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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生命的保障，安
全是幸福的源泉，安全的工
作环境是我们每个人最基本
的需求。然而，怎样才能获
得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呢？
我想应该首先从认识危险开
始，只有认识了我们身边的
危险源，我们才能分析它、控
制它、根治它，从而更加有效
地控制事故的发生。

什么是危险源？《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给出了这
样的定义：可能导致人身伤
害和（或）健康损害的根源、
状态或行为，或其组合。从

宏观看，分为静态危险源和
动态危险源。静态危险源，
地点相对固定，时段相对集
中，形态相对直观，辨识起来
也相对简单，所以防范起来
也就相对简单得多。动态危
险源，是平时不存在、不明显
而因外部环境、生产工艺、生
产节奏的变化等呈现出来的
临时性危险源。由于这类危
险源随外部因素的变化而变
化，因此存在着较大的即时
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辨识
起来较为复杂，防范起来较
为困难，危害结果也较为严

重，是开展危险源辨识的重
中之重。

了解了危险源的特点，
就要通过分析和控制根治
它。动态危险源是一种最容
易被人们忽视、最容易造成
伤害后果的危险源。由于它
的隐性特点，要想把它完全
辨识清楚，不给事故留下任
何可乘之机，就应该对作业
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因外部因
素的变化而新增加的危险源
进行超前预想，从而做到危
险预知、防范措施到位。弄
清楚这一点，就能使这些因

外部因素而带来的动态危险
源得到最为有效的控制，把
危险可能造成的事故损失减
少到最低程度。

危险无处不在、无时不
在，只要我们始终绷紧安全
生产这根弦，在思想上牢固
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把
身边的危险源辨识清楚，把
隐患整改与治理工作做细
致、做到位、做扎实，做到防
患于未然，就能使一切危险
源始终处于受控状态，使我
们工作在一个安全的生产环
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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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为 报道

本报讯 为全面提升对火灾隐
患的防控水平，预防和减少火灾事
故的发生，近日，按照集团公司的整
体部署，电修公司认真组织开展火
灾隐患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集中整治的重点内容是，对油
库、油品区、库房、工房、电气室等消
防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排查，对厂房、
建筑物、管线、电气设备及生产工
艺、流程等进行隐患排查和危险辨
识，对消防重点区域的消防通道、人
员密集场所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进行专项检查和治理，对消防设施、
灭火设施的使用情况进行安全检
查。

集中整治的主要方法，一是专
兼职人员相配合，采取拉网式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进行通报，及时督促
整改。二是日常检查与专项检查相
结合，采取突击检查、回头复查、交
叉检查等方式，对火灾隐患一盯到
底，直至整改。三是将集中整治与
危险辨识相结合，不断深化专业性
危险辨识，完善专业领域安全管控
措施。

为确保集中整治行动的实效
性，该公司要求所属部门高度重视，
把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作为维护消防安全形势
稳定的重要举措，彻底解决影响企业消防安
全的突出问题。要通过强化全员消防安全意
识和岗位消防技能，严格按节点抓好各项措
施的落实，以专项整治为契机，促进消防专业
管理和基础管理工作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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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雷雨季节，峨口铁
矿强化职工安全意识，认真
落实雨季安全生产各项措
施，扎实有效开展应急演练、
排查整治隐患等工作，为安
全度汛提供有力保障。图为
高压泵工正在进行突然停电
应急演练。 王振华 摄

辨识身边危险 创造安全环境
■ 靳娟

■通讯员 成保平

每当安全会上班长向我
们传达这样或那样的安全事
故时，我的心都会紧缩一
下。我们都是独生子女，父
母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大，
并将毕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
身上。无论我们是否出类拔
萃，但至少他们会老有所
养。可是如果我们不注重安
全，甚至还来不及享受人间
的美好就告别了人世，岂不
憾哉！

记得我刚刚大学毕业入

厂不久，发生了一件令我难
忘的事。那一次是现场检
修，正好我们负责的边部加
热器绝缘辊道的绝缘阻值报
警，需要我们到现场检查线
路。我和班组另外一名职工
到现场去检查，还有人在机
房电脑画面上监控阻值变
化。为了安全，我们到粗轧
操作台挂禁止启动辊道牌，
到精轧操作台挂禁止边部加
热器小车启动牌，办理辊道、
边部加热器小车停电手续。
在我们觉得万无一失的情况
下开始检查作业了。当时自
己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拆接线
路上，脚踩在辊道旁边的飞
剪侧导上，突然身体不由自

己微微一动，我感觉侧导有
运动趋势，立即从侧导跳下，
只见侧导“啪”地执行了关闭
动作，吓得我出了一身冷
汗。幸亏当时年轻身子灵
活、反应快，如果我躲避不及
时，有可能会被挤伤。因为
没事，我重新选择了站位，接
着刚才的工作继续接线，最
终准确地将检测阻值传送到
计算机。

回到班组，我和师傅说
起那件事时还觉得后怕，飞
剪侧导是由液压控制的，动
作迅速，如果被挤住，后果不

敢想象。我们班组针对这次
事件重新修订了危险辨识，
增加了以前没想周全的危险
因素，并制定了相应的防范
措施。随着年龄的增长、工
作经验的不断丰富，亲眼所
见、亲耳所听的各种血淋淋
的安全事故，使我深刻意识
到安全无小事，每一个环节
都不能马虎。除了重视安
全，平时还要积累安全知
识。虽说无知者无畏，但在
安全方面会使无知者无命！

亲身经历，会比他人的
教训来得更真实、更感性，但
我们却不能事事“以身试
法”。试问：我们能有几条生
命任我们挥霍？人的生命很
脆弱。请爱惜自己的生命，
爱惜你的孩子，爱惜你的家
人，爱惜你的同事吧。安全
不一定会带给你财富，但它
会使你生活在祥和的环境
里！

我的一次险肇经历

一得录一得录

（上接第一版）连铸机投产
后，后续的生产操作规范优
化是一个更加长期的过程。
其中，漏钢是个始终绕不开
的话题，事故的危害张润平
至今记忆犹新，“如果发生漏
钢事故，不仅造成巨大的直
接经济损失，也给事后处置
带来巨大的难度，影响生产
速度。”事故该如何避免？作
为副机长的张润平感到了如
山般的压力。由于那时候没
有网络，查阅资料很不方
便。为了查找到最全面的资
料，他甚至自费到了北京国
家图书馆。此外，为了弄清
事故原因，张润平坚持跟班
生产，与各班的职工交流，不
断记录和总结。他这一跟就
足足跟了9天，用两百多个小
时摸清了事故原因，成功找
到了解决的办法。

在张润平身上，探索的
脚步始终没有停下。立足于
连铸机，张润平不断总结、不
断摸索。从2009年开始，他
将二十多年来的操作经验与
理论知识相结合，连续提炼
出了多个先进操作法，冷却
弹簧堵引锭操作法解决的是
开浇漏钢问题；高液位换包
操作法解决的是换包接痕漏
钢问题；异钢种连浇生产操
作法解决的是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连铸作业率的问
题。每个操作法一年都能创
造一百多万元的效益。其
中，“连铸结晶器高液位换包
操作法”属国内首创，被山西
省机械冶金建材工会授予“山
西省职工先进操作法”荣誉称
号，张润平获得“山西省五一
劳动奖章”，他带的团队所有
成员同时被记个人二等功。

作为一名党支部书记，
张润平心里不仅装着生产，
也装着作业区的每一名职
工；作为一名党员，张润平时
刻抢在攻坚克难的最前面，
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连铸
机副机长、机长，连铸调度，
值班工长，白班工长，作业区
主管、党支部书记，27年里，
张润平的职务在变，但是他
坚持探索、永不言弃、追求卓
越的人生态度没有变，他用
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
员公而忘私、无私奉献的本
色和情怀。

用朴实劳动书写最美篇章

■通讯员 李成虎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炼铁厂明
确五步走安全工作法，即：

“充分辨识、必要确认、坚决
执行、严肃责任、严格考核”
的流程化安全工作模式，为
该厂推进安全建设提供方
法、途径和机制支撑。

流程的第一步是“充分
辨识”，就是要求员工在上岗
前（或操作前），要对可能威
胁至岗位安全目标实现的危
险因素进行充分辨识，要对
涉及的人、机、料、法、环等可
能危险因素进行区分和排
序，目的是辨识清楚主次矛
盾，为有效防范提供基础。
第二步是“必要确认”，就是
要按照逻辑法则，对辨识出
来的危险因素进行充分条件
（有 A 才有 B）和必要条件
（没A就没B）的逻辑确认，
并根据确认情况制定出相应
的防范措施。第三步是“坚
决执行”，就是要坚决执行

“必要确认”后制定的各项防
范措施。第四步是“严肃责
任”，就是将各项防范措施严
肃认真地按照责任分工落实
到人头。第五步是“严格考
核”，就是对安全防范责任履
行不到位的人员严格按制度
进行考核。

这五步，前三步强调的是
科学方法，后两步强调的是有
效执行和机制推进，因这一模
式兼具了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其推行必将对该厂安全建设
产生积极、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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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材的吊运熟练程度决定着复合板的生产效率。近日，
复合材料厂复合作业区组织12名吊车司机进行了吊物技术
比武活动。比武项目包括定点放置物品、吊物穿越障碍等。
图为吊车司机吊物穿越障碍。 白旭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