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山区城管综合执法系统

结合市区两级安全生产和
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要
求 ， 房山区城管综合执法系
统 围绕燃气安全 、 地下管线
安全、 石油天然气管道安全、
环境秩序突出问题 、 电力安
全、 供热安全 、 生活垃圾设
施安全等7个方面重点任务全
面开展执法工作， 通过 “城管
开放日” 活动， 进企业、 进社
区 、 进农村 、 进学校 、 进工
地 ， 采取座谈交流 、 法规咨
询、 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 宣
讲相关法律法规 ， 强化企事
业 单位落实主体责任 ， 引导
公众自觉提高安全事故防范意
识。

西潞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
联合安庄村委会在芳菲小区
开 展燃气安全宣传活动 ， 活
动现场发放宣传材料和宣传
品， 对居民燃气使用过程中易
产生隐患的关键节点， 通过介
绍燃气法律法规、 解读燃气安
全常识 、 分享事故案例等方
式 ， 深入浅出地向用户讲解
如 何正确使用燃气设施 ， 以
及发现燃气隐患、 遇到燃气泄
漏如何正确处理等安全用气常
识。

长阳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积
极开展户外广告排查 “执法+
宣传” 活动。 对中央城商圈、
京良路南侧中心路网等主干道
两侧的门头牌匾、 电子显示屏

广告、 灯箱广告、 立式广告等
进行集中排查， 坚持做到一店
一核实， 确保不遗漏一处安全
隐患 。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 ， 依法要求产权人迅速整
改，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 责令
限期整改或者拆除。 加强与产
权人的联系、 沟通， 积极开展
普法宣传， 督促相关责任人做
好日常维护工作， 做到问题早
发现， 早整改。

窦店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联
合志愿者在京南嘉园社区开展
“城管开放日” 活动， 执法队
员向居民讲解了占道经营特别
是使用液化石油气罐从事街头
无照经营违法行为的危险性，
呼吁社区居民自觉抵制占道经
营违法行为， 维护良好环境秩
序。

大安山乡综合行政执法队
在辖区内开展沿街商户普法宣
传工作 ， 宣传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和环境卫生管理相关法律
知识， 向商户和群众讲解垃圾
分类、 “门前三包” 等典型案
例， 宣传燃气使用相关知识，
向 餐 饮 服 务 单 位 详 细 讲 解
燃 气使用过程中的常见隐患，
要求定期开展自查 ， 燃气管
路、 接头 、 阀门要严格按规
定 使 用 ， 发现隐患及时处置
更换易损件， 确保燃气使用安
全。

（李安琦）

防防汛汛往往事事
□□赵赵闻闻迪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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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
年， 那年入夏后雨水就比往年丰
沛。 每年的6月到9月是电厂 “迎
峰度夏” 的关键时期， 发电任务
繁重， 不能出一点差错。 厂里结
合往年的防汛经验提前做好准
备： 安排防汛人手、 疏通排水管
道、 举行应急演练、 准备沙袋草
包等等， 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位
于大堤旁的河下泵房。 河下泵房
又叫河下取水泵房， 负责为厂区
提供生产、 生活用水和为发电机
组供水， 如果河下泵房被淹， 将
直接影响厂内各项生产工作和机
组发电， 进而影响城市供电。

那年夏天， 我和同事们都格
外关注天气预报。 每天上下班途
中， 我们都会观察河水水位。 由
于连续暴雨， 展目望去， 大桥下
一片白茫茫的水， 滚滚滔滔， 跟
远处的天连成一片。

那年7月上旬， 厂里从各个
部门抽调人手轮流到河下泵房值
班， 24小时严密坚守， 随时随地
做好抗洪抢险准备。 驻厂武警战
士除了驻守油库和运煤铁道外，
也全部上了大堤。 当时我在化验

中心， 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是给河
下泵房的同事和坝上的驻厂武警
战士送饭、 绿豆汤和防暑降温药
品。 跟男同事相比， 这个活儿是
轻松的。 我们每次到河下泵房后
都让值班的同事歇口气、 吃点东
西补充体力， 接过他们手中的铁
锹、 沙袋接着干， 发扬 “巾帼不
让须眉” 的精神。

有一次我们去河下泵房送西
瓜， 正赶上检修班的师傅们清理
拦污栅。 因为暴雨和积水， 污物

繁多， 清理频率增加， 清理难度
加大。 那两位师傅大半个身子泡
在积水里， 用齿耙捞起缠在栅栏
上的水草 、 枯枝 、 塑料袋等杂
物， 用手清理被栅栏挡住的淤泥
和砂石 。 他们的脸变成了大花
脸 ， 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
水。 我们化验中心的班长当即以
最快的速度跑去洗衣房拿了两套
干净工服送到河下泵房让他们换
上。 打那起， 我们又多了一项
任务———给河下泵房的同事和

坝上的驻厂武警战士送换洗衣
物。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洪峰过
境的那次。 那天化验中心是我、
班长、 张师傅和马师傅上班。 当
时正值保发电关键时期， 生产任
务重， 人手紧张， 整整一天我们
都忙着取样 、 送样 、 化验 、 巡
检。 那天傍晚， 正准备下班， 值
班电话响了。 班长接完电话， 跟
我们说： “晚上有洪峰过境， 需
要增加人手， 共产党员留下来。”

那天上班的四个人中只有我不是
党员。 听了班长的话， 张师傅和
马师傅二话不说， 立刻重新换上
工作服 、 穿上长胶靴 ， 拿上雨
衣、 铁锹和编织袋准备出发。 她
们的举动感染了我， 我也要求留
下。 我们冒雨步行至河下泵房才
知道， 大部分同事都上了大坝。
班长对我说： “你留在这里吧。”
我摇头拒绝， 跟着她们深一脚浅
一脚地往坝上走。

当时天色昏暗、 大雨如注，
坝上灯火通明 ， 人来 人 往 ， 有
的在填装砂石 ， 有的在清理杂
物， 有的在排查险情， 有的在填
埋积水坑……那个瞬间、 那个画
面， 伴着风声、 雨声、 号子声，
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 无论何 时
回 想 起 来 ， 胸 中 都 会 激 荡 起
一种众志成城、 战天斗地的壮阔
情怀。

那年的防汛经历为我注入力
量， 让我的精神得到洗礼。 面对
今夏的这场强降雨， 武警官兵强
力驰援， 人民群众互助自救， 我
始终相信， 团结互助、 众志成城
是战胜灾害的最好方式。

积极开展安全生产主题
“城管开放日”活动

坚守“哨位”二十年
□赵桂军 文/图

沉稳、 果敢、 专业、 严谨，
这是修造厂同事给邹毅贴的标
签 。 “可能是因为当过兵的缘
故， 邹主任在安全管理工作上的
原则性非常强， 每天早早便来到
车间， 紧盯现场各个工序， 一站
就是好几个小时， 每天如此， 雷
打不动 。 熟悉他的人经常调侃
他， ‘又来站岗了啊， 老邹’。”
修造厂同事张晓峰说道。

邹毅， 山西太原人， 1996年
12月入伍， 在广州高炮部队服役
3年， 1999年4月入党， 曾连续两
年被评为 “优秀士兵”。 2001年
到中铁十二局集团三公司工作至
今， 现任车间副主任， 曾多次获
评公司 “劳动模范” 和 “业务能
手 ”。 回忆起自己的军旅生涯 ，
邹毅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 他坦
言： “在部队3年， 我始终牢记
一句话， 履行职责使命， 哨位无
差错， 战位能放心。”

换装不换心，换岗不换情。参
加工作后的邹毅时刻谨记着从部
队中学到的道理， 工作上认真细
致， 一丝不苟， 尤其是在安全方
面。 为了能够及时处理车间的突
发问题，邹毅把“家”安在了现场，
哪里有漏洞，哪里出现问题，轻唤
一声“邹毅”，他总能立马赶到。在
邹毅看来， 车间里的百米路途就
是个短途的流动哨，还是那个人，
还是一班岗， 只不过交接的人从
战友变成了工友，仅此而已。

生活里的邹毅不苟言笑， 但
工作中的邹毅却是个 “话痨 ”，
尤其是在对待安全上， 重点内容
强调三遍是他的座右铭， 很多人
都说他班上班下反差极大 。 对
此， 邹毅也有自己的一套道理，
他说： “在车间工作这么多年，

最大的体会便是要多看、 多想、
多说， 只有将带有安全隐患的苗
头及时说出来， 及时制止， 才能
有效地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真正
建立安全生产防线。”

“部队有句话是 ‘喊破嗓子
不如干出样子’， 在平时的工作
中， 无论干什么， 都要冲在最前
面， 更何况我还是一名党员， 更
要以身作则， 只有自己先干出样
子来，才更有说服力”，邹毅是这
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避免
发生各类事故，邹毅从自身做起，
带头紧抓车间安全，安全帽、防护
口罩、绝缘胶鞋三件套从不离身。
“因为穿戴问题， 我们不止一次
被邹主任批评过， 有时候看着他
那股执拗劲， 总想反驳他几句，
但他说得在理， 我们找不到理由
反驳。” 车工张海涛说。

车间里 ， 除了规范穿戴以
外 ， 更重要的环节就是规范作
业 。 就拿激光切割机的操作来

说， 切割时散发的热浪和蹿出的
火星都是潜在的危险， 不规范穿
戴， 不规范作业安全隐患极大。
对此， 邹毅多次叮嘱操作员每天
进行现场检查， 并且制定了一套
严格的安全制度和规定， 定期对
职工进行安全培训。 在他的督促
下， 职工自觉遵守规章制度， 严
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流程， 用行
动做到了安全合规生产， 20多年
的时间里， 修造厂累计对外输送
超百万件加工产品。

随着修造厂规模的逐渐扩
大 ， 邹 毅 操 心 的 地 方 也 越 来
越多 。 他将目光瞄向了青年职
工， 组建了一支 “安全生力军”
来接续这份责任。 伴随着这支队
伍的不断壮大， 邹毅 “大匠” 的
称号也从车间内传到了车间外。
同事笑着问： “你这个 ‘大匠’
现在管了多少兵？” 对此邹毅总
是嘿嘿一笑回应道 ： “还差得
远， 还差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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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情怀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