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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检查队里的夫妻档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在昌平区阳坊镇安全生产检
查队里，有这样一对80后小夫妻。
1989年出生的妻子魏国萍是检查
队的内勤，1988年出生的丈夫刘
强是检查队的外勤， 两人都报名
了第一批专职安全员的招聘，并
双双被录取。

安全生产工作辛苦且繁重，
虽说在同一个单位工作， 但忙起
来两个人常常是一天都说不上一
句话。 不仅如此， 一旦有重大行
动，经常是两人一起停休加班，家
中4岁多的孩子无暇顾及。

“孩子也经常问爸爸妈妈干
嘛去了，很心酸，但也没办法，毕
竟我们干的是安全工作， 责任大
于天，既然干了就得干好。 ”采访
中，刘强说这句话时，魏国萍在旁
边用力点点头。

初上岗时遇刁难
苦口婆心获理解

到检查队后， 魏国萍被分配
做内勤的工作， 主要负责上报考
勤、组织培训会、撰写周总结、月
总结等。按照市安监局的规定，内
勤也有检查任务的考核， 也要和
外勤人员一起到辖区企业检查安
全隐患。因此，魏国萍也分配到一
些小店面的检查任务。

“虽说都是小店面，但任务也
不轻松，往往越是小店的老板，越
不能理解安全的重要性， 也越不
重视安全。 ”魏国萍说。

一天， 她和搭档检查到一家
服装店，3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挂
着、 堆着的都是服装。 查了一圈
后， 魏国萍发现屋内唯一一瓶灭
火器早已报废，无法使用，于是开
具了整改通知单。

“您好，我们是咱们镇的安全
检查员，您这里存在安全隐患，我
跟您说一下， 请您在通知单上签
字。 ”魏国萍刚要开口说服装堆积
容易起火， 没有灭火器更加危险
的事， 女店主就没好气地抢话，
“我就这么大点地方， 不会着火，
我不需要那个玩意。 ”

不仅说话像吃了枪药， 女店
主对魏国萍的解释也充耳不闻，
转身就往远处走。 这让刚刚从事
安全工作的魏国萍心里一紧，“我
本来以为这是关系到安全的大
事，大家都应该很配合，没想到就
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让企业变得
更安全是我的工作， 她不跟我好
好说话，但我得跟她好好说，就继
续跟她讲近期发生的事故案例，
告诉她如果有了灭火器， 就可更
好避免后续的财产损失……”

在魏国萍持续了五六分钟的
讲解后， 女老板终于同意购买灭
火器并在整改通知单上签字。

“现在辖区企业都挺配合，遇
到不理解的， 苦口婆心给大家讲
消防知识、安全生产的知识，也都
能转变态度， 不觉得我们是无理
取闹。 ”魏国萍说。

队伍初建不被了解
遭企业负责人质疑

作为外勤， 整日在辖区企业

间奔波检查安全的刘强深有感
触， “我们上岗时， 安全生产检
查队刚成立 ， 很多企业都不了
解， 也不理解我们的工作目的。”

刚到岗没多久， 刘强也遇到
态度强硬的一家生产企业。 这是
一家负责加工铁件的工厂， 刚走
进工厂的院内， 刘强就看到满地
的气瓶凌乱堆放， 打磨机随意摆
放在地上， 旁边拉着的电线外皮
已经损坏， 隐隐能看到其中的线
芯。 正在操作机器的员工没有佩
戴任何防护用品， 安全标识也几
乎没有。

曾做过消防兵的刘强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找到工厂的负责
人先自我介绍。 还没等他一一说
出隐患， 负责人就摆手说： “我
们这从来没有人来检查， 你说你
是安全科的， 但我没见过有人穿
这样制服的……”

刘强一遍遍地解释说队伍刚
刚建立， 目的是帮助企业查找隐
患。 同时， 他把书写好的整改通
知单递到负责人手里。 “这么多

项东西都要改吗？ 我干这么多年
了 都 没 发 生 过 事 故 ， 我 不 需
要投入这些设备。” 负责人拒绝
签字。

“是的， 您这里不仅缺乏消
防设备 ， 一些软件的设置也缺
乏 ， 比 如 兼 职 的 安 全 员 、 员
工的安全管理制度等。 没关系，
我们都会帮助您整改的。” 面对
态度强硬的负责人， 刘强耐心地
说着。

5天后复查， 刘强再次来到
这家工厂 ， 可现场没有任何改
变 ， 负责人翻来覆去说的还是
“没必要改。” 刘强再次做了一番
解释， 3天后再次去复查， 仍然
没做任何整改措施， 刘强只得把
情况进行上报。

没过几天， 城管、 消防、 安
监等部门进行了联合执法， 镇政
府领导带队来到这家工厂， 告诉
负责人安全员的队伍正式上岗
了， 厂里存在的隐患要整改， 安
全投入都是必须的。 之后， 刘强
再去这家工厂， 负责人的态度有
了转变， 也很好地进行了整改，
甚至欢迎刘强多来查找隐患 ，
“能理解这是为了企业好了。”

三年的沉淀积累
双双蜕变成能手

从2015年1月1日到现在， 经
过三年的成长， 在无数次的安全
检查中， 刘强总结出了很多实用
的工作方法， 他负责区域内的企
业负责人都会认真听取他提出的
建议， 并在期限内进行整改。

比如到服装加工的企业检
查， 这个类型的企业涉及到的危
险源他都必须牢牢记在脑子里，
往年服装行业发生过的事故、 造
成的损失也要能脱口而出， “先
要让企业负责人感受到他的专业
性很强，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交
谈中， 要站在企业的角度， 让对
方明白安全检查工作归根究底是
为了企业好。”

“您想， 这一年平平安安生

产下来， 挣多挣少都能有盈利。
可万一发生一次事故， 不仅这些
年的盈利没有了， 您还可能要承
担法律责任……” 刘强告诉记
者， 话说到这儿时， 一般企业负
责人都会眼神发亮， 听得聚精会
神， 整改也会进行得顺利。

魏国萍的工作也干得越来越
熟练， 去年更是在日常工作的基
础 上 ， 完 成 了 检 查 队 的 规 范
化 建 设 、 生产经营单位台账的
更新工作。

“生产经营单位台账是一切
检查工作的基础。” 魏国萍告诉
记者， 外勤人员外出检查后， 要
把系统里没有的台账录入， 她要
补充、 审核的工作， 工作量非常
之大。

去年， 阳坊镇安全生产检查
队生产经营单位台账更新率达到
了175%， 并做到辖区内的企业
台账全覆盖。 新增了387家企业，
修改了285家企业的信息， 核销
了387家企业。 此外， 还完善了
602家的信息， 企业信息完善率
达到99.5%， 这些都是她工作的
数据和成绩。

“大部分企业都是挺配合
的， 也能理解我们， 并且按时整
改。” 在外出检查时， 魏国萍的
心理素质也越来越好。 安全生产
工作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注意事
项， 每次去检查， 她都会反复讲
解近期发现的安全生产事故及引
发的原因等。

“不管对方配不配和我们工
作， 我们都要提醒到位。 企业整
改到位， 减少安全生产事故， 没
有事故， 也就没有人员伤亡， 这
就 是 对 企 业 好 。 ” 魏 国 萍 说 ，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的， 多冷的
天 都 得 去 检 查 ， 为 的 就 是 这
个目的。”

对于魏国萍的总结， 刘强很
认可， “没错， 把我们看到的隐
患告诉企业负责人， 他们改了，
隐患消除了， 这就是间接地救死
扶伤， 是我们所有干安全人的最
终目的。”

———记昌平区阳坊镇安全生产检查队专职安全员刘强、魏国萍
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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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7岁的贾凡在北京市职
工技术协会已经工作了整整5年，
他所在的职工技协承办了首都工
会系统一系列技能赛事。 此外，
还负责创新工作室和创新成果评
比、 各项技术交流活动……平时
他的工作很繁忙。

去年7月21日， “挑战 ‘大
工匠’” 系列赛协调会正式召开，
贾凡和同事也进入了最忙碌的几
个月。 “从去年8月1日起， 全市
涉及数控机床操作工、 焊工、 钳
工、 中药炮制工、 汽车维修工、
汽车装调工、 工程测量员、 电气
设备安装工、 手工木工、 贵金属
首饰手工制作工等10个职业 （工
种） 的报名就开始了， 挑战者可
拨打12351职工服务热线进行报
名登记， 然后我们一个个进行电
话回访， 并帮助他们填写 《“挑
战 ‘大工匠’” 选拔赛报名表》。”

贾凡说。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贾凡和

市职工技术协会其他的6名工作
人员一共回访了325名报名者 ，
每天加班到晚上九、 十点是常有
的事， 周末他基本也都没有休息
的时间。

2017年9月9日， “挑战 ‘大
工匠’” 系列赛10个工种的选拔
赛正式开始， 一直持续到11月1
日。 在12场选拔赛里， 选拔出了
47名终极挑战者， 在最终的挑战
赛里对决28名种子选手。 从11月
6日到 12月 12日 ， 则是 “挑战
‘大工匠 ’” 系列赛———各职业
（工种） 挑战赛， 这中间， 贾凡
和其他工作人员更是付出了很多
的努力。

“挑战 ‘大工匠’ 系列赛涉
及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发展部、 宣
教部、 专家组、 参赛选手、 比赛

协办单位、 媒体等多方组织， 我
们要组织专家进行相应命题、 协
调场地、 安排选手、 准备挑战赛
赛事材料， 还要配合媒体宣传。
为了保障比赛良好运行， 我们要
协调多个部门的有序配合， 这中
间千头万绪， 我们每个人都是身
兼数职，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挑战
赛能够圆满完成！” 贾凡说。

此外 ， 北京市 “职工技协
杯” 职业技能竞赛也是贾凡负责
的一项重要赛事 。 自 2010年以
来， 该比赛已成功举办8届。 如
今， 北京市 “职工技协杯” 职业
技能竞赛已成为北京市总工会的
一个品牌， 成为提升职工技能、
打通职工职业上升渠道的有力途
径， 为全市的技能人才搭建了比
拼技能的舞台。

贾凡要配合专家组在全市各
企事业机关单位报来的数十个职

业 （工种） 比赛项目中， 遴选出
符合首都发展定位的比赛项目。
依照项目联系相应的承办单位，
确定比赛项目后， 起草相应文件
与相关部门进行会签， 再面向全
市下发比赛通知， 发动并审核数
以万计的职工参与相应的赛事。

“各项比赛需要经历初、 复、
决三级比赛， 每级比赛需要有相
应的组委来负责实施， 每项比赛
组委会少则三家多则二十几家，
均需要一一了解情况， 最后需要
根据比赛的结果收集相应的资
料， 并为获得荣誉的职工、 单位
发放相应的奖励， 这中间的工作
量是十分浩大的！” 贾凡说。

“作为一名工会工作者 ， 能
为首都的广大职工搭建展示技能
的平台， 让他们拥有展现技艺的
舞台，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非常
自豪。” 贾凡说。

■首都工会人

———记北京市职工技术协会职工贾凡 □本报记者 余翠平

为首都职工搭建比拼技能的舞台

贾凡 （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