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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质量为基安全质量为基 织就行稳致远的织就行稳致远的““防护网防护网””
5月30日，在中国中铁“安全生产月”活动

启动仪式上，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文健强调要牢
固树立“人人讲安全”的责任意识。笔者认为，
安全是发展的生命线，质量是企业的根基，要有
讲政治、顾大局、谋长远的站位，以刀刃向内的
勇气正视问题，以抓铁有痕的韧劲筑牢安全质
量防线。

转变思想认识，筑牢安全堤坝。当前部分
管理人员仍存在“重生产、轻安质”的侥幸心理、

“被动应付”的惰性思维和“经验主义”的认知偏
差。为此，要破除“事故不可防”的伪命题，将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理念贯穿于项目管理全
过程。建立完善安全质量价值观考核体系，将
安全质量履职情况与职务晋升、评优评先深度
挂钩。充分利用局“安全质量隐患排查治理系
统”，大力开展安全质量风险辨识与消除。通过

安全质量事故的情景模拟、风险预判、沙盘推演
等方式，让“人人都是安全质量第一责任人”的
意识深入人心。

加强队伍建设，锻造安质铁军。要探索构
建“专家型管理团队+专业型安质骨干+专注型
基层网格员”的三级人才梯队，切实发挥各层级
人才的管理力量。加大招聘力度，用三至五年
时间为安质系统补充“新鲜血液”，坚持新入职
工程技术人员在工程部轮岗半年以上再从事安
质工作。严把转岗关并形成机制，每年通过竞
聘筛选有意愿、有能力的工程技术人员到安质
岗位工作，加大优秀安质岗位的劳务派遣人员
的转正力度。实施安质人员“双通道”职业发展
体系，让严管、能管、会管的“能者上”，让松管、
慢管、乱管的“庸者汰”，不断加强安质系统队伍
建设。

强化工作执行，压实责任链条。执行力衰
减往往源于责任传导的“上热、中温、下冷”。为
此，要建立“目标分解、过程跟踪、结果追溯”的
垂直管控机制，将企业年度安全质量目标转化
为本部各部门的关键绩效指标、各项目的安全
管理责任。充分发挥好“各生产部门严控、各项
目自控、各管控组监控”的作用，做到既有管的
主动性，也有管的自觉性，更有管的针对性。运
用信息化手段实现“隐患整改、验证销号、举一
反三”的闭环管理，推行“红黄牌”预警机制，对
共惯性问题提级管理，对重大隐患整改实施公
司、项目两级“一把手”挂牌督办。

严肃培训考核，激活内生动力。业务培训
要注重“形式多样性、内容精准性、成效显著性”
三者相结合。为此，要探索构建“分级定制化课
程+场景沉浸式实训+AI智能陪练”的安质系统

立体培训体系，迅速满足当前安全质量管理工
作的需求。结合各项目特点，加强单位单项工
程风险隐患、安全事故案例库建设，为安全质量
培训工作提供丰富的素材和资源。聚焦“关键
少数”，通过集中轮训项目经理、细化现场管理
人员工作流程等手段，持续提升他们的安全履
职能力，对考核未通过的管理人员实施“回炉再
造”或“末位淘汰”，倒逼他们真学、真用、真管。
建立“区域安全质量互助联盟”，通过交叉检查、
对标学习、应急演练等，有效提升专业能力和素
养。

安质管理没有“休止符”，只有“进行曲”。
要以“归零心态”整装再出发，用“绣花功夫”织
密防护网，让安全质量真正成为“压舱石”，这样
企业方能在时代浪潮中行稳致远、基业长青。
五公司西延铁路2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吴嘉隆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是必须
时刻绷紧的“高压线”。面对复杂多变的施工
生产潜在风险，笔者认为，唯有着力筑牢“意
识之盾”“制度之盾”“科技之盾”“应急之盾”，
构筑全方位、立体化的安全生产防线，企业方
能实现长治久安。

铸就“意识之盾”，夯实思想根基。“安全
是最大的效益”绝非空谈。现实中，“凭经验
办事”“图省事冒险”等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往往是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导火索。要彻底
扭转这一局面，必须将安全生产意识深植于
每位员工心中。要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警示
教育，用血淋淋的事故案例敲响警钟。利用
班前会、安全交底、专题培训等形式，深入浅
出讲解安全操作规程、风险隐患辨识等知
识。只有当安全生产成为全员的自觉意识和
行为习惯，安全风险防范的第一道屏障才能
真正牢固。

锻造“制度之盾”，压实责任链条。安全
不是口号，必须依靠严密的制度体系和清晰
的责任分工来保障。要坚决贯彻“管行业必
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
须管安全”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
管、失职追责”的要求。健全完善覆盖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级
管理人员、作业人员的安全职责，做到“千斤
重担众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严格执行各
项安全管理制度，例如作业许可、隐患排查治
理、旁站监督、安全绩效考核等，并确保这些
制度不折不扣地执行。强化责任追究，对责
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监管不得力的严肃问
责，形成“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震慑效应。

磨砺“科技之盾”，强化智能防控。在信
息化、智能化时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离不开
科技赋能。要加大安全管理工作中的科技投
入，例如，在关键区域部署智能视频监控系
统，自动识别人员违规、区域入侵等风险；运
用物联网技术对大型设备运行状态、环境参
数实时监测预警；推广使用智能安全帽、电子
围栏、定位手环等装备，加强对高风险区域作
业人员的动态管控；建立安全生产信息化管
理平台，有效整合隐患排查治理、风险分级管
控、安全教育培训、应急资源管理等方面信
息，提升风险预判和精准防控能力，让科技成
为洞察风险、消除隐患的“千里眼”“顺风耳”。

擦亮“应急之盾”，提升处置能力。凡事
预则立，不预则废。即使预防措施再周密，也
必须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要修订完善
各类专项应急预案和处置方案，确保其针对
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配齐配足必要的应
急救援器材和物资并定期检查维护，确保关
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常态化、实战化开展
应急演练，不仅要覆盖火灾、触电、坍塌、高处
坠落等常见事故，更要结合季节特点和施工
现场重大风险源进行专项演练。演练要“练
指挥、练协同、练处置、练保障”，真演真练，不
走过场，切实提升全员的应急反应速度、协同
作战能力和自救互救技能，确保一旦发生险
情，能够迅速、科学和有效处置，最大限度减
少损失。
三公司北京台湖图书城项目部综合办主任赵一薇

筑牢“四面盾牌”守护安全长城
安全不是少数人的职责，而是全体参与

者的共同使命；应急不是事后补救的口号，而
是必须掌握的基本能力；隐患不是偶然的疏
漏，而是潜藏于细节中的致命威胁。笔者认
为，我们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

“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将安全生产意识
融入血脉、化为行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起
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

安全是“人人有责”的集体契约，必须凝
聚全员共识。施工现场的每个人都是安全生
产的缔造者，也可能是事故的受害者。统计
数据表明，90%以上的事故源于人的不安全
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交织，而前者往往起
决定性作用。一名作业人员未系安全带高空
作业、一次未经验收的临时用电、一场简化流
程的违规操作，都可能成为悲剧的导火索。
倡导“人人讲安全”，就是要打破“安全是安质
部门的事”的认知误区。从项目领导班子成
员到一线作业人员，每个人都应成为“安全
员”：管理者要将安全与生产同部署、同考核，
杜绝“重进度轻安全”的短视行为；技术人员
要将安全标准融入方案设计，避免“纸上合
规、现场走样”；作业人员要主动参与风险辨
识，拒绝“凭经验办事”的侥幸心理。只有将
安全责任分解到每个岗位、每道工序，才能织
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网络。

应急是“个个能战”的核心能力，必须锤
炼实战本领。“会应急”绝非简单的预案演练，
而是要求每个人在突发状况下迅速反应和科
学处置。要强化演练，针对管理人员、作业人
员开展应急救援演练，强化突发事件的资源
调配和处理能力，重点培训作业人员使用灭
火器、路线逃生、掌握急救知识等“保命技
能”。要还原场景，模拟坍塌、触电、高处坠落
等事故，利用各种手段提高演练还原度，让参
与人员对应急救援有切身的体验感，避免演
练“走过场”。要建立演练评估机制，通过专
家点评、视频回放等方式查找薄弱环节，形成

“演练-改进-提升”的良性循环，真正锻造出
一支“拉得出、打得赢”的应急铁军。要保障
物资，确保应急物资“拿得出、用得上”，定期
检查应急物资是否有效，杜绝“备而不用、用
而不灵”。

隐患是安全生产的“潜藏杀手”，必须发
动全员围剿。一颗松动的螺栓、一段老化的
电缆、一处未防护的临边，看似微不足道，却
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隐患治理的关键在于

“早发现、快处置”。要做到专业排查与群众
监督结合，由安质部牵头开展深基坑、起重机
械等专项检查，鼓励作业人员“随手拍”举报
隐患。要严格执行“五定”原则，建立安全隐
患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时限，验收合格后
销号，严防“查而不改、改不到位”。要定期开
展隐患治理“回头看”，将隐患整改纳入绩效
考核，形成“排查-治理-预防”的闭环管理，
真正将事故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

安全生产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只有
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理念扎根于
每天、每处、每人，才能真正书写“零事故”的
答卷。
四公司合肥轨道交通六号线项目部安质部一级职员董玉龙

浅论如何织密全员安全网络

《安全我先行》 梁莹倩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