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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随笔安全随笔
邢承木

标准化创建不能一劳永逸

工作之余，我和几个工友喜欢相互打趣，
用诗词出对仗句，这样的方式能让我们在繁
重的井下工作中收获到许多快乐。但在我们
之中，也有像王师傅那样不擅言辞的人。

这日，忙完了一班的巡查工作后，正当我
们聊得火热，一向默不作声的王师傅突然冒
出一句：“梅雨对什么？”此话出口，可把我们
几个给难住了。

我极力搜索着脑海里的知识储备，记得
有副对联中写道：梅雨心平论乐水，豆花新带
稻香风。故此出口，言之“豆花”。谁知王师
傅听到后却摇了摇头。我因想不出亦皱起了
眉头，大家也都想不到合适的答案。直到他

笑了笑，嘴中吐出“扳手”两字，引得我们几个
捧腹又纳闷，这哪里是什么对仗词，是他自己
胡诌的吧。

见我们如此反应，王师傅说，我们都是煤
矿巡检工人，职责是维护井下设备的正常运
转。做好检修工作的同时，必须保障每台设
备的健康和安全运行。尤其是从梅雨季节开
始到汛期结束，矿井中的排水设备肩负重任，
我们应当把隐患考虑在先才行。

说话间，王师傅走向一侧的水泵排水管
道，用手中的梅花扳手挨个紧固管道上的螺
丝。见此情形，我恍然大悟，原来“梅雨对扳
手”的解释在此。汛期常常大雨倾盆，井下排

水设备的排水能力和运行状况直接关系着井
下矿工的生命安全，还有众多设备和财产。

“梅雨对扳手”的对仗着实让我长了知
识。别看王师傅平日里少言寡语，这对仗句
一出口倒是警醒了我们。作为矿井中的巡检
工，除了维护设备的正常运转外，还要有一颗
时刻守护安全的心，将风险和隐患考虑在前，
鞭策自我勤于检查，用行动认真对待工作，实
实在在保障矿工兄弟们的生命与安全。

扳手碰撞螺丝发出声声脆响。我们将排
水管道的每处接口拧紧，防止排水时出现异
常。王师傅在前，我们紧随其后，虽然个个满
头大汗，但心里却无比踏实。

安全故事安全故事

◎王晓伟

打起竹板到台前
我给工友说安全
说安全，道安全
煤矿生产靠安全
安全生产责任大
双重预防筑安全
安全文化同创建
警钟长鸣在耳畔

消除隐患遏事故
安全理念记心间
开好班前班后会
把控风险与重点
教育培训不能少
应急救援多演练
现场管理是核心
人员管控是关键

树牢红线守底线
人人尽责率垂范
填写安全确认卡
责任清单动态管
规章制度要遵守
绝不侥幸凭经验
平时训练多流汗
突发事件不慌乱

处处谨记要安全
四不两直到一线
三级管理要抓牢
安全监督常开展
理直气壮抓安全
事故隐患抓整改
按章操作守规程
时刻紧绷安全弦

党建引领旗帜明
守正创新绷紧弦
领导带头当模范
你我用心共尽责
层层落实责任田
个个增强责任感
党政工团齐抓管
再创一个安全年

安全快板安全快板
王广超

共尽责 绷紧弦

近日，笔者单位去某企业检查，该公司门
口“热烈庆祝我公司顺利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
三级评审”的条幅格外引人醒目。与企业负责
人交流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开展情况，

“这是我们公司今年获得的最高荣誉，创建过
程真不容易，评审过了，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其如释重负的心态，不禁令人对其今后安全生
产标准化体系的运行而担心。

创建安全生产标准化，旨在从制度、规章、
标准、操作、检查等各方面，制定具体的规范和
标准，使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活动实现规范
化、标准化，是企业强化源头管理、全面提升本
质安全、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促进安全生
产形势稳定好转的根本保证。

安全生产标准化既是荣誉，更是责任。新
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企业要“加强安全生产
标准化、信息化建设”，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

产工作职责第一条，就是“建立健全并落实单
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
化、信息化建设”。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是动态的，不能一劳永逸。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达标是一个起点，而
不是终点。但现实中，一些企业为了创建安全
生产标准化，倾尽全力、不辞辛苦，而一旦评审
通过、证书到手，就产生松口气、歇歇脚的想
法，安全管理上开始松懈，有章不循，说一套，
做一套，安全生产标准化与生产运行“两张
皮”，使安全生产标准化流于形式、落不到实
处，埋下事故隐患。近年来，多家安全生产标
准化三级、二级甚至一级企业发生安全事故，
表明评审达标不等于进了“保险箱”，安全生产
标准化证书也不是事故“挡箭牌”，不意味着企
业绝对不会出安全生产事故。

从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看，安全生产标

准化定级管理也是动态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创
建不能一劳永逸。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
活动的具体内容，每个企业、每个行业、每个地
区，有所区别、各有特点。即使在同一企业，随
着环境改变、科技发展以及企业自身的变化，
安全生产标准化活动的内容也必须逐步丰富、
不断完善和提高。

2021年10月应急管理部发布的《企业安
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明确企业安全
生产标准化等级有效期为3年，3年有效期满
后必须进行复评，符合条件的才能换发安全
生产标准化等级证书。同时，明确要求各级
应急部门在日常监管执法工作中，发现发生
生产安全死亡事故的、发生造成重大社会不
良影响事件的、瞒报、谎报、迟报、漏报生产安
全事故的等九种情形，应当立即告知并由原
定级部门撤销其等级。所以，企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建设各项工作要扎扎实实、保质保
量，更要做好评审达标后的“后半篇文章”。
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如履薄冰
的危机感，抓实安全生产，才能够真正对得
起这份荣誉。

总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是一项没有句
号的长期工作，要把安全标准化创建当作一项
常态化工作来开展，做到只要企业在生产，安
全生产标准化就不能停顿。无论安全生产形
势如何变化，安全生产标准化要求都不能停
歇。同时，相关监管部门要做到评审环节严把
关，监管执法环节不放松。要有针对性地开展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回头看”，防止企业出现
管理下滑、隐患再现等“回潮”现象，发现存在
九种情形之一的，摘牌不手软，进一步巩固安
全生产标准化创建成果，为安全生产提供可靠
保证，促进企业安全发展。

安全感悟安全感悟
温波

监管向下延伸 激活“沉睡资源”

哪里风险最突出、基础最薄弱，执法检查
就指向哪里。这是精准执法的内在要求，旨
在抓重点、破难点，把有限的执法资源用在刀
刃上，以基层末梢安全基础的夯实，巩固提升
整体安全水平。

基层现场往往情况复杂、散小乱差，安全
管理不规范，从业人员意识淡薄，安全风险突
出。有的地方看似毫不起眼，一切正常，但风
险隐患早已在“酝酿发酵”。不少重特大事故
表明，隐患常存于寻常处，事故就发生在恍惚
间。

基层末梢单位应该是监管执法的重点。
但有的地方，在精准执法过程中未坚持眼睛
向下、力量下沉，把精准执法等同于一般执
法，对风险突出的基层末梢单位存在底数不
清、隐患不明等问题，导致精准执法和重大事
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两张皮”。

监管难以延伸到基层末梢，责任部门也
有自己的苦衷。最大的难题是执法力量不
足，有的地方对“联合执法”的理解存在偏差，

导致基层实际执法人员有所减少，同时执法
骨干人员流动较大，安全监管行家里手不
足。此外，执法设备等也存在配置率低、使用
紧张的情况。

消除痛点、打通堵点，基层安全监管才
能更精准。基层末梢各类要素聚集、安全
风险点多面广，仅靠应急管理部门的执法
力量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要唤醒行业
管理部门、专家团队等“沉睡资源”，聚焦

“精准”二字，通过信息共享、调研检查，以
及开展安全检查公益服务、加强安全生产
隐患有奖举报等形式，摸清基层末梢单位
的风险底数，制定精准执法工作任务和问
题清单，深入查找和分析问题原因，“对症
下药”，精准施策。

同时，要从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十五条
措施等法规制度中，找出解决基层安全监管
执法人员不足的依据，争取地方大力支持，保
证安全生产执法力量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整
合安全监管资源，优化要素配置，推动人财物

资源向监管一线倾斜聚集，全力织密织牢基
层末梢安全防控网。

当前，应急管理最突出的短板和弱项就
是基层基础薄弱。各地要利用精准执法的契
机，把基层末梢作为执法“主战场”，大力推动
整合执法资源，充实执法力量。综合运用前
期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成果，推广“基
层吹哨、部门报到”模式，或参照基层治理网
格化模式，对风险最突出、基础最薄弱的领域
进行网格划分，不推诿、不扯皮，保障精准执
法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针对执法设备配备不足问题，要充分利
用信息化建设成果，如开发“一键排查APP”
等，提升执法成效，并争取相关部门支持，为
执法人员更新装备，配备更加精密、更加便
捷、更多功能的执法设备。

防范化解基层末梢的风险隐患，需要我
们始终坚持眼睛向下、力量下沉，把“末梢”变
成查险除患的“前沿”，在风险最突出、基础最
薄弱的地方查问题、找根源、寻良策。

七八月份正值安全生产
的关键时期，历来是事故多
发季节。企业抢工期、赶进
度意愿强烈，甚至不惜违规
作业、带险运行，此种情况不
在少数。加之进入三伏天，
气温逐渐升高，生产生活用
电需求旺盛，伴随大风、暴雨
等极端天气频繁来袭，使安
全生产条件较难保障，极易
引发一些季节性生产安全事
故。

尽管夏季发生的生产安
全事故类型不一，所属的行
业领域也不尽相同，但深究
细剖，其引发因素仍集中在
企业安全意识淡薄、安全保
障弱化，相关部门督导检查
不深入、监管措施针对性不
强等方面。因此，务必时刻
保持清醒头脑，来不得半点
儿松懈，要紧密结合安全生
产动态，精准防范季节性安
全风险隐患。

一方面，强化企业主体
责任落实。相关部门应督促
引导企业严格履行法定责

任，结合夏季风险隐患特点，针对自身弱点，拿
出切实管用的措施；加大安全投入，加强安全
管理机构建设，关注外委作业，做好人员培训，
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
个工作岗位，消除责任盲区；对发现的隐患和
问题立行立改，对一时难以整改的，安排专人
盯守，并落实责任、措施、资金、期限和应急预
案，严防“摆渡期”安全事故发生。

另一方面，持续提升重大事故隐患整改质
量。全国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启
动以来，各地强力推进，排查整改了一大批问
题隐患，有效促进了安全生产总体形势的持续
稳定。但还应持续紧盯问题不放，务必留意

“企业自查重大隐患数连续多月为零”等现象，
该“补课”的“补课”，该追责的严肃追究，并对
照前期通报的问题清单、重大隐患自查清单进
行梳理，过一遍“筛子”，有针对性地组织“回头
看”，防止问题反弹。

梅雨对扳手
安全感悟安全感悟

郭增虎

采煤工，要牢记，
工作不光靠力气；
技能高，遵章干，
程序作业多出炭。
开工前，要班检，
班长瓦检安监员；
查隐患，治弱环，
质量达标保安全。
顺槽行，人行道，
千万不要走轨道；
皮带道，绞车道，
随意横穿切莫要。
行走中，车辆近，
躲进硐室暂避身；
危险地，有栅栏，
擅自进入最危险。
开车前，检查先，
设施完好才安全；
装封车，要合格，
长短混装要不得。
开车时，有信号，
行车信号要记牢；
禁扒车，禁跳车，
来往梭车坐不得。
运输机，危险有，
停机闭锁面前走；
皮带下，不能钻，
钻过跨越很危险。

安全顺口溜安全顺口溜

佚名

工作不光靠力气

安全散文安全散文
盛莹宇

以史为鉴悟煤魂
阴阳潜移，春秋代序，翻开浩瀚的历史卷

帙，我们不难发现，煤炭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
能源，其开采与利用始终伴随着风险与挑
战。《史记》中记载了中国最早的煤矿坍塌事
故：西汉汉文帝元年，即公元前179年左右，
在河南宜阳山中煤窑发生了一起煤矿坍塌事
故，造成“尽压杀卧者”的悲痛惨剧。而蒲松
龄的《龙飞相公》则第一次以文学的笔触，将
煤矿淹井事故编织成一段离奇而又引人深思
的故事。《史记》与蒲松龄的《龙飞相公》虽非
直接聚焦于煤矿安全，却从各自独特的视角，
为我们揭示了劳动艰辛、安全意识的萌芽以
及悲剧背后的深刻教训，也为我们勾勒出古
代煤炭开采的艰辛与风险，从而引发对人们

对煤矿安全的深刻感悟。
《史记》中那简短却沉重的煤矿坍塌记载，

让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目睹了西汉时期矿工们
在恶劣条件下挣扎求生的场景。那“尽压杀卧
者”的惨状，不仅是生命的消逝，更是对安全缺
失的沉痛控诉。书本上的字字句句无声地诉
说着古代矿工们在黑暗与危险中挣扎求生的
故事，每一次矿难都是对生命的无情剥夺，也
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安全始终是生
产活动中不可逾越的底线。在追求经济效益
的同时，必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确保每一
个生命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这些历
史教训告诉我们，煤炭开采从来都不是一件轻
松的事情，它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与挑战，需要

我们在意识、管理和技术上不断精进，以确保
矿工们的生命安全。

而蒲松龄的《龙飞相公》，则以一种文学的
方式，将煤炭开采的艰辛与危险展现得淋漓尽
致。小说中的矿工们，面对突如其来的煤矿透
水事故，无助与绝望交织，但最终却以某种超
自然的力量获得解脱。这虽是虚构的情节，却
深刻反映了人们对安全生产的渴望与期盼。
它让我们看到，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古代，矿工
们是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与死神搏斗，又是如
何在绝望中寻求一丝生的希望。这种对生命
的顽强抗争，不仅是对矿工精神的颂扬，更是
对煤矿安全重要性的深刻揭示。

结合这两部作品，我深刻感受到煤矿安全

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文化问
题。它关乎到每一个作业工人的生命安全，关
乎到他们背后家庭的幸福安宁，更关乎到社会
的和谐稳定。

在现代社会，随着煤炭开采技术的不断进
步和安全生产法规的逐步完善，煤矿安全事故
的发生率已经大大降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可以掉以轻心。相反，我们应该更加清醒
地认识到，煤炭开采仍然是一项高风险工作，任
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因
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煤矿安全，从多个层面入
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煤矿安全保障体系。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煤炭这种化石能源在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再成为生命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