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张洲

我州工伤预防项目持续创新服务
机制，推动工伤预防服务理念从“等
企业上门”向“事先防范、送专家入
企”转变，探索出“入企诊断—定制课
程—跟踪督导”闭环服务模式，将“专
家门诊”搬进工厂车间，用“一企一
策”的定制服务，为安全生产注入源头
活水。

从“坐堂问诊”到“上门巡诊”

“这是专家第三次来到我们公司
了，开展帮扶指导以来，专家跟着我们
的作业节奏，进现场、细查访、找隐患，
帮我们找出了很多以前没意识到的问
题。”云南其亚金属有限公司的安全总
监说。他向记者展示了一沓厚厚的《工
伤隐患报告》，上面详细记录着工伤预
防专家的入企轨迹——从下雨天室外

配电箱未关闭的浸水风险，到组装车间
的砂轮机托架缺失，再到装卸车间的安
全标识悬挂问题，专家跟班记录，从车
间人员的作业习惯、设备设施状态、作
业环境风险等维度细致分析，最终锁定
28项风险源。

大理州工伤预防项目专家组成员
由注册安全工程师、工伤预防专家、卫
生健康专家等组成，专家们通过深入企
业车间、建设工地、矿场一线开展“巡
诊”的方式，持续帮助企业改善作业环
境，提升工伤防护能力，截至目前，累计
为 10 家重点企业排查工伤风险隐患
258项。

“一企一课”破解“安全密码”

为了切实提升企业职工的安全意
识和工伤防护能力，专家结合调研掌握
的企业信息和实际需求，为每家企业定
制培训课件，采取视频教学、互动问答、

技能演示等一线职工听得懂、学得会的
教学手段，为大家讲解实用的工伤预防
知识。“定制”是培训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项目组为每家企业建立专属教
学档案：祥云大宇包装有限公司的课
程侧重机械伤害防护和物体打击事故
预防，鹤庆乾酒有限公司的培训聚焦
高温灼烫、中毒伤害的预防技巧，鹤庆
北衙矿业有限公司的教材着重矿山作
业现场的工伤风险隐患识别和重大风
险源的治理。在大理神农饲料有限公
司的早班会上，班组长张师傅将叉车
事故案例视频播放给全体班组工人观
看，让大家意识到防范工伤事故伤害
的重要性。

防治闭环织就“安全网络”

在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生产车间，新安装的联锁装置正
闪烁绿光。这个由专家团队指导改造

的安全系统，有效保障了作业效率，
同时杜绝了误操作风险。“专家回访
还会对我们‘治理难’的环节提供针
对性指导，给我们带来专业的安全生
产指导。”

专家团队建立的回访巡查机制（每
周企业自查、双周专家巡检、月度定期
追踪）成效显著，通过对企业隐患改善
情况的追踪，10 家企业成功完成 100%
的隐患改善，258 项工伤风险全部消除
在“萌芽状态”。

这种调研—培训—回访闭环管理
正在释放更广泛效应。在大理星球太
阳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专家教授的应
急救援技能成为了新员工入职培训的
关键内容；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将专
家讲解的工伤风险识别技巧进行了梳
理总结，并在企业内部建立起自查自纠
工作机制……“以前觉得安全是负担，
现在明白这是生产力。”鹤庆北衙矿业
有限公司的班组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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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3
我州工伤预防坚持靠前服务
为安全生产注入源头活水

本报讯（通讯员 李加勇 欧阳露）
为全面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5 月 29 日上
午，弥渡县新街镇在董和村委会大荒
地村成功举行防灾减灾抢险综合演
练。本次演练模拟连续强降雨引发山
洪、山体滑坡及6.3级地震三重叠加灾
害场景，旨在检验应急预案实操性，磨
合应急救援机制，共有122名群众、30
余个镇村两级部门及周边村组干部参
与或观摩。

演练于上午 8 时 30 分正式启动。
镇防灾减灾指挥部总指挥、镇长现场
下达指令后，应急抢险、交通管控、医
疗救援等 8 个工作组迅速响应，协同
作战。安全保卫组第一时间利用哨
声、锣鼓发出灾害预警信号；疏散撤离
组立即组织引导122名模拟受灾群众，
按照预定路线有序撤离至幸福小院安
置点；应急抢险组迅速行动，成功解救

“被困人员”；医疗救援组随即对现场
“轻伤员”展开紧急救治；灾情监测组
密切监控灾害发展态势，实时进行风
险评估；后勤保障组则全力确保安置
点物资供应，实现转移群众“有衣穿、
有饭吃、有住处”的基本保障。

整个演练过程持续约1.5小时，涵
盖了预警发布、紧急疏散、交通管制、
人员搜救、医疗救护、灾情监测、安置
保障等关键环节，各部门衔接顺畅，行
动高效有序。

本报讯（通讯员 常鹏霄） 近期，
受强降雨天气影响，防汛形势日趋严
峻。宾川县乔甸镇党委、政府多措并
举、周密部署，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
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成立镇级50人、每村30人的应急
抢险队，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形
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
格局。同时，建立领导干部包村、村干
部包户的防汛责任体系，确保责任到
人、措施到位。

组织镇、村干部对辖区内的河道、
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和

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尤其对
辖区内 29 个水库、95 个坝塘重点摸
排。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区域，采取设
置警示标志、建立工作台账、责令限期
整改等措施，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完善防汛应急预案，逐一修订全
镇29个小型水库防洪预案，细化灾前
预警、抢险措施和灾后处置工作。明
确责任分工，避免在汛情发生时出现
职责不清、行动混乱的局面。针对各
村实际情况，划定各村组转移避险网
格，以户为单位规划转移路线并设立
转移责任人。定期组织防汛救灾演

练，进一步提高应急抢险队伍的实战
能力和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储备
防洪桩 1500 余根、防洪袋 3000 余条，
配备救生衣、应急照明设备、抽水泵
等防汛物资，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
用得上。

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
班制度，要求全体值班人员坚守岗位，
保持通讯畅通，密切关注雨情、水情、
汛情变化。严格落实信息报送制度，
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能够第一时
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做到“早发现、
早报告、早处置”。

弥渡县新街镇开展
防灾减灾综合演练

宾川县乔甸镇扎实推进防汛工作

▶ 剑川县象图乡依托赶集日开
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动，提高群众
的安全意识。（摄于5月30日）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咨询
台、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群众普
及地震、火灾等常见自然灾害的预
防、应急及自救知识，并结合案例进
行讲解，有效提升了象图乡群众的防
灾意识与自救能力。
［通讯员 范文 钱红梅 摄影报道］

洱源县档案馆工作人员为群众查档服务现场。（摄于5月30日）
据了解，“十四五”以来，洱源县档案馆共接待社会各界档案利用者0.45万人次，

提供利用档案3.9万卷0.7万件。近年来，洱源县档案馆抓实业务建设评价工作，档案
资源建设持续丰盈，目前馆藏达11万多卷，征集到“中国温泉之城”国家级牌匾等30
多件实物档案，投入捐赠资金50万元，顺利建成数字档案馆局域网项目，实现档案信
息化建设“零”的突破。

［通讯员 尹忠 董静莎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杨小波 王召静
文／图） 近日，“精雕核桃壳 巧筑小屋
梦 共传手工情”核桃工艺品制作培训
在永平县北斗乡开班，吸引了周边30多
名村民参与，系统学习核桃工艺品制作
技艺。

培训现场，专业老师通过理论讲
解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浅
出地传授核桃工艺品制作技巧。从核
桃的挑选、清洗、晾晒，到雕刻、打磨、
粘接、上漆等十余道工序，每一个环节
都进行了细致的演示和指导。村民
们围坐在一起，在雕刻刀、彩笔、胶水
等工具的作用下，不多时，一颗颗普
通的核桃壳便华丽蜕变，有的化身成
充满民族特色的小摆件，有的被雕琢
成灵动的小动物，有的拼接成古朴的
农家小院，更有小巧的钥匙扣、精美的
手串。

“以前家里的核桃壳都当柴火，现
在才知道还能做成这么漂亮的东西”，
张大姐手中捧着刚完成的工艺品爱不
释手，“学会这门手艺，以后农闲时既
能在家接单赚钱，还能照顾孩子，一举
两得。”培训负责人罗晓红表示：“核桃
是北斗乡的传统优势产业，开展核桃
工艺品制作培训，就是要深挖核桃附
加值，变废为宝，打造‘小核桃、大产业’
的发展格局。后续，我们将建立核桃
工艺品产销对接平台，通过电商直播、
文旅展销等多种渠道，帮助村民实现
技能变现。”

据悉，此次培训为期 4 天，后续还
将开展进阶课程和创业指导，为学员
提供“培训+就业+创业”的一站式服
务。北斗乡也将以此为契机，探索推
动核桃工艺品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产
业深度融合。

永平县北斗乡核桃工艺品制作培训开班

参加培训的村民在老师指导下学习核桃工艺品制作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