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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宣讲和专题研讨，交流持续
改善安全体系、夯实基础管理的工作心得，把理论学习成果
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创新思路、务实举措、有效方法，扎实开展
各项安全生产工作，为下半年安全生产打好坚实基础。

二是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利用周三活动日、班前会等
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组织观看“安全
生产月”主题宣传片、《安全生产 责任在肩》警示教育片、典
型案例解析片和“全民安全公开课”等，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组织全员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反思活动，观看有关典型事故案
例动漫，围绕如何防控安全风险、防范类似事故谈认识、谈感
受，提升安全生产意识。

三是开展“畅通生命通道”宣传和演练专项行动。开展
全方位的“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排查治理工作。各职能室按
照专业分工针对生产现场、化验室等地上地下的“安全通道”

“设备点检通道”“工艺点检通道”“紧急疏散通道”等开展专
项排查治理，重点排查整治占用、堵塞、锁闭消防通道、疏散
楼梯、安全出口等各类生命通道问题。对通道设置不符合标
准规范、疏散指示标识和应急照明、指示灯缺失或损坏等问
题，以及人员密集的车棚违规停放充电等事故案例宣传和违
法违规行为曝光与纠正，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无隐患。同时
举一反三，围绕现场全覆盖无死角扎实开展巩固提升行动以
及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完善警示标识和图示，
在操作室、作业岗位、作业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安全逃生出口
（或避灾路线）、岗位应急逃生路线图，确保应急通道、消防通
道畅通，为职工创造安全有序的作业环境。

（太钢不锈冷轧厂）

（上接第一版）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
述的精髓要义，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推动工作的
创新思路、务实举措、有效方法。

以演练锻能力。开展“畅通生命通道”宣传演练行动，
以应急知识宣传、专项安全排查、自救互救技能培训、应急技
能竞赛、应急演练为主要工作，鼓励岗位职工、协作方人员主
动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异常状态下应急处置能力，强化岗位
职工各类安全意识，增强职工应对突发事件的避险能力。

以标准推规范。分类分专业研讨、在线学习、专项解
读，加深对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厂各
级管理人员带头主动学习研究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增强
学习运用的主动性、自觉性，将有关内容作为各作业区安全
生产检查和事故隐患排查的重点，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
学习取得实效，排查整治深入彻底。

以整治求实效。通过对厂内车辆排查、起重吊运等专
项整治，对生产作业现场进行拉网式全面检查，针对重包指
吊位、非重包指吊位、遥控天车确认点、视频监督、安全装置
等进行检查，确保起重机械各类安全保护装置的安装情况和
功能精度完好，提高现场安全度，提升职工安全意识，确保职
工健康。

以案例为明镜。要求作业区每月学习不少于2个案例，
并进行循环学习，促进职工主动识别本岗位作业场所存在的
主要安全风险和防范措施，让安全警示教育“入脑入心”，结
合主要安全风险，运用岗位安全风险描述的方式分析应当采
取的安全防范措施、应急措施等，并能够主动确认、验证安全
措施落实的有效性。通过学习讨论，让安全防范意识“发自
内心”。管理人员要按照领导干部上讲台、“人人讲安全 培
训到现场”工作要求，每月至少讲述1次案例。立足实际安
全风险，深入剖析讲解典型事故案例，牢记事故惨痛教训，正
确树立规矩意识、摒弃违章冒险作业等不良习惯。

以竞赛促提升。按照公司“全员安全责任护航安康”劳
动竞赛要求，深入落实危险源风险降值、隐患排查治理，标准
化班组、安全意识及应急管理等内容，强化安全管理体系能
力。同时，按照炼钢一厂安全劳动竞赛要求，围绕遵章守纪、
安全知责履责、爱岗敬业、安全文化建设等内容，调动职工参
与积极性，持续提升基层基础安全管理水平。

以文化树意识。以答题竞赛活动、安全演讲活动、青安
示范岗以及视频、漫画、诗文、格言警句等征集，使全体职工
积极参与到各类文化活动中，通过安全文化的开展，使职工
全员、全方位、全过程提升本质安全，以文化聚力、树力，筑牢
安全“盾牌”。

（太钢炼钢一厂）

（上接第一版）2023年是
中国宝武档案工作“十四五”发
展规划承上启下的一年，也是
太钢档案管理迎来变革的一
年。依据中国宝武和太钢集团
对档案管理工作的要求，为推
动“十四五”时期太钢集团档案
事业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效、优
质的档案业务一体化运行体
系，提升档案管理水平，优化人
力资源配置，有效地推动太钢
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2023
年太钢集团启动了“档案一级
管理”工作，将太钢股份公司主
厂区范围内的11个二级单位
和4个职能部门档案室统一划
归共享服务中心管理，相应二
级单位和职能部门不再设置档
案室。各单位各类档案留存年
代久远，数量巨大，档案人员更
换频繁，使档案整理清点、电子
台账著录、移交接收工作十分
艰巨。共享服务中心迎难而
上，详细规划工作流程、制定时
间节点、明确档案接收要求，并
做好和各相关单位的沟通与指
导，确保了档案“账物相符”“目
录规范”“交接有序”，大力夯实
了档案一级管理工作的基础，
优化了室藏档案数量及结构，
加大了利用效果，确保了档案
与实物相符，推动了档案数字
化进程。

2023年共享服务中心组
织开展了全公司范围内馆、室
藏各类档案的清点、鉴定工
作。鉴定工作严格按照国家及
企业相关法律法规，通过专家、
技术人员鉴定，对已到保管期

限的档案进行鉴定，对已无留
存价值的档案进行统一集中销
毁。共鉴定各类档案 97233
卷，鉴定可销毁档案 35064
卷。档案销毁是档案管理工作
的重要环节，也是工作难度较
大的一个环节。面对约3.5万
卷的待销毁档案，公司指定由
炼钢二厂作为太钢集团内部定
点销毁单位，可以有效地保障
待销毁档案全程不出厂，全程
受监控，全程销彻底，确保了档
案销毁工作有序、安全、保密、
低成本地开展。

2014年11月太钢档案信
息化建设项目上线运行，实现
了与原太钢OA系统、ERP系
统、法务系统的对接及数据交
互，覆盖到集团公司一万多
OA用户，为公司的档案管理
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该
系统已在线使用10年，其功能
与现有主流网络软硬件环境已
不匹配。2024年 5月经与中
国宝武档案中心请示协商，现
正在开展智慧档案覆盖太钢文
书、会计档案的前期准备工
作。为提升档案管理水平，推
进档案智慧化管理进程，同时
解决目前在企业内部因采取

“双套制”归档模式，造成档案
库房有效库容不足，以及“双套
制”带来的成本高、效率低、工
作量大的问题，近期，太钢档案
推行了“项目档案纸质单套与
电子档案同步归档”的管理模
式。这一模式的推行，是档案
管理的创新，更是为太钢档案
逐步过渡到“电子档案单套制”

管理的实践与探索；是在实际
管理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在实践中进行思考并转变
传统观念，切实推动“电子档案
单套制”管理步入正轨、有效运
行，加快推进电子档案管理创
新发展的重要举措。

自2013年太钢集团首次
将档案专业纳入公司职工标
准化操作技术比武到 2023
年，已成功举办六届竞赛。从
开创大钢档案技术比武先河，
到如今已将此项作为档案人
员业务素质提升的基础性工
作，太钢档案工作通过技术比
武为档案人员的业务素质和
实际操作能力的提升搭建了
一个崭新的学习、交流和展示
的平台，增强了全公司上下对
档案工作的认知度，激发了档
案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强化了
档案标准化管理意识，形成了

“学业务、比本领、强素质”的
良好氛围。

2024年太钢档案管理工
作将主要围绕全面开展档案数
字化和提升创新意识、开拓创
新思路及依托共享平台构建多
元化、便捷化、有效化服务体系
重点任务开展工作，以构建高
效的档案业务一体化运行体
系，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为目
标，以扎实的工作作风、严谨的
工作态度、创新的工作精神，推
动中国宝武档案工作成为“全
国一流 、央企领先”，助力中国
宝武实现构筑共享数字化服务
新生态、成就企业高质量发展
新格局。

太钢炼钢一厂：

守好安全生产“主阵地”

太钢不锈冷轧厂：

绷紧安全生产“思想弦”

太钢档案工作有序高效太钢档案工作有序高效

本报讯（通讯员 张 楠）今
年以来，太钢炼铁厂生产保障
作业区深入贯彻公司算账经营
理念，认真落实降本增效工作，
算好经营账，取得显著成效。

该作业区通过开展“算账
经营、降本增效”活动，让职工
进一步了解公司目前面临的
形势和节约增效工作的重要
性、紧迫性和长期性，树立忧
患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感，

使员工养成“从小事做起，节
约一度电、一张纸、一滴水”的
良好习惯。

同时，采取优化物流运输
方式，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输
成本；通过建立科学的库存管
理制度，合理安排库存，降低库
存成本；利用工业废水进行现
场抑尘洒水、清扫马路等，对现
场用水设施进行远程控制改
造，降低水资源的消耗；通过作

业效率的提升和生产计划调
整，对用电设备严格管控，大大
减低设备运转率；调整生产节
奏，避峰用电，进一步压缩用电
成本。环比2023年，今年前四
个月，作业区在工业循环水和
生 活 水 用 量 上 ，分 别 下 降
23.4%和66.32%，用电量下降
8.37%。此外，该作业区还对
废旧设备、零部件维修改造，回
收再利用，为该厂节省费用。

太钢炼铁厂算好降本经营账

太钢鑫磊公
司组织采矿区排
土场地质灾害隐
患排查，着眼疏通
排水夯实路基，紧
盯填方软基路段、
边坡护坡等重点
部位开展全方位
排查，对新建的排
水渠进一步强化
巡查管护，毫不放
松做好防汛和安
全防范工作，推动
各项安全措施落
地落实，确保采矿
区域安全生产。

李 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