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工程师王长驹
□本报记者 刘欣欣

预防事故的一道坚固盾牌

“安全人需要的不是鲜花与
掌声 ， 需要的是被更多人所理
解。” 王长驹是中建二局第一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安全工程师。 自从参加工作
以来 ， 他一直从事安全管理工
作 ， 在他看来 ， 安全人是单纯
的、 朴实的、 热情的， 任何付出
都是不求回报。

王长驹参建的首都重大工程
项目很多， 有行政办公建筑、 商
业建筑 、 工业建筑 、 居住建筑
等。 在这过程中， 他曾担任过项
目安全责任工程师、 安全资料工
程师、 安全部部长、 安全总监等
职位。 为确保工程及施工人员安
全， 他付出了巨大努力， 也取得
了优异的成绩。 他对自己的定位
是： 做好 “工地守护神、 幸福守
望者”。

事故隐患在他面前
无处遁形

“安全不只是一个人的事，
更是我们每个人的事， 安全生产
是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我们周围
的人负责。” 从参加工作起， 王
长驹便主动扎根一线 、 投身项
目， 从最基层管理做起。 作为安
全生产一线管理人员， 他提倡科
学管理 ， 在工作中规范自身行
为 ， 更是把这句话挂在了口头
上， 切实要求项目部全体职工在
安全生产中严格要求自己。

在工作实践中， 王长驹总结
发现了两条重要的规律。 第一，
安全事故的发生会经历多个环
节， 环环相扣， 任何一个中间环
节起到了预防作用， 事故就能避
免； 第二， 只有重视风险与隐患
的管控， 才能防止轻伤和重伤事
故， 否则大事故的发生只是时间
问题。

于是， 他在项目上建立了风
险与隐患的双层管控机制， 建立
风险辨识分级管控措施。 他通过
这些机制最大化消除外在风险，
并制定措施减少固有风险。 他要
求分单体公示风险及措施， 让工
人们了解到具体的风险点， 逐步
提高安全意识。

“我的努力方向是不但要发
现隐患、 消除隐患， 还要杜绝隐
患产生。” 王长驹说。

一次， 在项目管理中， 王长
驹向安全员李洪才询问当天的巡
查情况。 通过沟通， 他发现这名
安全员在现场巡查过程中， 目的
性不强， 巡视路线混乱。 于是，
他与项目总工、 生产经理重新核
对了施工进度计划， 编制了监督
策划。 他要求，施工前，安全员必
须将工人每日的工作区域及工作
内容汇总出来， 并且事先制定好
巡视路线并检查安全防护设施。

“明天开始， 所有的施工内
容及措施都要标注清楚了， 今天
晚上先制定好巡查路线， 明天可
别再绕路了。” 王长驹把策划交
到李洪才的手上说。 老李一听，
十分高兴： “照您说的这么干，
我省劲儿不说， 就连安全日志也
好写多了。” 这就是他提倡的管
理， 策划优先， 让弯路变坦途。

去年11月的一天夜里， 在保
供暖民生工程工地上， 他把工长
和安全员叫到了输煤栈桥下方，
说道： “你们看看， 这就是你们
安排的活儿， 这就是你们管理的
现场， 灯光昏暗， 最起码的安全

作业环境都做不到。 你们不怕出
事吗 ？” 工长一句话都没有说 ，
可是眼泪已经流下来了。 他又说
道：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 这已
经是咱们连续加班的第60天了，
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你的
一时疏忽， 可能会让他人甚至是
你自己失去生命。”

随后， 他所在的供热工程项
目突然接到政府通知， 必须确保
冬季供暖 。 结合现场的施工进
度，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及项目
部均认为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 经公司开会决定， 全力确
保冬季供暖。 作为项目的安全总
监他倍感压力， 在完成任务的过
程中， 每天现场巡查直至深夜11
点， 然后组织管理人员开会布置
第二天的安全管理重点， 通常都
要深夜一两点才能休息。 高处施
工、 交叉作业等等， 这都是对他
的安全管理能力以及精力的极大
挑战。 长达百天的攻坚战终于打
完了， 他为工程无一人伤亡尽了
最大努力， 也感到荣耀。 用业主
单位的话讲： “你们中建是奇迹
的创造者。”

安全的盾牌在工地
无处不在

王长驹始终记得， 求学时曾
有一位师长对他说： “搞安全管
理， ‘福虽未至， 祸已远离’。”
这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
直记到现在。

在实际工作中 ， 有的工长
说： “无论我管不管安全， 我都
赚 这 些 钱 ， 多 一 事 不 如 少 一
事。” 王长驹觉得这样管理肯定
不行， 于是， 他组织安全生产领
导小组展开研讨， 将岗位安全生
产责任制考核纳入到绩效工资考

核中， 并占有10%的考核权重。
同时， 他还在项目上开展了

“安全树先进” 的活动， 为积极
参与安全管理的管理人员及一线
施工人员发放 “表彰卡”， 可用
于兑换奖品； 按月度、 季度评选
“安全标兵”， 授予奖章、 奖状的
同时也给予现金奖励。 活动一开
始， 大量人员积极参与争当 “标
兵”， 通过这种方式， 实现了变
说教为引导、 变处罚为奖励、 变
“被动安全” 为 “主动安全” 的
转变。

王长驹说，施工现场具有“人
员多、场地大、危险源多”的特点，
光靠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的几双
眼睛可真是有些看不过来。于是，
他向上级申请引进“外援”，考虑
到督察队员与工人同为工友的身
份， 能够及时了解工人思想动态
和工作生活情况，互助互爱，为一

线工人排忧解难， 于是组建农民
工安全督察队。

“通过督察队协助我们开展
安全培训 、 安全教育 、 安全宣
传、 安全检查、 安全演练等安全
活动， 使农民工的自主安全学习
意识得到了加强， 促进整个项目
安全管理水平的提升， 成为施工
现场消除安全隐患的有力助手。”
王长驹告诉记者。

为了防止事故的发生 ， 王
长驹还从安全技术层面着手， 了
解并学习先进的安全防护系统，
以求通过技术手段减少现场的安
全隐患， 并且根据项目的实际情
况进行推广。

例如， 临边防护栏杆预警系
统运用超远距离无线传输技术，
远程监控管理， 定时盘点临边防
护栏杆， 出现损坏时立刻发出警
报提醒管理人员。 塔吊防碰撞系
统通过安装的传感器收集信息，
利用数传电台将数据发射至接收
端进行运算处理。 它能够在塔机
接近危险位置时自动发出提示或
控制信号， 辅助操作人员合理操
作避免安全事故。 智能安全帽系
统， 通过安全帽内置智能芯片可
将工人基本信息及教育交底情况
实时更新到任意电子设备上， 管
理人员可实时掌控工人的所在位
置， 当工人进入危险区域时将会
自动进行危险提示。

“王长驹 ， 你适合做推销
员， 你知道项目为你说的预警系
统花了多少钱吗？” 曾经， 一位
项目经理调侃地对他说。 他却笑
着说： “投入是有回报的， 人的
安全是无价的， 国家颁发的荣誉
也是买不来的。”

那条“红线”在他心
中崇高无比

在工作中， 王长驹坚持 “三
精化” 原则， 精细化、 精确化、
精炼化。 在他的理念里， 首先，
安全管理不同于其他工作， 不能
只看重点而忽视了其他。 大到塔
式起重机的检测， 小到食堂液化
气罐的储存摆放 ， 都将等同视
之， 只有把事情做细才能使工作
内容有效。

其次 ， 管理过程需要精确
化、 数字化， 比如， 既要了解现
场配电箱的数量也要了解分布位
置， 还要了解接地电阻与重复接
地电阻值具体是多少， 只有准确
的掌握情况才能发现问题并找到

解决办法。
最后， 总结工作内容， 使工

作更具时效性， 工作精炼化， 这
既能更合理地分配安全投入费
用， 又能减少隐患的产生， 防止
事故的发生。

为便于项目安全管理工作的
开展， 王长驹在各分公司及区域
经理部的配合下组织编制了公司
《安全行为管理手册》。 手册将同
类型安全行为与危险行为进行图
像对比并注有文字说明。 他将手
册分为三大部分， 其一是 “项目
安全管理行为”， 用于项目管理
人员对项目安全生产的日常管
理 。 其二是 “项目安全施工行
为”， 使工人明确安全做法， 避
免违章操作。 其三是 “创新安全
行为”， 将创新安全行为汇总到
手册内， 以便于在公司内部推广
并学习， 促使项目取长补短。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王长
驹在2015年获得了公司安全知识
竞赛一等奖、 中建二局安全知识
竞赛三等奖， 2016年获得北京市
住建委青年安全生产知识大讲堂
活动二等奖， 2015年及2017年获
得公司年度 “优秀安全管理者”，
2017年在公司组织的安全知识竞
赛中又再次斩获一等奖。

“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集
体的力量是伟大的。” 面对这些
荣誉， 王长驹说要保持着清醒的
头脑， 寻找自己的不足之处， 学
习他人的长处。 而且， 他还将荣
誉都归功于集体。 在集体的努力
下， 他所在的 “永泰香福汇一期
项目” “永泰香福汇二期项目”
“ 高 检 院 582 项 目 ” 获 得 2 项
“AAA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
3项 “省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
地”， 3项 “市级安全文明标准化
工地”。

“人命关天， 发展决不能以
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 这必须作
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王长
驹说， 他牢牢地记着这句话， 并
将实践到安全管理的工作中。

记者： 您是怎么想到要组建
农民工安全督察队的？

王长驹： 因为督察队员是施
工作业的直接参与者、 操作者，
他们对身边工友做好安全防范的
提醒会更加主动与到位。 同时，
他们又是跟班作业的人员， 可以
及时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 所以
他们是最好的人选。

在发现重大安全隐患时， 农
民工安全督察队还具有紧急停工
的权力， 对安全生产工作有很大
的促进作用 。 农民工安全 督察
队的组建在替我分担压力的同
时， 也加大了我的管理工作量。
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愿用我
的脊梁为一个个家庭撑起安全的

保护伞。

记者： 大家都说安全管理工
作不仅辛苦， 而且压力大， 您对
此怎么看？

王长驹： 我是单纯的希望，
能够保护工友们的生命安全， 为
项目、 为首都安全生产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在这种观念的驱动
下， 虽然这份工作辛苦， 但是我
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 扛起这个
重任。 我常跟同事们说： “汝为
先锋， 吾为后盾。” 就是把项目
比作了安全攻坚战的一线战场，
把公司比作安全攻坚战的指挥
部， 而我自己的工作就是防止事
故的一道盾牌。

【对话王长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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