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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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的时间， 通州区应急管
理局宣教科科员宋煜从一个不懂
安全为何物的小姑娘， 成长为一
名安全培训小能手。

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 帮
助下， 今年28岁的宋煜已经能够
独当一面， 完成自己主责的培训
工作， 并且开始尝试安全文化活
动的举办。 此外， 她还通过继续
深造的方式， 不断提高自身业务
水平和能力。

“在我看来， 消除隐患的根
本还是要依靠教育培训， 提高大
家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 。 因
此， 主抓全区培训工作让我觉得
很荣幸， 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宋煜说。

严抓培训 让安全宣
教工作实起来

2018年3月开始 ， 按照市局
统一部署， 通州区应急管理局在
全区范围内， 组织开展了2018年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培训考核
工作。 当年完成7558人的培训考
核工作， 培训一致持续到今年，
预计覆盖9000余人。

“在培训过程中， 需要做的
工作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确保参
训人员一定要是企业的负责人。”
宋煜说，“只有企业的一把手真正
重视安全工作， 才能将企业主体
责任落到实处。 ”因此，每场培训
她都会到场， 监督培训过程， 并
重点核对培训人员的身份。

为了避免企业负责人找 “替
身” 前来参加培训， 现场配备了
虹膜签到系统。 培训第一天签到
时， 培训人需持本人身份证， 由
工作人员比对企业负责人信息
库， 核实无误后录入眼内的虹膜
系统。 在接下来的培训中， 每次
签到都要再次通过虹膜签到。

“这个不是您的身份证吧？照
片看起来不太像， 我们需要再次

核实您的信息……” 即使实施了
多重科技手段，培训过程中，宋煜
还是发现了有人试图“钻空子”。

通过与前来参加培训的人员
沟通， 宋煜得知此人的确是替老
板来参加的。 她立即拿起电话，
给这位老板打了过去， 耐心地讲
解此次培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最终， 这位老板同意立即赶来现
场参加。 随后， 她与承办此次培
训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沟通， 再次
明确了严格审查参训人的要求。

“我们的培训内容就是针对
企业负责人的， 要想培训达到效
果， 就一定要让老板本人来听。
员工就算听明白了， 回去落实起
来也会出现阻碍， 整个企业的安
全意识与程度还是会原地踏步。”
宋煜笑着说。 她的 “固执” 是为
了培训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宋煜介绍说 ， 此次培训期
间， 还通过调阅企业培训制度、
培训计划、培训记实、组织讲评等
方式，使企业明确培训工作意义，
推动企业完善内部培训制度、 明
确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此外， 她还组织了安全生产
监管干部培训。 以提高全区安全
生产检查执法水平为重点， 按照
学用结合的要求， 根据不同培训
内容和不同学员的特点， 灵活运
用研讨式、 互动式、 案例式、 体
验式、 模拟式等多种方法， 对全

区安全监管监察系统领导干部进
行专题培训。

“希望能够通过抓好培训工
作 ， 让安全宣教工作 ‘实 ’ 起
来， 持续推进生产经营单位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带动生产经
营单位开展全员安全生产培训，
为提升全区安全生产整体水平奠
定基础。” 宋煜说。

组织活动 锻炼沟通
协调能力

2019年6月16日 ， 通州区安
全生产委员会与北京燃气集团三
分公司联手， 在西集镇文化广场
设立主会场， 以 “防风险、 除隐
患、 遏事故” 为主题， 开展2019
年度安全生产咨询日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 采取传统宣传方
式与高科技体验相融合， 通过安
全生产展板展示、 实景观摩、 宣
传品发放、 12350咨询、 设立VR
体验等方式夯实群众安全生产法
律基础、 普及安全常识， 提高群
众安全素质。

同年7月5日， 通州区安委会
在通州区文化馆以 “使命呼唤担
当， 榜样引领时代” 为主题， 举
办第十四届安全文化节暨应急安
全文艺节目汇演。 汇演采取文艺
演出与现场颁奖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所有节目均由部门、 乡镇街

道、 企业自编自导， 通过歌舞、
诗朗诵、 相声、 京东大鼓、 大合
唱等多种安全文化演出形式， 讲
出应急安全人自己的故事、 演绎
出自己的风采。

这两次的活动， 宋煜都参与
其中， 她一边观察一边学习、 记
录活动中涉及的方方面面， 为今
后工作打下基础。 “俗话说 ‘外
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这可
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借鉴的机
会， 我可不能放过。” 宋煜说。

今年， 她开始负责这两项活
动的组织工作。 “计划是将咨询
日和文化节的活动合并举行， 在
通州的万达广场举办安全方面的
文艺汇演， 包含小品、 诗朗诵、
合唱等。” 宋煜说， “今年是第
一次主要责任活动举办， 之前大
多是参与， 前期工作有很多不明
白的地方， 常常向同事和领导请
教 ， 边学边干 ,现在慢慢顺畅起
来了。”

为了举办好活动， 宋煜去了
几个备选场馆踏勘， 选择最佳的
活动场所。 反复与同事斟酌汇演
节目单， 确保呈现最好的宣传效
果。 与多方部门进行沟通， 确保
活动当天各部门衔接通畅。 到活
动前一周是组织活动最重要的时
间， 审查节目、 安排节目排演、
确认参加人员……她就像一个上
满了弦的 “小马达”。

然而， 就在6月16日原计划
的举办日前， 新发地聚集性疫情
发生 。 虽然一切工作都准备就
绪， 但为了避免人员聚集， 6月
15日， 领导做出研判， 当天的宣
传采取线上的形式， 线下的活动
暂缓举办。

“多少有些遗憾吧， 毕竟准
备了一个多月， 活动没能呈现出
来。 我们计划未来把排好的节目
拍成视频， 放到线上进行宣传。”
宋煜告诉记者。

在活动组织过程中， 她收获
了个人的成长， 锻炼了沟通和协
调的能力。 “前几年我看着其他
同事主责活动组织 ， 觉得太难
了， 自己难以胜任。 但有了今年
主责活动的经历， 觉得自己也是

可以做到的， 自信心也增强了。”
宋煜说。

继续深造 助力个人
成长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性
格很内向 ， 不太会 与 人 沟 通 ，
就连给别人打电话都有点不好
意思……” 宋煜笑着告诉记者。
自从2013年加入通州区安全监管
局， 7年的时间， 她在安全工作
中摸爬滚打， 不知不觉中发生了
很大的改变。

在宋煜的记忆中， 印象最深
的就是参加工作的前3年， 她在
局宣教科从事外宣的工作， 需要
对接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 协调
执法人员的时间和安排， 共同到
一线采访、 拍摄。 这对于当时的
腼腆、 话少的她来说是个挑战。

一开始的时候， 宋煜与记者
一起去采访， 感觉手脚都不知道
放哪里。 “这样可不行， 我代表
的不是个人。” 她暗下决心， 一
定要克服自己的胆怯。 通过这一
段时间的锤炼， 宋煜的胆子大了
起来， 跟人说话不再脸红， 沟通
能力也越来越强。

不仅如此， 工作中， 由于经
常到一线跟随执法人员检查企业
的安全隐患， 耳濡目染， 她不仅
学到了更多的安全常识， 还对这
项工作有了更深的认知。

“最初我对安全这个略显枯
燥的工作不是很感兴趣， 但工作
几年后， 我感受到了这项工作的
魅力。” 宋煜说。 通过几年的工
作， 她不仅增强了沟通能力、 提
高了业务水平， 同时认识到了安
全对职工、 对社会的重要性， 感
受到了身上担子的重量。

为了收获更多成长， 宋煜在
2018年报考了公共管理专业的在
职研究生， 此后每周一到周五工
作， 周末的两天就跑在学校里上
课、 做作业、 写论文。 “学得越
多， 越感受到这门学问的高深 ，
希望能将自己学到的， 融入到工
作中去， 提高民众的安全意识，
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宋煜说。

今年1月下旬， 北京朝阳医
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唐子人看到
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新闻后， 立
即给领导发信息主动请缨前往一
线 ， 理由是他长期在急诊科工
作 ， 又有过抗击 “非典 ” 的经
验， 身体也还可以。 很快， 唐子
人接到了去武汉的通知， 这名参
加过抗击 “非典” 的 “老将” 再
次披挂上阵， 奔赴前线。

唐子人所在的北京医疗队到
武汉后， 接手了武汉协和医院西
区。 刚开始医院里收治的患者比
较多， 轻症、 重症混杂在一起，
呼吸机等设备缺乏， 他们只能想
尽各种方法提供满足患者身体需
要的各种氧疗方式， 度过短暂的
困难期。 随着武汉协和医院西区
被确定为重症患者定点收治医
院， 医疗队的工作模式又重新进
行了调整。

唐子人回忆说： “面对陌生
的疾病和不确定的结果， 病人出
现焦虑或者抑郁都很常见， 医生
们不光要治病， 还要负责安抚。”

北京医疗队由多家医院的医
护人员组成， 大家平时的工作流
程不尽相同， 到了武汉后 “混编
作战”， 还要跟武汉的医务人员
一起工作， 要在短时间内磨合成
一种模式， 需要大家充分进行沟
通， 人人多付出、 少计较。 在武
汉时唐子人与同事经常晚上9点
开会， 对白天的情况进行总结，
“情况变化很快， 甚至无法预测
三天后的情况， 只能一天一天地
研究。” 唐子人说。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大
家都没有经验， 医生们要尽快找
到有效的治疗手段， 就要在短时
间内找到疾病的规律， 短时间里
把对疾病的感性认识总结成理性
的经验。因此，唐子人和同行们在
病房里对每个病人的情况都仔细
询问，尽可能多掌握临床情况。

驰援武汉那段时间， 唐子人

习惯用朋友圈记录和分享感受。
翻看他的朋友圈， 总能感受无尽
的感动与力量： “2月17日： 今
天我们病区又有四名重症患者出
院了， 倍感欣慰。”

唐子人回忆， 那是一位台湾
患者， 他依然记得患者入院时
伴有高热和喘憋 ，虚弱得不能
下地……为了给予患者信心和勇
气，唐子人他们抄录了歌曲《手牵
手》的歌词并附上集体签名，送给
他。 “手牵手我的朋友，爱永远在
你左右……” 这首歌是台湾艺人
在2003年为声援大陆抗击 “非
典” 创作的， “当年在前线战斗
时经常聆听， 非常感动。 ‘同宗
同气， 心手相牵’， 感恩那些帮
助过我们的朋友， 感恩所有帮助
过我们的中华同胞。 ”唐子人告诉
记者，为了鼓励台湾患者，唐子人
有空就陪他聊天， 每次聊到孩子

时， 台湾患者眼睛里都闪现出不
一样的光芒， 唐子人就鼓励他，
说：“相信你一定能走出去， 和你
的孩子团聚。 ”终于到了出院的那
天，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门口，唐
子人把写有 “同宗同气， 心手相
牵”的贺卡送给了台湾患者。

回想起抗疫一线的日子， 用
唐子人的话说， 在武汉那几个月
的 高 强 度 工 作 “主 要 靠 扛 ” 。
“人是有应激状态的， 俗话说跟
打了鸡血似的， 但是长期的高强
度就很难受了 ， 中间鼻窦炎犯
了， 吃了10天药， 我作为队长，
必须扛过去。” 唐子人说。

当有患者治愈出院时， 医生
们都会送上一份礼物， 并写几句
鼓励的话， “治好了病人， 会感
觉非常欣慰， 不说很多大道理，
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需要你的时
候， 你能冲上去就可以了。”

应急战线上的安全培训小能手

■战“疫”先锋

唐子人:“抗疫老将”再上一线
□本报记者 王路曼

———记通州区应急管理局宣教科科员宋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