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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组快讯G

当“小红帽”遇见“蓝工装”

最柔软的亲情，最坚固的铠甲

喻珍

清晨 7点，“小红帽”安全员刘屹的影子

被晨光拉得老长，在际华 3509 公司织布车

间的机台间来回走动。他指尖的《安全手

账》翻到“夏季防滑专项”页面，忽然在张姐

的织机旁蹲下身——鞋面搭扣半敞着，鞋跟

在踏板上打滑时留下的磨痕清晰可见。

“张姐，这搭扣要是勾住裤脚，踏板踩不

稳可危险！”刘屹指尖轻点鞋面，另一只手悄

悄从裤兜摸出备用的防滑贴，“昨天咱组小

赵就是鞋没扣紧，转身时差点摔进经轴堆。

您看，这防滑贴我提前剪好了边角，不硌

脚。”说着，他已半跪着帮张姐把防滑贴粘在

鞋底纹路里。

蓝色工装上的汗渍晕开深色的圆斑，

可刘屹眼里只有机台运转的轨迹：“咱车间

的经纬线能织出布，安全细节能织出命。

您每扣紧一次搭扣，就是给家人多织了根

‘平安线’。”张姐低头时，看见“小红帽”帽

檐下滴落的汗珠，正砸在自己刚扣好的鞋

扣上，亮晶晶的像颗小宝石。

班前会上，“小红帽”刘屹特意将讲台

让给了班组长小李。工作微信群的屏幕上

跳动的不仅是那段模糊的受伤视频，还有

刘屹提前标注的红色警示框——“违规操

作区域”“防护缺失点”。

“上个月帮落布师傅搭手时……”小李

举起右手，中指关节的变形在灯光下清晰

可见，“当时想着‘搭把手就走’，没想到手

打骨折了……”她望向坐在第一排的刘屹接

着说：“现在才懂，他们反复‘找茬’，是在给

咱们的手‘戴手套’、给脚‘穿安全鞋’。”

台下，“蓝工装”们的目光扫过刘屹磨毛

的笔记本——当“过来人”的伤疤遇上“小红

帽”的标注，那些曾觉得“多余”的安全流程，

此刻都成了贴在心底的“护身符”。

“P201 机台异常热源预警！”工作群里

弹出“小红帽”刘屹的红色警示。6顶“小红

帽”瞬间在机台旁聚拢，他手里的红外测温

仪扫过传动轴，屏幕数字跳至 85℃，远超安

全阈值的高温。

“小黄先断电源，老王查传动齿轮，小李拍

隐患点位！”刘屹边指挥边掏出随身的“隐患排

查四件套”：手电筒、测温仪、扳手、笔记本。当

废边纱被小心剥离，传动轴上已磨出细密的焦

痕，再晚3分钟，火星就会窜进旁边的织轴。

“现在轮到大家‘找茬’了。谁能说出这

处问题的3个根源？”刘屹翻开《安全手账》，把

最新记录的隐患点亮给众人看。“蓝工装”们

立刻围上来，有人掏出手机拍下隐患细节，有

人小声嘀咕“下次接班得先查这里”。

车间的经纬线在机台中穿梭，织就匹

匹布料；“小红帽”与“蓝工装”的互动在细

节里呈现，筑牢层层安全网。安全从来不

是单向的“监督”，而是你我为彼此、为家人

写下的“平安契约”。这一场关于安全的

“双向奔赴”，最终织就的，正是车间里最动

人的“稳稳的幸福”。

科技赋能筑牢站房钢结构防线
本报讯 6月19日凌晨，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房建公寓段芜湖房建给水车间利用芜湖站宁安场停电

天窗时段，开展钢结构专项检测作业。作业中创新采用“高

空平台车+专业内窥镜”技术，对站台吊顶夹层等隐蔽区域

实施全覆盖排查，通过搭载的LED补光灯与高清摄像头，

可实时回传检测图像，精准捕捉钢结构锈蚀、螺栓松动等隐

患，有效提升站房钢结构检查效率与质量。 （杨曙宁）

“口袋书”变身“掌中宝”
本报讯 为提升一线班组员工“知风险、会排查、能应

急”的能力，日前，中交二航局彭州项目编制了《隐患排查治

理口袋书》，覆盖安全防护、临时用电等13个方面375个常见

隐患。“口袋书”体积小、条目明、内容全，图文并茂可视化，实

现了“安全知识进口袋，排险要点入脑心，解危除患思路清”

的效果，成为班组职工隐患排查的“掌中宝”。 （方国俊）

“一日一警示”
本报讯 在“安全生产月”期间，中铁二局电务公司推

出“一日一警示”特色活动，每日精选安全生产事故警示

片、安全生产月宣传片等系列教育视频，在各项目班组不

间断播放。警示片涵盖高处坠落、机械伤害等多个方面。

通过观看警示片、谈学习心得、定安全措施，推动典型事故

案例入脑入心，全面提高职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张承林）

“手指口述”促安全
本报讯 为积极推进“安全生产月”活动走实走深，淮北

矿业芦岭矿保运区严格规范职工操作行为，积极推行“手指

口述”安全确认法。对开工前、工序转换等关键环节进行

“手指口述”安全确认，通过心想、眼看、手指、口述的方式，

表述井下岗位操作过程，进一步提高了职工的安全岗位操

作技能和应变能力。 （顾述毫）

“三个三管理法”抓生产
本报讯 江苏韩泰轮胎有限公司 TBR 压出工程C组坚

持以“三个三管理法”抓安全生产。坚持“三上”安全教育提意

识，实施“道路—工作—生活”全场景安全教育；坚持“三无”安

全管理，实施班前安全承诺、着装检查、口号激励，班后总结考

核的闭环管理；坚持“三个一”安全活动，每个月开展“人人当安

全巡检员查隐患”“人人一篇安全心得体会”“事故照片警示教

育展”，形成立体化教育模式。 （于洋 陈耀峰 卢克余）

张元旺

“终于拿到了小标签。”6 月 15 日上午 9
点半，承包商员工杨师傅从沧州炼化炼油二

部安全工程师陈新手中接过一个精致的小

标签，小心翼翼地贴在自己安全帽左侧中

央。随后，他和工友们一起来到了罐 237喷

砂防腐作业施工现场，监护人员通过“刷脸”

对他进行身份及作业票证识别，并核对了那

个小标签后，才允许他进罐作业。

杨师傅安全帽上的小标签，是炼油二部

专门针对承包商人员制作的安全培训确认

合格标识。2025 年初，安全组的技术人员

综合分析了近 3年的违章情况，发现大部分

违章是由于安全意识不强、安全技能跟不上

造成的。“这反映出仅依靠入厂安全培训远

远不能满足安全需求，必须针对每一个施工

项目精准开展安全培训和确认。”于是，陈新

想出了“小标签”管理模式。

杨师傅曾在多家单位从事检修作业，但

要求粘贴小标签这还是头一回。起初，他觉

得拿到小标签不是什么难事，因为自己进厂

前已经进行了安全教育，而且成绩还不错，

但实际上却费了一番功夫。

“罐内喷砂作业噪音大，对讲机根本听

不清，内外部人员怎么联系？”“离人孔很远

时感到身体不适，如何第一时间让监护人感

知到？”……针对罐 237喷砂防腐作业，安全

组的技术人员梳理出整个作业链上的 40余

项风险点和注意事项，逐项讲解，逐个检查

确认，全部掌握才能获取小标签。

杨师傅意识到获取小标签资格并非易

事，他竖起耳朵听，还拿出小本子写写画画；

等待考试验证的间隙，他和工友们还互相提

问，加深记忆。

“听到连续 3 下敲击罐壁的声音，你该

怎么做？”“天气这么热，受限空间作业最长

不得超过多长时间？”……通过了考试还不

算，陈新在发放小标签前，还随机抽查几个

问题，好在杨师傅回答完全正确，最终拿到

了小标签。

小标签不是“终身制”，上面写有人员

姓名、项目名称和施工周期，一旦项目变

了、时间超了，必须重新培训“取证”。“安全

组的工作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30%，但现

场违章却下降了一半。”陈新和同事们觉得

累点也值得。

当天上午 10 点 10 分，正在罐 237 喷砂

作业的杨师傅，突然听到管壁有 3下连续的

敲击声。紧急情况下，小标签“取证”前的安

全培训内容在杨师傅脑海里飞快滚动，他立

即关闭砂枪，果断朝着人孔方向撤离，并安

全地钻出人孔，整个过程规范、迅速。

原来是演练！杨师傅松了一口气。“真

遇到异常，要是没有这么细致的培训，想跑

出来都难。”他伸手摸了摸头顶上的安全帽，

用手指敲了敲贴标签的位置，“这个小标签

贴得准、贴得好！”

“这个小标签贴得准、贴得好”

班组之星G

油区安全的“定盘星”
张雨潼

“有邦哥在，咱们干活心里就踏实！”在河口采油厂管理九

区注采 903 站，这句话成了站上员工们最质朴的安全感宣

言。被大家亲切称为“邦哥”的刘怀邦，是注采站站长，也是油

区安全的“定盘星”。

每天送班会后在 903站的各个井场，他总会准时出现，用

“较真”的态度守护每一台设备、每一寸管线，正如他常说的：“油

井不会说话，但隐患会‘开口’，我们必须把危险扼杀在萌芽里。”

头戴安全帽、手持红外测温仪，邦哥的巡检堪称“地毯式

搜查”，同事们笑称他“比检测仪还灵敏”。

6 月 13 日上午 10 点，邦哥在巡查大 24-33 抽油机时突然

驻足。驴头下方一抹新鲜油泥引起了他的警觉——“螺栓有

问题！”他立即叫来站上的维修人员孟令刚和刘新春，经检测，

固定螺栓竟已松动 2/3。“抽油机每分钟摆动数十次，一颗螺

栓松动，就可能引发驴头失衡、机械倒塌。”他的严肃提醒，让

在场人员深刻意识到：在油区，隐患往往藏在毫厘之间。

在邦哥眼中，油区的井、管线都是有“生命”的伙伴。趴在

管线旁细听流体流动声，用手背感受加热炉温度，甚至能从杂

草倒伏方向判断地下管线异常……这些看似“玄学”的技能，

实则是日积月累的“实战宝典”。

6 月 14 日凌晨，大 31 值班人员汇报计量间压力异常波

动。邦哥赶到现场后，没有急于排查设备，而是绕着区域缓步

巡查。当经过一段埋地管线时，他突然指着杂草说：“开挖！”

果然，管线因腐蚀出现细微裂缝，若不及时处理，原油泄漏风

险一触即发。“设备生病前总会露出蛛丝马迹。”邦哥的“诊

断”，让值班的员工们既惊叹又佩服。

邦哥深知，油区安全绝非一人之功。安全生产月期间，他

主动当起“安全教官”，将晦涩的操作规程编成口诀。井站交

接班会、安全演练现场，总能看到他结合真实案例，手把手教

员工辨识风险、规范操作。

在他的带动下，注采 903站悄然发生变化：员工巡检时主

动拍照记录隐患，交接班时详细说明设备状态，安全意识融入

每一滴原油开采的细节。

李怀涛 黄俭

6 月 18 日，在石油工程建设公司中原建

工公司承建的大牛地气田天然气乙烷回收项

目工地上，日头正烈。低温储罐高大的钢结

构塔梯旁，电工王卫国刚爬上几阶，猛地停住

了脚。他死死盯着前面——搭档张建召的电

源线，正紧紧勒在钢梯立面锋利的边缘上，胶

皮线已经被磨出了一道刺眼的白痕。

“老张！快看！线皮子磨白了！”王卫国

心头一紧，脱口喊了出来。张建召闻声回头，

目光落在白痕上，脸色“唰”地变了。“哎呀！”

两人二话不说，立刻放下手里的工具。顶着

灼人的铁梯高温，他们麻利地掏出备用护套，

一人固定电线，一人缠绕包裹，汗水顺着安全

帽檐往下淌。几分钟后，那根差点“破皮”的

电线被牢牢地保护起来。

“现在大家互相盯着，比安全员查得还

细、还严。”王卫国抹了把汗，语气里透着安

心。这份安心，就来自项目上推行的“工序搭

档互查制”。干活时，搭档就是彼此的“安全

眼”，你干我看，我干你查，一点点小毛病都逃

不掉。这项制度推行下来，员工们自己就揪

出了设备不对劲、操作不合规等问题 35 项，

占了现场发现隐患的近三成。“人人都是安全

员”的氛围，真真切切地浓了起来。过去，安

全主要靠安全员“单打独斗”，一个人盯着全

场，总有顾不上的地方。如今，靠着“互查”，

每个干活的人都把安全当成了自己的事，主

动去发现、去解决身边的“雷”。安全，不再是

挂在墙上的口号，它融进了每一道工序里，成

了员工们举手投足间的习惯。

“互查”让隐患无处藏身

他山之石G

王鹏 张翔霞

“来，准备开始今天的功课。”6 月 15 日

下午，普光工区红岭 1X井现场，中石化经纬

公司中原测控 ZY606 录井队队长胡春雷召

集队员们到地质值班房外，两具正压式空气

呼吸器已提前摆在了地上。

“师傅，我都练到 20 秒了，远超 30 秒的

规定时间啦！今天装了一天线路和传感器，

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还练呀？”25 岁的张伟

揉着肩膀，苦笑着“求饶”。自这口井开钻，

胡队长每日雷打不动的背空呼训练，早已成

为全队上下的“安全生物钟”。

“在高含硫气田施工，每少一秒穿戴时

间，就多一分生的希望。”胡春雷朝人群里

努努嘴：“20 秒就满足了？来，张伟，你掐

秒表，让咱们队刚调来的王师傅给你展示

一下。”

王良坤走上前蹲下身子，指尖快速掠过

气瓶、面罩、呼吸阀，仔细检查每个部件。确

认设备一切正常后，他朝张伟点了点头。

“开始！”随着张伟下达指令，这位 52岁

的“老”工程师迅速抄起呼吸器甩上肩头，稳

稳扣好束带，面罩贴合、供气阀连接一气

呵成。

“完毕！”王良坤举手示意。“14 秒？！”张

伟盯着秒表，有些难以置信。“这不算啥，我

原来那个队里和你同期入职的小伙子，现在

13 秒就搞定了。”王良坤笑着“补刀”，张伟

更惊讶了。“这是咋做到的啊？”在他意识里，

背空呼就像百米短跑赛，每一秒都很难。

胡春雷语重心长地说：“安全没有最快，

只有更快。只有把训练当实战，才能在突发

状况下不掉链子。”他的话引得周围队员纷

纷点头。

张伟若有所思地握紧拳头，深吸一口气

走向空气呼吸器。

14秒，生死线上的“呼吸”竞速

人机协作

李继峰 李海涛

中煤三建天瑞煤矿综采队班前会，电视

屏幕亮起。矿工刘超的妻子在画面中叮嘱：

“平安最好，平安是福。”刘超摩挲着安全帽边

缘，会议室里悄然无声。当工友儿子稚嫩的

“爸爸注意安全”响起时，笑声中有人悄悄抹

了眼角——这是天瑞煤矿将亲情力量注入班

组末梢的日常图景。

综采队队长王筱军的月度任务单上，新

增特殊条目：督促班组成员拍摄家庭安全视

频。“休班回家，请家人对着手机说几句叮

嘱。”他展示着记录本。这些来自职工家庭的

真实画面，经班组安全员剪辑成《我的安全愿

景》，成为班前会固定环节。

当工友妻子的笑脸出现在屏幕，会议室

瞬间沉静。“过去念规章总有人走神，现在人

人看得入心。”王筱军见证着改变。职工刘超

坦言：“家人这些话烙在心里，干活时不敢马

虎。”手机拍摄的质朴叮咛，让安全宣教穿透

钢铁井巷，直抵矿工心间。

综掘队职工王泽盯着手机怔住——“老

公！你安全，就是全家幸福！”这条定制短信

源于他前日的违章记录。班组上报信息后，

矿安监站即刻向其妻子发送安全提醒。

“现在接到违章通知，先等家属电话。”

安全员老李翻着发送记录。安全矿长王绿

彬道出关键：“班组是信息源，我们按上报

名单点对点激活家属力量。”

“妻子发来短信时，矿工兄弟们都会十

分感动。再违章对不起这份心。”职工张龙

飞说。每月精准发送的亲情短信，化作最

柔软的安全防线。

走进机运队交接班室，迎面是整墙的

“安全全家福”。班长张建军介绍：“每张照

片都是班组成员自己选的，标注姓名和班

组，挂在每天必经之地。”职工王伟如每日驻

足：“看见妻儿笑脸，就提醒自己手上操作要

更稳。”

这些悬挂在班组会议室、通道旁等职工

高频活动区域的全家福，成为无声的安全警

示。家人期盼的目光融入日常工作环境，时

刻提醒着安全责任。

亲情链接的生命力深植于班组肌理：视

频源头在班组，职工亲手拍摄家庭叮咛，安全

员现场剪辑。信息枢纽在班组：“三违”信息

精准上报，启动亲情干预。氛围营造在班组，

全家福以班组分区展示，强化集体归属。当

家庭与班组结成命运共同体，最柔软的亲情

便淬炼成最坚固的安全铠甲。

自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以来，中国
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工务段
组织职工树牢“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的理
念，消除隐患夯实设备安全基础，严格执行
标准化作业流程，加强人机配合和联劳协
作，全力确保现场安全。 孟庆庆 摄

联合排险
中能建建筑集团机械化大修厂钳工班设备维修需要多个

工种配合才能完成，而青工对本岗安全隐患“门清”，但不熟悉
其他工种的安全规程等。班组将隐患排查人员“扩编”，操作、
起重、机修作业小组的青工一起参加排查。在排查过程中，班
长、安全员讲解排查步骤与要领。 夏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