报名、推荐、资

料审核、初赛、复赛和决赛六个环节：

（一）报名。质量管理小组竞赛活动应遵循自愿原则进行报

名。

（二）推荐。参赛成果由企业主管部门推荐。

（三）资料审核。贵州省建筑业协会秘书处负责对小组报名

材料的合规性、完整性进行审核，不符合活动程序及要求的予以

退回。

（四）初赛。专家组对小组活动成果资料进行审核，并按照

《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准则》中的“问题解决型课题成果

发表评审表”及“创新型课题发表评审表”进行评分。

（五）复赛。专家组对初赛合格的成果进行复审，确定一、

二、三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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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决赛。复赛结束后，获一等成果的小组进入决赛阶段

的发布，现场评分。

第八条 竞赛标准

（一）贯彻执行《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准则》（T/ZSQX

014-2021）标准。

（二）遵循 PDCA 循环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重点考核活

动程序是否正确、收集的数据是否完整、准确、有效，以及统计

方法的运用是否适当。

（三）决赛成绩由成果内容审核和现场发布两部分组成，共

计 100 分，其中成果内容审核占 80 分，现场发布占 20 分。名次

按分数由高到低排名。

第九条 竞赛结果

（一）质量管理小组竞赛活动结果由协会秘书处审定，依次

区分为一、二、三等成果。其中，一等成果不超过 20%，二等成

果不超过 50%，三等成果不低于 30%。决赛获奖数量根据本年度

竞赛情况确定。

（二）没有进行成果发布的小组，视同放弃。

第四章 专家构成

第十条 QC 小组竞赛活动专家在协会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且

在聘任期内。每组设组长 1 人，组员若干人，负责竞赛活动的审

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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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奖 励

第十一条 贵州省建筑业协会向竞赛获得等级的 QC小组颁发

证书，获得 QC 小组竞赛活动一等成果的，择优推荐参加中国建

筑业协会或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的工程质量管理小组活动。

第十二条 各单位可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并结合本单位实际情

况，向持续开展活动、成效显著的 QC 小组和个人给予相应的奖

励。

第六章 活动纪律

第十三条 参赛成果如存在剽窃、弄虚作假等现象，经查实

后，取消参赛资格，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参赛单位警示。

第十四条 专家及有关人员，要秉公办事，廉洁自律，对违

反相关规定者，将视情况进行通报批评，并取消相应资格。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贵州省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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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质量管理小组活动评审表

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现场评审项目、方法、内容及分值见表1。

问题解决型课题成果评审项目、内 容及分值见表2。

创新型课题成果评审项目、内容及分值见表3。

表1 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现场评审表

序号 评审项目 评审方法 评审内容 分值

1 质量管理小
组的组织

查看记录

（1）小组和课题进行注册登记；

（2）小组活动时，小组成员出勤情况；

（3）小组成员参与组内分工情况；

（4）小组活动计划及完成情况。

10分

2 活动情况与
活动记录

听取介绍

交流沟通

查看记录

现场验证

（1）活动过程按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程序开展；

（2）活动记录（包括各项原始数据、调查表、记录等）保
存完整、真实；

（3）制定各阶段活动详细计划，每阶段按计划完成；

（4）活动记录的内容与发表资料一致。

30分

3
活动真实性

与有效性

现场验证

查看记录

（1）小组课题对工艺、技术、流程、管理、服务的改进点
有改善；

（2）各项改进在专业技术方面科学有效；

（3）取得的经济效益得到财务部门的认可；

（4）无形效益得到验证；

（5）统计方法运用适宜、正确。

30分

4
成果的维持

与巩固

查看记录

现场验证

（1）小组活动课题目标达成，有验证依据；

（2）改进的有效措施已纳入有关标准或制度；

（3）现场已按新标准或制度作业，成果巩固保持在较好水
准；

（4）活动成果应用于生产和服务实践，取得效果，其他相
类似岗位、部门有推广和借鉴。

20分

5
质量管理

小组教育

提问或

考试

（1）小组成员掌握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内涵与活动程序；

（2）小组成员对方法的掌握程度和水平；

（3）通过本次活动，小组成员质量管理只是和技能水平

得到提升。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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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问题解决型课题成果评审表

序号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 分值

1 选题

（1）所选课题与上级方针目标相结合，或是本小组现场急需
解决的问题；

（2）课题名称简洁明确，直接针对所存在的问题；

（3）现状调查数据充分，并通过分析明确问题或问题症结；

（4）现状调查为制定目标提供依据；

（5）目标设定有依据、可测量；

（6）工具运用正确、适宜。

15分

2 原因分析

（1）针对问题或症结分析原因，因果关系要明确、清楚；

（2）原因分析到可直接采取的程度；

（3）主要原因从末端因素中选取；

（4）对所有末端因素逐一确认，将末端因素对问题或问题症
结的影响程度作为判定主要原因的依据；

（5）工具运用正确、适宜。

25分

3 对策与实施

（1）针对所确定的主要原因，逐条提出不同对策，必要时进
行对策多方案选择；

（2）对策表按“5W1H”原则制定；

（3）每条对策在实施后检查对策目标是否完成；

（4）工具运用正确、适宜。

25分

4 效果

（1）将取得效果与实施前现状比较，确认改进的有效性，与
所制定的目标比较，检查是否已达到；

（2）取得经济效益的计算实事求是；

（3）必要时，对无形效果进行评价；

（4）实施中的有效措施已纳入有关标准，并按新标准实施；

（5）改进后的效果能维持、巩固在良好的水准，并有数据依
据；

（6）工具运用正确、适宜

20分

5 成果报告
（1）成果报告真实，有逻辑性；

（2）成果报告通俗易懂，以图表、数据为主。
5分

6 特点

（1）小组课题体现“小、实、活、新”特色，即选题小、活
动实、活动形式灵活、活动方式新颖；

（2）统计方法应用有创新和效果。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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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创新型课题成果评审表

序号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 分值

1 选题

（1）题目选定有创新；

（2）选题借鉴已有的知识、经验等；

（3）目标具挑战性，有量化的目标和可行性分析

20分

2

提出方案
并确定

最佳方案

（1）提出的总体方案具有创新性和独立性，分级方案具有可比
性；

（2）方案分解应逐层展开到可以实施的具体方案；

（3）用事实和数据对经过整理的方案进行逐一分析、论证和评
价；

（4）用现场测量、试验和调查分析的方式确定最佳方案；

（5）工具运用正确、适宜

30分

3
对策与实

施

（1）按5WIH原则制定对策表，对策明确、对策目标可测量、

措施具体；

（2）针对在最佳方案分解中确定的可实施的具体方案，逐项制

定对策；

（3）按照制定的对策表逐条实施方案；

（4）每条方案措施实施后，检查相应方案目标的实施效果及其

有效性，必要时应调整、修正措施；

（5）工具运用正确、适宜。

20分

4 效果

（1）检查小组设定的目标，确认课题目标的完成情况；

（2）必要时，确认小组创新成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将有推广价值的创新成果进行标准化，形成相应的技术标

准、图纸、工艺文件、作业指导书或管理制度等；

（4）对专项或一次性的创新成果，将创新过程相关材料存档备
案。

15分

5 成果报告
（1）成果报告真实，有逻辑性；

（2）成果报告通俗易懂，以图表、数据为主。
10分

6 特点 充分体现小组成员的创造性，成果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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