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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视角重新审视问题。为减少

钓鱼触电事件的发生，转变以往从业

务防范和厘清法律责任的内部工作视

角，逐一研判以往的触电事件，发现

事件责任人防范意识淡薄是直接原因。

而有限的安全专职难以做到严防死守，

泛泛的安全宣传难以精准传递信息，

钓友认为钓鱼触电属于小概率事件而

忽视了对安全知识的了解是根本原因。

站在利益相关方角度重新审视钓鱼触

电问题，发掘关联各方的优势、诉求

和意愿，确定各方可发挥的作用及参

与形式。

引入利益相关方管理机制。在防

钓鱼触电工作中引入“责任 1+N”利

益相关方管理机制，以供电公司的“1”

为主体搭建沟通、交流、合作平台，

推动防钓鱼触电机制有序开展；汇聚

渔具店、钓鱼俱乐部、钓友、政府、

媒体，以及鱼塘主、蟹农这些“N”的

力量，协同防范线下垂钓，传播安全

知识。在此过程中，以高效满足各方

诉求为前提，提高各方参与度。

“朋友圈”让水乡钓友远离触电悲剧
——社会责任根植推动防钓鱼触电安全管理创新

社会责任根植推动工作思路创新

项目单位：

江苏南京高淳区供电公司

项目背景：

江南水乡垂钓盛行，钓鱼触电事件时有发生

钓友对导致触电事件原因的认知度不高

供电企业虽多方努力，但无法根本杜绝触电悲剧

创新举措

将“责任 1+N”社会表达为防钓

鱼触电“朋友圈”。将渔具店主、钓

鱼俱乐部管理员及其他各方代表纳入

“朋友圈”，并发展为防钓鱼触电责

任传递员，通过定期走访、座谈等方式，

构建起防钓鱼触电安全网。

社会责任根植成效

显著降低防钓鱼触电事件。吸

纳 3 家媒体、4 个大型钓鱼俱乐部和

24 家渔具店及 500 多名钓友加入“朋

友圈”。建立防钓鱼触电责任传递队

伍。南京地区钓鱼触电事件同比下降

30%，减少直接经济损失 100 余万元。

2015 年，水域面积最大、钓鱼活动最

频繁的高淳地区实现全年零钓鱼触电

事件，保障了钓友生命安全，避免了

因索赔给供电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

社会负面形象。

推动电力安全知识社会传播。借

助数量庞大的钓友群体，在不增加企

业费用和人力资源投入的情况下，将

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和电力设施保护

等供用电相关知识，通过钓友朋友圈

实现最广泛的精准传播，营造了良好

的电力设施保护氛围，维护了和谐的

供用电关系。

实现各方合作共赢。要彻底解决

问题，需要坚持“多方参与，合作共

赢”的理念，让大家在参与根植活动

中得到效益：渔具店通过供电部门设

置的防钓鱼触电知识展架和转赠的小

礼品，争取到更多客源，得到经济收益，

钓鱼俱乐部通过积极参与朋友圈，赢

得了更多钓友的认可，吸收到新成员；

蟹农、鱼塘主可以更好地享受用电服

务，还借助朋友圈有效制止线下钓鱼

活动，消除了钓鱼触电可能引发的停

电停产风险，保障了经济效益；通过

连续举办 10 场钓鱼大师交流会，钓友

们获得了精准的知识获取渠道，不仅

增长了安全知识，而且提升了钓鱼技

能；政府得益于防钓鱼触电工作的高

效开展，降低了触电事件的上访数量，

不仅增进了公众认同，还保障了社会

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