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姚宏博】

记者： 能够参与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建设， 您是怎样的心情？

姚宏博： 可以说， 参与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建设安全生产综合
监管， 是我一生的荣幸。

面对超大规模的机场建设工
程实施安全生产综合监管， 没有
现成的经验可寻， 而且监管工作
涉及方方面面， 民航专业的飞行
区场道及附属、 通信、 导航、 航
管 、 气象 、 航煤油库 、 加油管
线、 空管等， 非民航的房建、 市
政、 大铁路、 机场内的小火车、
电力工程等。 工作虽然繁重， 但
作为安全工作的守护者， 能守护

这项工程顺利完工， 将来看到飞
机在这里如期起降， 对我来说是
一种满满的自豪。

记者： 在超大型施工现场的
监管工作中， 您有哪些心得？

姚宏博： 最重要的是自身作
风要正派， 我说的话没有错， 我
做的事没有错， 都是出于为了对
方考虑， 在这个前提下， 我再硬
气、 再较真， 对方即使当时不理
解， 最终也会理解我的。

记者： 您怎样看待安全生产
监管这项工作？

姚宏博： 我认为， 安全生产
是积德行善、 救人性命的大事。
在而立之年转业， 当时我有很多
选择 ， 但最终我选择了安监队
伍， 看中的正是这一点。

部队培养了我 ， 我有执行
力 ， 那是无需监督的一种执行
力， 同时我还有担当精神， 既然
干了就得干好， 这两点对于安全
生产监管非常重要的。 身负保护
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 正是
这份责任， 让我在工作中丝毫不
敢马虎、 不敢心存侥幸， 因为安
全工作从来就没有做检讨、 吃后
悔药的机会。

姚宏博（左）在施工现场检查工作

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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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记市安监局监管二处副调研员姚宏博
敢于碰硬的“小钢炮”

北京正南40公里， 一座新国
门———大兴国际机场拔地而起 ，
连接京津冀、 沟通全中国、 辐射
全世界。 在这27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 100余家建筑企业从大江南
北汇聚， 万人千车不分昼夜立体
施工， 一个个标志性建设节点平
稳推进， 实现了自开工建设以来
的 “零事故”。

建设大军中， 有一群安监人
扎根施工现场， 用心守护机场平
安建设， 市安全监管局派驻干部
姚宏博就是其中之一。 姚宏博现
任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监管二
处副调研员， 2017年从事新机场
建设期间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
至今。 他敢于 “碰” 大的单位、
硬的顽疾、 难的问题， 按照源头
管理、 落实主体责任的理念， 从
企业进场开始就要把安全责任层
层落实， 工作压力层层传导。

从背诵法律条文开始
不断提升安全管理能力

“起步就用加速度， 开弓就
无回头箭。” 2017年转业到市安
监局监管二处后， 姚宏博就被派
驻到大兴国际机场的施工现场，
负责这个超大型工程的安全管理
工作。 转业前， 姚宏博25年部队
生涯大多是在军事岗位上， 指挥
训练和勤务保障， 对安全生产工
作接触不多。 因此， 姚宏博一直
用这句话自勉。

“我不懂、 不会的太多， 就
得把所有能用的时间都利用起
来。”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 姚
宏博雷打不动地开始40分钟晨
读， 读局内文件、 领导讲话、 安
全管理相关文章等。 “这种安全
管理方面的素养和能力可不是一
天两天就能提升的， 需要不断地
积淀。

迫切地想要学习、 提升， 姚
宏博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
把新修订的 《安全生产法》 一字
不差地背了下来。 不同于学术文
章， 法律条款更是晦涩难懂， 姚
宏博先是一遍一遍地读、 背。 随
后， 他把背不下来的地方进行分
解， 制作成小纸条， 不仅贴到办
公桌上， 还贴到了家里的床头柜
上、 衣柜上， 方便随时阅读， 增
加记忆。 为了加深印象， 他还专
门购买了一个黑板放在客厅， 把
难背的条文反复在上面书写。

“没有人要求我背， 但我觉
得这是一切安全管理工作的基
础， 应该烂熟于心， 才好开展今
后的工作。” 姚宏博说。

“轮子不圆早点走， 笨鸟先
飞早入林。” 姚宏博给自己安排
的是每周单休日， 大都是周日下
午就赶到机场指挥部， 提前筹划
下一周的工作、 学习机场建设需
要的各种法规制度， 周六值守到
晚上才回家。

每次要到一家生产经营企业
检查前， 他会先把这家单位建设
情况、 现有的风险因素、 可能会
遇到的现场情况、 需要引用的法
规条文等逐一梳理好， 提前做功
课， 到现场检查的时候就会更加
顺畅 。 就这样 ， 一个个项目梳
理、 一个个工地巡查， 从熟悉安
全团队、 辨识风险隐患做起， 他
为整个机场12家建设单位 、 100
余个工程标段 、 40多个监理单
位， 建立起了工情、 要情和详情

3套台账。
期间， 他还撰写机场建设各

类信息近300篇， 月报总结材料
20余万字， 指导企业完善应急预
案上百个， 还先后应邀参与民航
局组织的 《民航专业工程安全监
督人员培训考核管理办法》 《民
航专业工程施工现场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办法》 等多项民航
规章修订工作。

敢于碰硬一抓到底
盯到隐患整改完才离开

在新机场的施工现场， 因为
敢于碰硬 ， 大家给姚宏博起了
“拼命三郎”和“小钢炮”的美称。

一天下午， 姚宏博检查到一
家大型企业， 安全管理协议、 安
全员资质、 安全文明建设费用使
用情况等内业资料对方都拿不
出。 “我们有， 但现在不在我这
里， 让我们同事一会儿过来找。”
虽然拿不出来， 但对方的工作人
员一直声称这些资料企业都有，
只是一时找不到。

“这就像猫鼠游戏， 互相猜
测， 我猜他们并没有资料， 就是
想拖着我。” 姚宏博回忆着那次
检查经历说， “他们认为我不会
在这耗太久， 所以一直找各种借
口拖延。”

然而， 企业的工作人员失算
了， 姚宏博哪都不去， 晚饭也不
吃， 就坐在这家企业的会议室等
着， 从下午一直等到了晚饭。 最
终， 对方耗不下去了， 找到姚宏
博说出了实情， 这些内业资料，
企业一个都没有。

“没关系， 我一个个告诉你
都是什么要求， 应该怎么落实。
来，按要求把表格做好，然后去补
办。 ”姚宏博并没有发脾气，而是
把这位工作人员拉到电脑前，逐
一讲解，一直到凌晨三点多。

姚宏博说， 他就是要告诉对
方， 做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
知错就改。 “不要糊弄我， 我看
不到结果是不会走的 。” 此后 ，
这家企业对安全管理工作倍加重
视， 安全管理体系也越加完善。
姚宏博 “拼命三郎 ” 和 “小钢
炮” 的美称开始在机场建设工地

流传。
类似这样一抓到底的检查，

姚宏博还做过很多。 曾经， 他查
到一家分包单位的工人住宿区，
发现紧邻宿舍的棚子里放着煤气
灶， 地上随意拉扯着几根已经裸
露出铜芯的照明电线， 一个工人
正在使用煤气做饭。 “好几十个
人住在这里， 太危险了。” 姚宏
博立即叫来了总包公司、 建设单
位、 监理单位、 行业主管部门的
主管领导。

姚宏博回忆说， 各家负责人
态度都很好， 同意整改。 当时是
中午11点多了， 大家招呼他去吃
饭， 被他严厉地拒绝了。 因为，
他担心整改被拖延， 也担心恰恰
在整改前发生事故。

“这个现场不难改， 你们现
在就改， 改完我再走。” 直到下
午四点多， 姚宏博盯着现场整改
到没有隐患， 才饿着肚子离开。
“如果没有这种狠心、 恒心， 对
方就有可能像猫和老鼠似的跟你
躲猫猫。”

“我们的目的不是处罚， 是
盯问题、 抓落实。” 姚宏博充分
利用施工现场的问题， 倒逼行业
领域和属地政府加大行政执法力
度和频次 ， 先后消除挂账隐患
2000余项， 他坚持常态化的巡查
检查和现场调研， 利用工作群及
时发布安全提示和安全常识400
余条。

一心扑在工作上
一年走坏7双鞋

“在机场综合监管工作岗位
上， 履行好职责是最大的政治责
任。” 习近平总书记对机场建设
提出 “精品工程、 样板工程、 平
安工程、 廉洁工程” 的目标。 作
为安监人， 姚宏博深知肩负机场
建设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的重
大政治责任。

2018年夏天 ， 汛期还没到 ，
姚宏博在巡查时发现， 一场十来
分钟的小雨就让现场出现了多处
积水 。 “6万人在这里施工啊 ，
如果要是下场大雨， 那就是不得
了的大问题了。” 在部队时， 姚
宏博曾经参与过汛期救援工作，
深深了解水火无情的含义。

于是， 他开始一边做现场测
算， 了解承载能力， 另一方面收
集往年当地降水数据统计 。 最
终， 他得出结论， 按照近五年的
平均降雨数据， 主汛期整个机场
降水量约1184万立方， 而目前整
个机场12个调节水池和景观湖最
大容量只有300万立方， 且18平
方公里的飞行区域水稳、 混凝土
道面基本完工， 永久性明渠、 箱
涵等通排水不可能如期贯通， 主
汛期径流雨水无处可走。 如遇强
降雨极端天气， 新机场建设特别

是深基坑、 线性工程很有可能因
大量积水而引发安全生产事故，
安全风险极为严峻。

然而，对于防汛安全工作，有
些建设单位很不理解， 认为他是
小题大做， 还有人说防汛主责部
门又不是安监，纯属多管闲事。为
了唤醒大家对机场建设汛期安全
生产工作的重视， 姚宏博起草了
《关于做好2018年汛期新机场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的函》，里边
不仅写下了他的数据统计、 数据
预测，还细化了防汛的具体方案，
要求各相关部门严格落实。

27平方公里的区域， 最多的
时候6万多人在现场施工，一百多
个工程，几百个单体同时施工。本
身地方就相对狭小，为了赶工期，
工人大都是就近住宿。其中，有一
家单位几百名工人的宿舍就安排
在一个20米高的堆土场旁边。

“非常危险， 赶上大雨， 这
些堆土要是发生滑坡， 工人可就
都会被压在下面了。” 姚宏博看
在眼里， 急在心上， 要求这家单
位立即把宿舍转移了。

塔吊下边地基的空洞、 边坡
松动的迹象等危险点， 都被姚宏
博一一发现 ， 并且立即要求整
改。 整个施工现场平安度过了汛
期， 因为事实和姚宏博曾经描述
的场景一样， 施工单位从原先的
不理解、 不相信， 变成了彻底的
敬佩和信服。

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事故高
发领域，容易出现群死群伤。新机
场建设过程中， 存在着大量的竖
井、管廊等万余处有限空间。为了
更好地进行安全监管， 姚宏博要
求现场的100多家生产经营单位
建立有限空间的台账。 很多企业
觉得给自己添麻烦，不愿意上报，
或者故意少报， 以此逃避检查。

姚宏博拿着上报的台账， 一
家家地去核对，在建的去现场看，
将要建的就找来图纸核对。 遇到
拿捏不准的， 他还请北京市劳动
保护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来
帮助核实、 督促参建单位建立起
台账。在此基础上，他还协调社会
机构到新机场上门服务， 组织开
展有限空间作业规范活动， 为建
设、 监理、 施工单位培养有限空
间作业现场监护人， 先后有92人
通过考核取得了监护人资格证。

姚宏博每天都能走到2万多
步， 这还不算部分坐车的行程。
在新机场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 姚宏博穿坏了3双皮鞋、 4双
胶鞋。 虽然辛苦， 但姚宏博觉得
一切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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