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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钰 报道

本报讯 近一段时间，原料开发采购
部紧紧围绕“责、严、实、新”安全四字方
针，全面树立安全意识、落实安全责任、筑
牢安全屏障、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首先，牢记一个“责”字。该部从构建
和提升部、作业区、班组三级责任意识入
手，全面树立职责分明、勇于担责意识。
通过细化、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将安全责
任意识贯穿于工作的各个环节、各个细节
中，落实到每个层级、每个岗位上，真正实
现全员、全过程控制，形成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逐级负责、奖惩分明、齐抓共管的安
全生产责任体系。

其次，突出一个“严”字。从严树立区
域安全管理责任意识，加大区域安全的严
管严考力度。要求班组成员对所辖区域
业务、安全一起抓、两手硬，班组长对区域
员工履责情况实施监管，作业区对各班组
管控效果实施检查，部安全管理人员对各
作业区进行全面监督；层层落实，逐级负
责，发现违章行为，在对违章人员进行严
格考核的同时，对区域责任人员实施连带
考核，真正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安
全管理控制网。

再次，着眼一个“实”字。从岗位实际
出发，夯实岗位职工应知应会。通过组织
职工进行业务知识竞赛、岗位技术比武、
安全签名、安全生产大讨论、安全改善提
案等活动进行指导、提升岗位职工操作能
力。深入开展岗位应知应会推进工作，按

不同工种编制应知应会小册，随机对岗位人员掌握情况
进行抽查，达到熟练掌握应知应会的效果，做好安全教育
落实和三级责任落实。

最后，突出一个“新”字。在安全管理中不断创新安
全教育，以新观点、新思维、新方法广泛开展安全宣传教
育活动，从不同层面影响、熏陶员工的观念、态度、情感、
德行，不断提高员工的安全文化素养，时刻提醒职工牢固
树立“我的安全我做主”的理念，确保年度安全生产无事
故目标的实现。

我们在日常一些安全检查
或安全会议中，经常会听到有
违章的职工的这样承诺：以后
再也不这样做了，下不为例。
对此，有的领导也经常会认同
地说：下不为例。可是，就在近
日，笔者从一本书里看到这样
一句话：“安全工作没有什么下
不为例，只有现不为例。”

“下不为例”，乍一听还蛮有

原则性的，其实不然，它是在某
种场合成为一些习惯性违章的
挡箭牌，有很多人就是在这样
的托辞面前，一次次丧失自己
的原则，结果酿成大祸。

“现不为例”与“下不为例”
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意思
却相差甚远，它反映出职工对
待安全工作的两种截然不同的
态度。如果在实际工作中我们

都能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 合 治 理 ”的 方 针 牢 记 在 心
中，并落实到实际工作中，那
么好多的违章行为将不会再
出 现 ；如 果 能 从 思 想 上 消 除

“下不为例”，人人都做到“现
不为例”，那么，很多的事故都
可以避免。

就让我们从“现不为例”开
始制止违章吧。

在安全案例学习中，有一起
案例让我最为难忘。事故的经
过是这样的：某热轧厂天车工在
吊运不规则齿轮轴时，由于被吊
物件捆绑不合理，在装车的过程
中突然滑落，此时一名管理干部
正好从汽车旁边通过，坠落的齿
轮轴不偏不斜地砸中该管理干
部，送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起事故究其原因，一是吊
物捆绑不合理，地面指挥人员未
做到安全确认习惯性地就指挥
进行起吊作业；二是该管理干部
进入生产现场时，未对生产现场
以及周围环境观仔细观察，是这
次事故的主要原因。由此我联
想到我们的生产现场，的的确确
存在着这些不安全行为：上下楼
梯不扶扶手、进入厂房不抬头看
上方是否有吊物或是否有人在
高空作业、一边在厂房内行走一

边低头玩看手机等等。因为我
是一名天车工，每次看到这些，
尤其是遇到这些人时，因为他们
太专注的缘故，甚至电铃的声音
都无法使其清醒，所以只能硬着
头皮眼睁睁地看着吊物从他们
头上经过，因为天车不是汽车，
如果紧急制动，会导致吊物剧烈
摆动，反而更加危险。

想到这里，我觉得我们的安
全工作管理就好像是一个人在
照看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
努力想着一切法子不使孩子摔
倒或者大哭，但是哪位看过孩子
的没有让孩子摔倒或大哭过

呢？同理，安全管理亦如此，虽
说有完善的制度、虽说有安全的
措施、虽说有严格的奖罚，但是
还会有一些事故发生。孩子是
不懂事，我们呢？不是不懂事，
我们是缺乏一种安全习惯行
为！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们把
这起事故重新演示一下：假使这
名起吊指挥人员在吊物捆绑完
后习惯性地仔细确认一下，天车
工开始装车。这时这名管理干
部正好进入厂房门口，他没有直
接进入厂房，而是习惯性地驻步
观察周围环境。可想而知，生产
会按部就班地正常进行。如果

退一步再假设，吊物没有捆绑牢
固，这名管理干部正好进入厂房
门口，他没有直接进入厂房，而
是习惯性地驻步观察周围环
境。他看到此时正在装车，他绝
对不会钻到吊物底下，而此时，
即使吊物坠落，也不至于发生伤
亡事故。

由此看出，培养职工养成良
好的安全行为习惯是安全管理
工作的重点。我们要让良好的
安全行为形成一种习惯，让这种
习惯在职工的脑海里牢固扎根，
在行动上自然而然地去实施去
执行！

为保证安全生产持续稳定运行，加工厂废钢料场始终把外协安全管
理作为作业区重点工作来抓，周期性组织外协岗位员工进行形式多样的
安全培训。图为岗位工人正在认真学习“三违”看板知识。 张静 摄

■通讯员丰子玲

进入复合材料厂加工作业区
挖补车间，铝板包装小组的十几名
工人各司其职，个个干得热火朝
天，他们铆足了劲，做好了要打一
场攻坚战、持久战的准备。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复合材
料厂其他作业区的职工几乎都
下班了，车间外面显得格外安
静，但是加工作业区挖补车间却
被一道道焊接弧光照得通亮通
亮。铝板包装小组的人们为了
能够顺利完成铝板包装任务，保

证交货期，加班加点奋战在生产
一线。他们有的细致地操作着
抛光机，有的认真地进行吊运作
业，有的拿着角磨机打磨着钢板
表面。站在一旁做记录的笔者
感觉车间里透着一股股风，让我
有点冷。笔者瞅一下在锯床边

进行切割作业的安师傅，豆子大
的汗珠一滴滴从他的额头上滑
落下来，他丝毫没有感觉到冷，
眼睛只顾盯着锯条下的钢板不
敢有一丝丝懈怠。笔者又看看
旁边的吊运工，他们认真地吊着
钢板，交叉作业的同时又不忘提
醒旁边的工友注意钢板的摆放
位置，吊运时尽量避开其他作业

人员，他们一个个互相监督、互
相照应，让人看了真是心生暖
意。再看看正在修磨钢板的人
员，他们弯下腰认真地查找着钢
板表面缺陷的同时，又不忘拿着
记号笔标记，一个压坑、一个磨
痕、一个不平整的地方都不允许

遗漏，他们认真地修磨着钢板表
面，修磨完毕又不忘记进行细致
的检查。

车间里一个个忙碌的身影
你来我往，凸显一番热火朝天的
景象。切割钢板的声音、吊运指
挥的声音、工人兄弟们加油鼓劲
的声音，此起彼伏，让我感受到
这里是一个虽无硝烟却激烈鏖

战的战场。
有人说，经济形势不景气，

企业面临发展困境，这个时候，
最需要两样东西。一是信心，坚
信“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才有
继续拼搏的勇气，才能渡过难关
向着美好迈进。二是温暖，温暖
是一种满满的正能量。是相助
的力量，也是团结的力量，这个
小组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和信心，
即便寒冬，也能感受到暖意融
融，嗅出春天的味道。

编后>>>
在当前困难形势下，信心和

团结显得非常重要。让我们坚
定信心，振奋精神，拼搏进取，尽
善尽美，为公司赢得主动、赢得
优势贡献力量，满怀激情地为实
现“百年太钢梦”而努力奋斗。

团 结 的 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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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就是冬天穿得
太多，身体不太灵活了，上下车
自己就得多操心，尤其是快停
车的时候就要注意脚底下，以
免踩上油渍、信号灯什么的。
冬天结冰的地方多，也要多多
留神，以免有滑倒擦伤的情
况。还有就是上夜班的时候，
也要多小心些，晚上光线不像
白天好，一定得在照明好的地
方下车。”说起安全方面的注意
事项，辛鹏飞侃侃而谈。

选择了调车工作，也就选
择了常年全天候的户外作业，
选择了风霜雪雨和坚守。“现
在，站里冬季的各种保障都非
常好。站长也特别关心我们，
每天作业前都要提醒我们注意
安全、冷了就上车喝点热水，还
经常做家访，询问我们生活上
有没有困难。”辛鹏飞说。刚聊
了不多一会儿，他手里的对讲
机里传来了后台调度的指令。
接到指令，辛鹏飞马上通过对
讲机将指令传达给司机和车辆
连接员。他们在做着车辆启动
前的最后准备。

机车就要开动了，辛鹏飞
再次收到对讲机里的指令，和
记者告别，回到车辆后部。火
车缓缓开动起来，只见他俯下
身子一边在列车旁小跑，一边
进行最后的安全确认。列车逐
渐走远，辛鹏飞被甩在后面。
看到这样的情形，记者不禁心
生感慨，这么冷的天，他似乎没
有一点点松懈。等再往远处看
时，辛鹏飞已经爬上了列车，和
同行的连接员一起站在了列车
的后部，瞭望着前方，为机车司
机确认各种路面信息，确保着
车辆的安全……

采访结束后的第二天，记
者电话联系到了辛鹏飞。他正
在家里休息，准备上夜班。除
了和记者详细谈起自己的工作
外，他总是更多地提到站里如
何为调车员做好各种保障，如
何关心爱护大家为他们解除后
顾之忧。从他的言语间，记者
读出了感恩二字。一个心存感
恩的职工，才会把感恩之心转
化为勤奋工作，才会敬业、乐
业，尽己所能为企业服务。因
为，感恩之心一旦养成，不仅可
以长期滋养我们的性情，还能
自觉生成一种职业的责任感。
一个人的双手能托起责任，他
的岗位工作就有了保证；所有
人的双手都托起责任，我们的
企业就拥有了未来。

制止违章从“现不为例”开始
■ 席文娟

记者手记

让安全行为成为一种习惯
■ 王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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