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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别人更多欢笑的“安全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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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住总集团安全监管部科员周东楠

在周东楠办公室的柜子里，
躺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 每回加
夜 班 ， 无 论 是 去 工 地 还 是 在
办 公 室 ， 她都把它裹上 。 这件
军大衣见证着周东楠在北京住总
集团安全管理岗位上12年的成长
历程， 也见证着她从一个刚毕业
的学生到集团安全资料业务主管
的蜕变。

用韧性和坚忍赢得
广泛认可

一毕业， 周东楠就来到了住
总集团下属的住三公司安全科。
为 了 更 好 地 熟 悉 一 线 工 作 环
境， 她工作的第一年是在项目部
度过的。 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
工 程 建 设 现 场 ， 她 用 男 人 般
的韧性和坚忍， 赢得了工地上广
泛的认可。

白天， 周东楠跟着老师傅一
起 爬 楼 检 查 隐 患 ， 从 临 边 防
护到现场用电， 从机械管理到材
料码放， 所到之处， 都有需要学
习的地方。 回到办公室， 她还要
把一天的检查情况进行记录， 按
照现场的进度填写相关的安全管
理资料。

由于工地离家有近三个小时
的路， 她吃住都在工地上。 十年
前还没有外卖送餐， 工地周围配
套生活超市也尚未完善， 每天下
班后， 工地上几个和她一样刚毕
业的年轻人相约结伴， 在没有路
灯的小路上走很远去采购食材，
再回工地食堂自己做饭。 由于条
件艰苦 ， 当初一起做饭的年轻
人， 到工程结束时， 只有周东楠
一个人坚持留了下来。

完成紧急援建安置
房任务

2012年 ， 北京遭遇 “7·21”
特大暴雨。 8月14日， 住总集团
作为大型国有企业， 接到了紧急
援建安置房的任务。 当时， 周东
楠正在筹备自己9月１日的婚礼。
作为国企铁军的住总安全管理人
员 ， 接到任务 ， 她火速赶赴现
场， 跟随住总大军在夜色中拉开
鏖战序幕。

工人可以三班倒， 管理人员
可排不出三班的人来。 大家只能
白天盯现场、 查隐患、 促整改 ，
夜里靠风油精提神 。 管理人员
困， 工人更想睡觉， 这就更需要
安全管理人员来随时提示。 夜里
实在撑不住了， 周东楠就回车里
眯两个钟头， 回来满血复活， 继
续查隐患。 八天八夜的奋战， 她
只有一个信念， 让灾区人民早日
住上舒适的安置房。 1145间高标
准的安置房提前交用， 住总人又
一次创造了奇迹。 在抢险任务完

成的10天后， 她顶着健康的小麦
色皮肤举行了婚礼 。 她笑称 ：
“这是安监新娘的肤色。”

凭借努力成为集团
“安全专家”

在基层的这段时间， 周东楠
扎实学习业务知识 ， 苦练基本
功。 结合日常检查中吸取的各项
目安全资料管理所长， 她编制了
住三公司安全资料管理范本， 统
一了公司安全资料管理标准， 小
到字体字号、 页眉页脚， 大到分
类汇总、 资料组卷， 资料范本上
都有详细的说明， 便于安全资料
管理人员更快地上手操作。 在市
级绿色安全工地、 样板工地、 全
国AAA工地的检验评比中， 住总
的安全管理资料得到了专家的一
致肯定。

2016年， 周东楠调入集团安
全监管部。 集团的管理工作使她
的眼界更为开阔， 同时也有了更
高的站位 。 凭借扎实的业务知
识， 她作为专家参与了 《北京建
筑工程施工现场安全资料编制指
南》 的编制工作。

2016年， 按照市安监局下发
的 《关于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
体系建设 “一企一标准， 一岗一
清单”》 工作要求， 住总集团积
极响应， 作为第一批试点企业，
参与了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工
作。 当时由周东楠牵头实施， 与
集团二级单位几位老专家共同认
真研讨， 并深入工地多次召开现
场会听取意见， 反复推敲后， 最
终定稿， 编制了 《住总集团企业
隐患排查标准和项目部岗位隐患
排查清单》， 同时组织参与了住

总集团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系统的
开发工作。

今年， 国务院、 市委市政府
的相关文件对风险分级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提出明
确要求。 住总集团也积极投入到
了双重预防机制的建设当中， 由
她牵头确定了各单位的试点项
目， 并以试点为基础， 全面系统
识别施工安全风险 ， 按照集团
《城市安全隐患治理三年行动方
案》要求，逐步形成“一库一表一
图”（即企业风险源判别清单库、
企业施工安全风险源识别清单、
企业施工安全风险电子地图）。

乐观的安全人带给
别人更多笑声

安全隐患无处不在， 安监人
无处不在， 这是一份职业， 更是
一份精神。 在单位里， 周东楠主
持过单位的安全生产月知识竞赛
活动、 获得过地区的安全生产月
知识竞赛奖、参与过慰问演出；在
单位外， 她参加过地铁志愿者服
务， 为社区老年人进行过安全知
识宣讲……这些都为她的安监生
活留下了数不尽的欢乐。她说，希
望安全监管保障下， 一个个幸福
家庭能传来更多的笑声。

时光流逝， 岁月沉淀， 周东
楠有收获、 有成长。 今年是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明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之年 ， 2021年是建党
100周年 ， 2022年是举办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之年。 这些重大政
治活动， 都将是安全管理的重点
时期， 周东楠也将跟她的安监团
队一起， 一步一个脚印去拼搏。
“因为， 我是干安全的人。”

在首钢水厂铁矿磁选车间，
一提到张志学， 大伙儿普遍的评
价是 ： 能吃苦 、 肯实干 、 没怨
言。 他先后在磁选工、 调度员等
岗位工作， 现为水厂铁矿磁选车
间过滤区域作业长。

任车间白班作业长期间， 早
上第一个到车间的是他， 每天晚
上最后一个走的也是他。 早会前
他要将三个区域的情况掌握清
楚， 以便有针对性地安排白天工
作。熟悉他的职工都知道，他手里
有一个小本子， 每天进入现场都
把检查的问题记下来， 按要求一
一做好计划安排。 有时候看到其
他人忙不过来，他就跟着一起干。

2016年7月 ， 车间提出让张
志学到过滤区域担任作业长， 抓
“操检合一” 工作。 听到这个消
息， 职工们纷纷议论。 “志学又
调到过滤区域了 ， 这块他可不
懂!” “没事， 人家就是块好钢，
放哪儿都能挑大梁！”

新的工作往往都存在一定的
挑战。 张志学到过滤区域工作的

第一天， 就遇到了一道难题。
一位抓斗司机气呼呼地找到

张志学说： “现在实施 ‘操检合
一’， 我又要装车又得维护设备，
更 换 大 绳 、 大 车 检 修 都 要 参
与 。 这装车的时候没人帮我 ，
设备出了问题还考核我， 这活儿
没法干了！”

张志学耐心听完后到现场了
解情况。 原来是在专业设备联查
时查出该司机负责的设备有一条

螺丝出现了松动， 专业按制度对
其落实了考核， 职工一时想不开
发牢骚。 通过这件事， 张志学发
现职工对转型提效工作的意义理
解还不深， 日常也是按照班组的
安排机械地完成各项工作， 落实
“操检合一” 参与生产及设备维
护的主动性还是不够 。 从那天
起， 他带领大家进现场学习过滤
机、 抓斗等设备检查维护知识，
学习生产设备操作技术， 一点点

提高综合技能。 他组织操作岗位
和修理人员结对子， 还组织区域
职工开展 “操检合一 ” 技能竞
赛。同时，组织抓斗班操作岗位与
修理骨干成立抓斗部维修组，全
年维修斗部3套， 节约外委费用3
万余元。 他还在区域奖励分配上
动起脑筋，奖励向学技术倾斜，区
域内掀起学知识、 学技术热潮，
整体综合素质得到迅速提高。

为了进一步节约成本， 水厂
铁矿提出精矿粉防冻液喷洒将由
车间自己负责 。 他一点儿没犹
豫， 对领导说： “没问题， 车间
放心吧， 保证完成任务。” 散会
后有的职工私下说 ：“车间自己
干，既没技术，又没设备，还没人，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就等着挨批
吧！ ”大家却不知道，张志学早关
注防冻液喷洒这件事儿了。 他非
常清楚， 做好精矿防冻工作， 为
股份公司提供合格产品， 是过滤
冬季生产的一件大事， 所以一到
过滤区域他就开始谋划， 多次到
现场测量考察， 研究讨论几易其
稿， 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不等不靠， 说干就干。 张志
学抽调党员和修理骨干成立了专

门的防冻液喷洒装置制作小组，
着手设备的制作。为解决人员少，
室外喷洒岗位劳动强度大、 环境
条件差的问题， 他提出远程控制
自动喷洒的建议， 将操作控制线
路引入操作室， 在精矿仓门口安
装视频探头， 彻底结束了在室外
人工喷洒防冻液的历史。 为实现
经济合理喷洒目标， 他跑遍了迁
安大大小小的五金店， 买来六种
喷头，逐个进行喷洒实验，最后选
出喷洒量小、覆盖面全的喷头。

冬季开始实施防冻液喷洒
后， 他又带领大家按照室外温度
进行原液配比水量研究， 及时观
察询问每节车皮卸料情况， 并结
合气温变化动态跟踪实验， 确保
冬季没有一节车皮因防冻液喷洒
不到位， 出现矿粉冻结现象。 后
来， 车间算了一笔账， 节省成本
近42.6万余元。

张志学带领过滤区域职工围
绕生产经营目标苦干硬干， 交出
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抓斗班被评
为首钢安全先进班组， 过滤区域
被评为矿业公司级党员示范区，
张志学则被评为2017年度首钢模
范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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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长武

是好钢放哪儿都能挑大梁
———记首钢水厂铁矿磁选车间过滤区域作业长张志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