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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边 震警钟长鸣

太钢尖山铁矿认真开展危险辨识活动，职工根据日常作业
内容以及存在的事故类别，辨识危险因素，制定相应的措施并
进行风险评估，使危险因素得到有效防范和控制。图为该矿职
工正在进行危险辨识。 郑 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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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吹扫冲洗安全管理。在系统吹扫冲洗前，要在排放口设置警戒区，
拆除易被吹扫冲洗损坏的所有部件，确认吹扫冲洗流程、介质及压力。蒸
汽吹扫时，要落实防止人员烫伤的防护措施。

气密试验安全管理。要确保气密试验方案全覆盖、无遗漏，明确各系
统气密的最高压力等级。高压系统气密试验前，要分成若干等级压力，逐
级进行气密试验。真空系统进行真空试验前，要先完成气密试验。要用盲
板将气密试验系统与其他系统隔离，严禁超压。气密试验时，要安排专人
监控，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做好气密检查记录，签字备查。

单机试车安全管理。企业要建立单机试车安全管理程序。单机试车
前，要编制试车方案、操作规程，并经各专业确认。单机试车过程中，应安
排专人操作、监护、记录，发现异常立即处理。单机试车结束后，建设单位
要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及制造商等方面人员签字确认并填写试车记录。

联动试车安全管理。联动试车应具备下列条件：所有操作人员考核合
格并已取得上岗资格；公用工程系统已稳定运行；试车方案和相关操作规
程、经审查批准的仪表报警和联锁值已整定完毕；各类生产记录、报表已印
发到岗位；负责统一指挥的协调人员已经确定。引入燃料或窒息性气体
后，企业必须建立并执行每日安全调度例会制度，统筹协调全部试车的安
全管理工作。

投料安全管理。投料前，要全面检查工艺、设备、电气、仪表、公用工程
和应急准备等情况，具备条件后方可进行投料。投料及试生产过程中，管
理人员要现场指挥，操作人员要持续进行现场巡查，设备、电气、仪表等专
业人员要加强现场巡检，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和处理。投料试生产过程中，
要严格控制现场人数，严禁无关人员进入现场。

（七）设备完好性（完整性）
16.建立并不断完善设备管理制度。
建立设备台账管理制度。企业要对所有设备进行编号，建立设备台

账、技术档案和备品配件管理制度，编制设备操作和维护规程。设备操作、
维修人员要进行专门的培训和资格考核，培训考核情况要记录存档。

建立装置泄漏监（检）测管理制度。企业要统计和分析可能出现泄漏
的部位、物料种类和最大量。定期监（检）测生产装置动静密封点，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定期标定各类泄漏检测报警仪器，确保准确有效。要加强防
腐蚀管理，确定检查部位，定期检测，建立检测数据库。对重点部位要加大
检测检查频次，及时发现和处理管道、设备壁厚减薄情况；定期评估防腐效
果和核算设备剩余使用寿命，及时发现并更新更换存在安全隐患的设备。

建立电气安全管理制度。企业要编制电气设备设施操作、维护、检修
等管理制度。定期开展企业电源系统安全可靠性分析和风险评估。要制
定防爆电气设备、线路检查和维护管理制度。

建立仪表自动化控制系统安全管理制度。新（改、扩）建装置和大修
装置的仪表自动化控制系统投用前、长期停用的仪表自动化控制系统再
次启用前，必须进行检查确认。要建立健全仪表自动化控制系统日常维
护保养制度，建立安全联锁保护系统停运、变更专业会签和技术负责人审
批制度。

17.设备安全运行管理。
开展设备预防性维修。关键设备要装备在线监测系统。要定期监

（检）测检查关键设备、连续监（检）测检查仪表，及时消除静设备密封件、动
设备易损件的安全隐患。定期检查压力管道阀门、螺栓等附件的安全状
态，及早发现和消除设备缺陷。

加强动设备管理。企业要编制动设备操作规程，确保动设备始终具备
规定的工况条件。自动监测大机组和重点动设备的转速、振动、位移、温
度、压力、腐蚀性介质含量等运行参数，及时评估设备运行状况。加强动设
备润滑管理，确保动设备运行可靠。

开展安全仪表系统安全完整性等级评估。企业要在风险分析的基础
上，确定安全仪表功能（SIF）及其相应的功能安全要求或安全完整性等级
（SIL）。企业要按照《过程工业领域安全仪表系统的功能安全》（GB/

T21109）和《石油化工安全仪表系统设计规范》的要求，设计、安装、管理和维护安全仪
表系统。

（八）作业安全管理
18.建立危险作业许可制度。企业要建立并不断完善危险作业许可制度，规范动

火、进入受限空间、动土、临时用电、高处作业、断路、吊装、抽堵盲板等特殊作业安全条
件和审批程序。实施特殊作业前，必须办理审批手续。

19.落实危险作业安全管理责任。实施危险作业前，必须进行风险分析、确认安全
条件，确保作业人员了解作业风险和掌握风险控制措施、作业环境符合安全要求、预防
和控制风险措施得到落实。危险作业审批人员要在现场检查确认后签发作业许可
证。现场监护人员要熟悉作业范围内的工艺、设备和物料状态，具备应急救援和处置
能力。作业过程中，管理人员要加强现场监督检查，严禁监护人员擅离现场。

（九）承包商管理
20.严格承包商管理制度。企业要建立承包商安全管理制度，将承包商在本企业

发生的事故纳入企业事故管理。企业选择承包商时，要严格审查承包商有关资质，定
期评估承包商安全生产业绩，及时淘汰业绩差的承包商。企业要对承包商作业人员进
行严格的入厂安全培训教育，经考核合格的方可凭证入厂，禁止未经安全培训教育的
承包商作业人员入厂。企业要妥善保存承包商作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记录。

21.落实安全管理责任。承包商进入作业现场前，企业要与承包商作业人员进行
现场安全交底，审查承包商编制的施工方案和作业安全措施，与承包商签订安全管理
协议，明确双方安全管理范围与责任。现场安全交底的内容包括：作业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泄漏、火灾、爆炸、中毒窒息、触电、坠落、物体打击和机械伤害等方面的危害信
息。承包商要确保作业人员接受了相关的安全培训，掌握与作业相关的所有危害信息
和应急预案。企业要对承包商作业进行全程安全监督。

本报讯（通讯员 杨文武）太钢岚县矿业公司以零事故为重要抓
手，以检维修现场安全风险防控为重点，持续推进“三反”歼灭战，加
强安全生产基础管理，强化人员关注，及早落实冬季五防，全面打赢
安全生产保卫战。

强化全员安全意识，坚持严管理。储运作业区要求全员充分认
识当前安全生产任务和严峻的安全形势，始终以“三个必须”“三道
防线”“一高两严”总要求贯穿于安全生产管理的全过程，坚持严字
当头，坚持“四不放过”，坚持事故案例宣讲，扭转麻痹大意的思想倾
向，将汲取事故教训转化为现场实际的工作指导和有力措施，实行
清单式和销号式管理，持续提升全员安全意识。

强化履职意识和能力，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问题导
向，坚持目标导向，坚持结果导向，深入剖析安全生产管理的薄弱环
节和安全管理的短板，切实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深挖三反行为产生
的原因，强化警示教育，强化人员行为管控，加强全员协同联动，加
大三反行为查处和整治力度，彻底消除隐患和盲区，强化绿色升级
改造的新工艺、新设备、新装备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的教育和应急预
案的培训教育，不断提升安全本质化水平。

强化人员关注，遏制事故源头。加强班前人员思想情绪的排
查，采取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及时消除员工的思想情绪波动，重点
关注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亚健康人员，采取临时休息、服药、就
医等方法使其恢复健康状态，切实做到全员知责履责尽责，从源头
消除事故隐患，确保安全生产，打赢全年安全生产保卫战。

太钢岚县矿业公司依托“三零”
单位创建打赢安全生产保卫战

（上接第一版）经过不懈努力，凭着自己积累的经验和娴熟的专业技
能，在团队成员的团结协作下，不锈钢在线更换中包一次试验成功！
这不仅在国内、在世界也是首例，不仅打破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更节
约了生产时间，降低了耗材成本，还大大提高了产量。

星光不负赶路人。几年机长岗位的磨练，使贺义利又成长了一
步，新的挑战也在等着他。0号连铸机所处的生产环境最复杂，生产
的大都是品种钢，不仅种类繁多，生产模式也比较复杂，大家把这条
线称之为“特种部队”。在最初试车的那段时间，贺义利对待0号机
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天天守在现场，从大包到铸机，从切割到
喷号，从上到下一点一点跟踪，一项一项记录，把不合适的地方反馈
给项目建设方，并同他们密切配合，最终实现了0号机的热试车一次
成功。投入生产后，他规划钢种并实现了分类管理，观察每个钢种
的生产难点，注重温度的匹配，并总结生产经验，把握过程控制，积
极排查设备和耐材隐患，为产品质量的提升和安全生产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

贺义利对工作精益求精，尽职尽责，对同事真诚相待、团结互助。
过年期间岗位上人员紧张，为了照顾离家远的同事，让他们回家过一
个踏实团圆的春节，他主动顶岗，除夕与炉火作伴。就这样，他一做就
是十年。而贺义利的父母妻儿虽然在大同，过年也只是通个电话互道
一声平安。当记者说起这件事时，他憨笑着摸摸头说：“没啥，习惯了，
当时还是挺想他们的，不过家人都很支持我。”

有志者事竟成。扎根基层、历经磨砺的贺义利收获满满。近年
来，他多次荣获公司技术比武状元。在去年12月11日召开的太原
市劳动模范暨第三届“晋阳工匠”命名大会上，贺义利被命名为“晋阳
工匠”，荣记太原市个人一等功。

“如今的太钢，走上了中国宝武这个大平台。我将继续与机组
工友一道，对标找差，勇于担当，创造新的业绩。”尽管获得的荣誉对
于贺义利可谓实至名归，然而，他更多感受到的是新的挑战与沉甸甸
的责任，打造极致产线、极致效率成为贺义利和他的机组的新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