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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马妍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自动化公司开
展了安全大检查大整治活动，确
保“两节”期间生产安全运行。

自动化公司检查整治活动由
该公司领导率队，各专业参与分
组开展。活动中，各组按照职责，
本着“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
死角”的原则，重点围绕安全生产
责任制的落实、人员行为规范、生
产设备和库房管理、生产性运行
维护项目检修作业、工程项目作
业和消防交通等内容进行有计划
系统的检查。检查中，检查组全
面排查生产现场各个区域、每台
设备、每个岗位的安全生产状况，
及时整治现场和管理方面存在的
安全问题，强化逐级主体安全责
任的落实。针对查出的问题和隐
患，检查组立即给责任部门下达
整改通知，要求责任部门按照“三
定四不推”的要求快速整改。

对于检查中所采取的纠正预
防措施，该公司将补充完善到体
系文件中固化下来，纳入到日常
的评价检查中。对出现不落实、
屡次发生重复性问题的部门负责
人和相关责任人，将进行严肃责
任追究。

从进入企业那一刻，就开始接受
安全教育培训：从安全操作规程到岗
位作业指导书，从安全管理制度到岗
位应知应会，从标准化操作到精益安
全管理……可以说我们不缺少安全
管理制度和先进的管理理念，那么为
什么一出事故，分析结果中大部分原
因是违章操作呢？的确，在安全生产
过程中，一些人的“差不多”思想导致
事故的发生。轻者，操作者受伤、设
备受损；重者，会发生更为惨痛的人
身伤害事故。如果每个操作者都能

树立“安全一百分”的思想，百分百按
安全管理制度执行，做到检查到位，
不漏过每一个细节，措施得当，消除
每一个安全隐患，许许多多的安全事
故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安全生产百分百，要做到这一点
是非常不容易的！除了认真执行岗
位操作标准这一“法宝”外，还应该做
到：一是专心认真，学一行、爱一行、
专一行、精一行，工作的时候，做到认
真操作，精心点检，思想集中，精益生
产；二是精细控制，生产操作过程中，

不论是每天重复性的工作，还是第一
次干的新工作，我们都要精细对待，
马虎大意是安全生产最大的天敌；三
是虚心谨慎，相当一部分安全事故就
是一些操作者对工作一知半解，不懂
装懂造成的，想当然、不计后果也是
发生事故的重要原因。

安全生产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
要保证和前提，只有每个执行者都能
做到精细、严谨、认真，企业才能持续
向前发展，安全工作没有及格，只有
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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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山铁矿一直以来重视对外协队
伍的管理，切实将外协单位纳入属地
单位管控体系，严格审核专业资质和
安全资质，规范安全作业行为。图为
外协人员正在进行吊运作业。

郭旭壮 摄

■通讯员 董敏伟 报道

本报讯 2015年元旦刚过，热连轧厂磨辊作业
区迎来了第一个周三安全活动日，该作业区组织
学习了公司一季度安委会和年度安全工作会议内
容，并明确提出，在新的一年，要继续努力，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

这天是热连轧厂磨辊作业区运行丙班的白
班，下班后，忙碌了一个班的职工没有马上去洗
澡，而是陆续进入现场计算机房，在作业长的带领
下，一起学习了公司一季度安委会和年度安全工
作会议内容。通过学习，大家了解了公司在新一
年的工作思路、工作安排、主要措施等。会议进行
得热烈而有序，不仅有班组长、组员对安全承诺
的宣读，还有交叉作业、配合作业岗位的互保协
议签订仪式。

2014年，热连轧厂磨辊作业区取得各类事故
均为零的成绩，而且在“0123”安全管控模式、危险
辨识、专项整治、责任制落实、标准化作业等方面
也取得进步。进入2015年，该作业区决心在公
司、厂的指导下，依法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持续推
进“知责、履责”和“一岗双责”的落实，进一步从严
推进专项整治，完善高风险防控体系，严格落实安
全奖惩制度，为实现工亡、重伤、群体性伤害、重大
消防和交通事故为零的目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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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工作要落实认真文化
■ 孙玉庆

（上接第一版）一旁的球团部主任张宝林告
诉记者，回转窑结圈处置是降本增效重点攻关项
目。2014年6月以前，平均一个半月就要停产36
个小时专门处理结圈。在攻关项目时，职工们做
出了这样的扒块工具，在生产间隙，将扒块工具从
各个口伸进去，直接钩铲结圈，这样一来避免了进
入窑内作业的麻烦，二来也不必专门为清理结圈
而停产，一举双得的好办法。这一改进，使得回转
窑从2014年三季度开始实现三个月连续正常生
产，大的清理结圈周期已经和季度检修同步，安全
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可观。

球团部所在的区域正处在两道山的风口处，
山越高越增加风的猛力，穿堂风在狭长的山坳中
一路前行，最终在风口处能量达到最大，给防冻保

温带来巨大困难。“这就像供暖一样，管道一冻，整
个系统就瘫痪。”张宝林说，“我们最怕的就是冬季
检修，只要一检修，就要把所有的循环水放净，工
作量很大，好在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好方法克服
冬季生产困难。”

出球团部，继续前行，汽车行驶在了峨口铁矿
著名的“五道弯公路”，五个回转式的大拐弯直接
将路通向山上的采矿区域。行驶途中，透过车窗
往外看，公路就像盘丝带一样“镶嵌”在陡峭的山
上。同行人介绍，这条路去年经过了一次大规模
翻修，无论路面质量还是安全性都有明显提升。

汽车径直开到1840观礼台。站在台上往下
看，是每个高差相差12米的1732作业面、1720作
业面和1708作业面。在这个人迹罕至区域工作
了25年的郝高武是峨口铁矿配矿的权威，他告诉
记者，“我们眼前看到的是露天矿南东区和南西

区，每天这有23台大车、9台电铲和4台牙轮钻同
时工作。”抬头往上看，就是日暮下的马鬃山。山
背上覆盖着积雪，“入秋后，这儿已经下过两场大
雪了，只要一下，山上的雪就不容易化。”电铲作业
区的主管高存斌说。

这里同样是四班三运转，意味着24小时不间
断地作业。采矿部主任张永强告诉记者，冬季是
作业最困难的时期，几乎所有职工都是“两头
黑”——早晨上班天没亮，晚上下班黑了天。十月
初，大家就把棉大衣穿上了，要一直穿到第二年的
四月，“每年要穿半年的冬装。”张永强笑着说。

采矿区域和山底下的峨口镇温度相差巨大。
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30摄氏度，尤其夜班
更冷。张永强说，如果遇上下雪，不管是大车司机

还是电铲司机，都要先清雪，撒上路渣，这样大车
才能行驶。随着采矿逐渐向深部进行，有时还要
排水，难度相当大。特殊的工种和作业环境需要
职工们承受更多困难，拿吃饭来说，饭从食堂运到
采场就已经凉了，大家也不顾这个，拿上饭找个背
风处就吃起来。

所有这些在电铲司机帅俊青的眼里显得很平
常，他在这里坚守了21年，常年野外作业让他的
脸看上去有些黝黑。“冬季工作的难点是晚上干
活，天冷风大，大家都铆足了劲儿干，越停越冷。”
他说。

彼时，天色已暗。采场上设备的灯陆续打开，
点点灯光映在其中，成了冬日里一抹暖色。夜班
职工陆续到岗，白班职工准备下山，通勤车在蜿蜒
的盘山路上构成了流动的射线。此刻，除了热闹
的采场，六十里矿区恢复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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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祁鹏报道

本报讯 钢科公司公辅作业
区围绕生产现场、检修维修现场
冬季风险特点，详细排查“防
冻、防滑、防火、防爆、防煤气中
毒”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对存
在的隐患进行及时整改，效果显
著。

该作业区重点排查确认“防
冻、防滑、防火、防爆、防煤气中
毒”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对设
备、管道的电伴热保温进行了详
细排查，加强弯头、阀门的保温
措施，及时增加了消防水、仪表
管线等保温线路，做好了设备的

防冻工作。对公辅区域综合水
泵房、化水处理、污水处理、冷却
塔区域的管道、阀门进行排查，
防止出现漏水结冰造成人员滑
倒。对火灾隐患及时排查，发现
库房内电气、油脂存放一室，及
时进行了整改，将油脂转移至检
修间存放。对煤气、天然气管
线、锅炉区域进行了防爆、防煤
气中毒的专项排查，发现部分阀
门虽无泄漏，但有生锈迹象，已
申报油漆，进行防锈处理。通过
进一步提高现场安全受控程度，
确保设备安全稳定运行，为该公
司安全生产顺行打下良好的基
础。

炼钢二厂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各级人员消防知识与技能的
培训，不断强化、提高其对突发消防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图为该
厂消防专业人员正在讲解灭火器的正确使用。 刘宝宝摄

钢 科 公 司
公辅作业区落实措施整改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