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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柯

6 月 17 日一大早，董永东到食堂扒了几

口饭，就催着同事快点吃，吃完了快点走。

同事说，今天至少要干到下午两点,多吃

点，不就是个演练吗？

他白了同事一眼：你还知道是演练？快

快，快点！

48 岁的董永东是个幽默风趣的胖子，心

宽体胖，平时乐呵呵的，但一遇上工作上的事

儿，立刻像换了一个人，严肃认真，不苟言笑。

胜利油田在新疆克拉玛依有块“飞地”叫

春风油田，管理这个 150 万吨油田的单位叫

新春公司，董永东是这个公司的采油管理部

副经理。

6 月是安全生产月，安全演练是生产性

企业的“规定动作”。新春公司决定与同在克

拉玛依的中石油新疆油田应急救援中心一起

搞一次现场井控事故应急处理演练。

两家几次碰头讨论，敲定以阀门刺漏造

成井喷排险作为演练内容。

虽然合作方是专业队伍，公司也有专门

的 HSE 科，领导还是把拟定演习方案的事儿

交给了董永东。

因为董永东在当采油一区副经理时写过

演练方案。人家的方案，一般是写演练的流

程，包括作业的顺序、内容和要求。而他起草

的演练方案，更像一个剧本——关键节点上，

谁应该在哪个位置，在什么时间，做什么动

作，做到什么程度，甚至怎样报告、说哪些话

都列出了具体要求。

后来，厂领导在总结会上特别表扬了他：

事故现场分秒必争，要是平时我们没练到，关

键时刻就会掉链子，董永东的方案能让演练

更规范、更精确。

这一次是公司级的演练，制定方案的压

力更大了。现场踏勘、收集数据、征求意见，

董永东都做得认真细致，比较以前公司的方

案，他觉得这次不但做了优化提升，还对细节

再三推敲，不大会出现意外。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演练刚一开始就出

了意外。

双方各派出的两辆消防车，到了现场应该

和新疆油田的现场指挥交接，由其统一调派。

因为方案中没写如何交接，在消防车进

场降温并制造保护水幕时，新春公司的消防

车却停在原地。

于是，有人跑过去叫消防车进场。

这也就耽误几分钟的工夫，似乎没人在

意这个失误。也可以说，现场资源统一调配，

是应急处理最基本的常识。可在董永东看

来，方案上没写，那是他的责任。

13 时，演练到了关键时刻——更换刺漏

的阀门。董永东看见现场指挥作业的班长不

是站在指挥的位置，而是不断地上前亲自带

头卸阀门，甚至亲自挥起榔头松螺丝。

在警戒线外，远远地看着那个粗犷结实

的西北汉子在现场的“任意发挥”，董永东急

得抓耳挠腮。干基层出身的他，明白身先士

卒的重要，但此刻班长的职责应该是“指

挥”。董永东想起，在方案上他写的是班长

要“坚守岗位，负责到底”，却没注明如何“坚

守”。他觉得背上的衣服慢慢粘在了身上，

袖口里的汗流到了手上。那 10多分钟，特别

漫长。

即使是演练，即使是一点小瑕疵，他都如

芒在背。

那是他当作业队主管安全的副队长落下

的“病根儿”。作业队天天钢家伙碰铁家伙，他

最怕好好的兄弟突然手上就血肉模糊了，还有

那些尽量压抑着的呻吟，都折磨着他的神经，

让他内心更痛苦的是无颜面对伤者的亲人。

演练结束了，评估组和指挥部对这次演

练都给了高度评价，双方领导都特别表扬了

演练方案做得具体细致。

董永东却感到心里沉甸甸的。他想，回

去之后，自己一定再认真推敲方案，争取下次

做得更好。

如芒在背如芒在背如芒在背

编者按

每到安全生产月，我们都会收到很多通讯员发来的相关图片新闻，今年也不

例外。既有“安全大检查”“消防大演练”这类的常规活动，也有“安全快闪”、安全

“零点行动”这样的创新之举，安全生产深受企业重视可见一斑。然而，今年的来

稿也跟往年一年，存在“安全图片不安全”的问题，比如在一张维修工消除线路隐

患的照片中，有人的安全帽形同虚设——带子没系。类似的“小问题”年复一年

地出现，令人心忧。“小问题”所暴露出的问题并不小，因为隐患之“虎”往往就出

没于这样易被人们所忽视的薄弱之处。 ——编者

田宏远 王学峰 邵晓玲

“今天的安全监督例会，我们先讨论一下

‘宜、应、要、须’这些字的含义。”

“宜，就是允许、适宜、适合；应，就是应

当、应该；要，就是需要；须，就是必须，很严

格，非这样做不可。”

“这几个字是程度不同的肯定，语气由轻

到重。”

6 月 6 日 ，中 石 化 经 纬 公 司 西 南 测 控

QHSE 监督站安全监督例会上，安监员们就

“宜、应、要、须”几个字进行了热烈讨论。

乍一听，这仿佛是一场语文课。一群被

人们称作“铁面包公”的安监员，在这里讨论

常用字的含义和区别。他们说，这样的“咬文

嚼字”是安监员的必修课。

“在各类安全制度中，这几个字是常用

字，安监员必须深刻领会，才能在现场检查时

准确把握尺度，对现场安全提供指导性的监

督意见”。西南测控公司安全总监代道文发

表自己的见解。

作为石油勘探开发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西南测控公司常年保持 110个左右的基层队

在生产现场从事测井、录井、定向井施工，存

在带压作业、危化品使用、吊装作业、高空作

业、自然灾害、井控安全等风险。今年的安全

生产月活动启动以来，西南测控公司围绕“遵

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主题，组织

安监员深刻领会相关法律、法规和操作规程，

开展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深究问

题，治理隐患，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安监员在检查时发现，针对“在高压作业

区与射空区宜安装防护墙”这一条，各施工队

就其中的“宜”字，有着不同的执行方式。比

如在单井作业时，没有安装防护墙，在井工厂

作业时，安装了防护墙。后来，安监员们通过

集体讨论并对现场评估，本着从严管理，把

“宜”改成“应”，要求单井作业也要安装防护

墙，做到本质安全。

安监员王学峰在检查电缆钢丝时，根据

“发现电缆钢丝断裂时，应及时进行处置”这

项规定，不仅检查施工队在发现电缆钢丝断

裂时是否做到及时处理，同时要求施工现场

配备处置工具、物资，还现场考核作业人员是

否具备处置能力和相关知识。

“这项规定中的‘应’是应该，事不宜迟

的意思，不仅要处置，还要具备处置能力和

处 置 工 具 ，所 以 我 延 伸 了 相 关 的 检 查 内

容”。王学峰认为，咬文嚼字可以让自己更

好地吃透政策，做安全明白人，检查时才能

查出要害点、关键点，才能以理服人，发挥

安全监督的作用，把安全制度真正贯彻好、

执行好。

咬文嚼字咬文嚼字咬文嚼字

赖雨冰 张磊

山峦寂静。一条蛇静静地卧在路肩上。

它穿了一件土灰色的衣服，细碎的豹纹冷傲

地装饰在身上，不细看是发现不了这个“拦路

虎”的。

“大家注意脚下安全，这个季节蛇比较

多”。刘旭一边叮嘱一边将目光尽可能投向要

经过的路肩更远处，她的面前是一群身着黄色

工作服的作业人员。远远看去，整个队伍像朵

盛开的向日葵。

“停一下，前面有蛇”。刘旭果断冷静地下

令，然后她捡起一块石头驱赶着那条冷酷的

蛇。走在最前面的温松康看着受到惊吓的蛇

“嗖”地抬起头，惊出一身冷汗。他与蛇的距离

不足 1.5米，有一双大长腿的他只要再跨两步

就可能踩到蛇身上。

瘦小的刘旭其实最怕的动物就是蛇，但作

为广州通信段惠州通信车间集中检修车间的

防护员，她知道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也知道现

场防护员身上的责任。

今天的作业内容是桥槽整治，作业区间线

路复杂，通行列车多。刘旭眼观六路，耳听八

方，一会儿跟驻站联络员汇报自己所在的位

置，一会儿给作业人员下达列车通过前下道避

车的指令，一会儿关注作业人员的劳动保护情

况。她像个护雏的老鹰，时刻关注着现场作业

人员的安全操作。

从 2020 年来集中检修工区到现在，她参

与防护的次数超过上百次。她的背包里装着

蛇药、防暑药和各种常用的应急药品。为了胜

任防护员一职，她专门利用下班时间到医院请

教外伤包扎、心肺复苏、中暑急救的一些医学

知识，为此，她成了内科和外科医生的“常客”。

而另一边的车站信号楼内的驻站联络员，

正聚精会神地盯着电子显示屏，耳朵专注地听

着车站值班员的行车指令，时刻关注列车通行

情况，并将每一趟列车的通行信息准确而又及

时地通报给现场防护员。

此起彼伏的专业联络用语回荡在山间，在

电台里织起一道又一道坚固的安全生产防线。

“上道作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

除了要自防，也要他防，所以我们车间一直以

来严格执行联络防护安全生产制度，杜绝劳动

作业安全漏洞、盲区，说起来，现场防护员和联

络员责任心最重，一场作业下来，她们付出的

比我们还多。她们保护我们，我们保护通信大

通道，守护列车安全，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

安全‘同心圆’。”检修工区副工长殷水强介绍

道。

11时 40分，整治工作完成，看着人员和工

机具全部安全撤离作业现场，在跟驻站联络员

汇报完毕后，刘旭摸了摸自己的后背，那里早

被汗水湿透了。通常，她遇到害怕的动物或者

压力大的时候，后背就会不由自主地流汗，这

个秘密只有她自己知道。

在安全生产月
活动期间，安徽淮
北矿业集团临涣选
煤厂组织安全小分
队深入生产现场、
车间班组、职工食
堂等，开展“快闪”
趣味答题活动，结
合厂区安全生产风
险隐患和职工岗位
安全技能进行快问
快答。 石启元 摄

“安全快闪”“安全快闪”

一个秘密一个秘密

口述/吕明 整理/郭修山

我是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公司淄博工务段周村线路
工区的一名防护员，入职11年，我的职责是对现场作业
人员提供人身安全防护，确保万无一失。

刚入路时，看到身着红色防护服，胸前佩挂对讲机、
喇叭等防护备品的防护员，我特别羡慕。当时我以为防
护员就是预报车次、吹吹喇叭，提醒职工按规定穿戴好劳
动保护用品，谁都能胜任这项工作。

通过培训和考试，我取得了防护员单独顶岗作业资
格证，那天我心里乐开了花，盼着上线作业时一展身手。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天窗维修作业，工长安排我担
任现场防护员。封锁命令下达后，我要与驻站联络员复
诵命令，在确认无误后，迅即将作业项目、封锁时间和施
工区段详细记录在防护记录本上，并将信息传达给施工
负责人。施工现场机具与钢轨、石砟的撞击声此起彼伏，
淹没了对讲机里的声音，不由得让我手忙脚乱。

180分钟的天窗作业时段内，每3分钟就要与驻站联
络员进行一次呼唤应答确认，再将信息传递给各作业小
组。一个天窗点内，“明白”“邻线列车接近”这十多个字复
诵、传达的次数少说有300次。有时现场噪声大，喇叭都
快吹爆了，职工也听不到，连吹带喊，声带都破裂流血了。

“能吃得消吗？”作业结束后，工长笑着问。
“能。不过这活儿还真不简单。”我说道。
“防护员要耳聪、眼疾、手快、嘴灵，做到万无一失。”

工长说着掏出风险卡控表，与我核对防护记录本上的关
键作业信息，“由于每日作业地点不同，各作业区段天窗
给点时间、列车运行密度都不相同。防护员要背熟列车
时刻表，了解掌握列车运行速度、间隔时间等等，这样才
能万无一失”。

我开始真正理解这个岗位的职责了。
作为现场作业人员的“眼睛”和“耳朵”,我既要熟知

每个作业区段的线路分布和地形地貌情况，又要掌握各
项作业流程和注意事项。工区管辖38公里的线路设备，
哪里小半径曲线多、哪里路肩窄、哪里病害多……必须全
都了然于胸。

一路上，工长反复说着一句话：“防护员能安安全全带
着伙计们上线路，让伙计们平平安安归来，就是大功一件。”

从那以后，现场防护时我无时无刻不在了解、监控列
车运行信息，不给安全隐患钻任何空子。

万无一失

韩成杰

又到安全生产月，我又想起十几年前的一幕。因为
自己的鲁莽操作而烫伤同事的情景在我眼前闪现，让我
心存余悸，充满愧疚。

那是2004年的一个夏日，当时岗位上有我和同事两
人操作。那天，我负责打放树脂渣，接过班后，我按惯例
对所有管道进行通气疏通，以免堵塞而影响生产进程。
当我打开放渣管道上面的蒸汽阀门进行疏通时，发现管
道堵塞了。我初来乍到经验不足，以为蒸汽压力过小，又
把阀门拧开一圈。这时同事走过来，说帮我控制住管头。

于是，他双手抓住管道尾部的铁头，摁在树脂渣槽
边。没过半分钟，只听“嘶”的一声，一团蒸汽夹裹着被融
化的树脂冲开铁管与软管的接头处，把同事罩住。同事

“哎哟”一声，丢下铁管，转身跑开。我赶紧关闭蒸汽阀
门，可为时已晚，无情的蒸汽已经融化为液体，紧紧贴在
同事的T恤、双臂以及脸部。

我哪见过这种阵势，望着满是树脂和被烫得龇牙咧
嘴的同事，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呆住了。

班长闻讯赶来，迅速把双手往清水里一插，飞快地把
同事双臂上的树脂揭去，并嘱咐我去拿剪刀。我惊慌失措
地找来剪刀，却怎么也剪不开同事的T恤。班长一把推开
我，操起剪刀，三下五除二，把同事的衣服剪开。只见同事
的左腹部出现了一个巴掌大的红晕，隐隐地鼓起来……

这时我才回过神来，一个劲地对同事说：“对不起，我
不是故意的。”虽然同事、班长、车间主任都没有责备我，
但我看着同事那痛苦的样子，愧疚极了。如果我拒绝了
同事的帮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经过那起事故，我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了。
特别是在冬天，放树脂渣管道更易堵塞，我吸取了烫伤

同事的教训。接班后，去疏通放树脂渣管道时，微微放开一
点点蒸汽阀门，让蒸汽慢慢地去疏通，去加热。经过两三个
小时的加热，阀门及管道变得热乎了，等到开启阀门时就变
得轻松自如，也避免了蒸汽外泄伤人的事故发生。

在高危的化工行业中，进行生产操作时必须事事小
心，时时谨慎——这一点我一直谨记在心。

心存愧疚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不留死角不留死角

宋洋

“大家快来看啊，咱们的急救演练过程

拍成视频纪录片了”。6 月初，在中石油管

道局四公司盾构工地会议室，员工们紧盯

投影仪幕布，对照演练步骤、演练动作进行

“找茬儿”。

盾构非开挖业务是在地下构筑隧道，科

技含量高、施工风险大，为增强施工人员的安

全防范意识，提高应急指挥系统的处理应对

能力，检验应急预案在实际工作中的效果，他

们将以往工程策划的急救演练视频整理后，

为一线员工送去安全大餐。

在观看完演练视频后，员工王奇说：“通

过大家来‘找茬儿’，让我们受到了一次很好

的教育，像在盾构隧道这种受限空间内作业，

发生事故后无论是受伤者还是施救者都不要

慌乱，只有保持镇定，伤者才能尽快得到救

助，且不会导致其他工序出现差错。”

“在对受伤人员急救时，我们进行简单止

血处理后，用竹板进行了绑扎，避免伤者受到

二次伤害。我们要通过视频纪录片告诉大

家，‘三违为零、伤害为零、职业病为零’的目

标就是我们的安全梦。”参与演练的员工郭培

鹤补充道。

演练不是目的，而是实战。正如安全总

监朱建明所说：“应急演练就是要暴露出来

一些问题，验证应急预案的不足之处，让每

位参与者做好总结，不断提高遇事时的处理

能力。”

目前，中石油管道局四公司正在进行盾

构项目前期筹备工作，他们将根据从演练视

频中发现的问题，查找不足，剖析问题根源，

进一步完善应急救援预案，以提高员工遇到

突发紧急情况的救援能力。

来来““找茬儿找茬儿””

沈小平

“这个方式比单纯的参加培训好，主

动性高。”

“由于是自己示范，得保证示范质

量，免得人笑话。”

“不能误导别人，操作必须符合标准。”

6月16日，首钢水钢博宏创业分公司

请职工当“主角”，以“五点式安全带正确

使用”和“背负式空气呼吸器正确佩戴”

等为内容，制作安全生产短视频，力争营

造人人学安全、人人讲安全、人人守安全

的氛围。对此，职工们纷纷表示赞同。

该公司每年承担的水钢设备年修项

目，大多都在有限空间、煤气区域、高空

作业、罐体炉内等危险场所。对职工们

而言，时刻牢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尤为

关键。

为切实提高安全监护人员综合素

质，确保检修安全，该公司结合“安全生

产月”推进计划，组织职工开展拍摄安全

生产短视频活动。通过亲身参与，职工

们不仅学到了具体的安全生产知识，又

增强了安全生产意识。

王秉

“走，快走，油罐起火了！”6月 16日，

烈日当空，气温高达 39摄氏度。刚巡检

完流程设备回到值班室的河南油田安棚

转油站集输工倪德强满头是汗，还没来

得及擦，就接到站上紧急指令，说三相分

离器旁边的事故罐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突

然着火，赶紧抢险去。

很快，整个转油站紧张起来。只见

背着正压呼吸器的值班员张诗东也朝着

事故罐方向跑，正在注水泵房里修泵的

于学平手拎灭火器也赶来了，手举彩旗

的魏威恒已经站在转油站门口引导消防

车……

不一会儿，拉着警报的消防车也赶

到了，很快，一条条灭火的水龙带冒着柱

状泡沫向烈日下的事故罐打去。

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一场消防演

练。

“今天特意搞这场不打招呼的演练，

目的就是要考验我们的整体作战实力，

一旦真的遇到紧急情况，看我们到底能

不能拿得下。”站长易伟刚说。

不打招呼

当上“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