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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动火作业中，特别是既有建筑内改

造、装修工程，工程量小、流动性强，自我安全管

理容易松懈，更容易引发火灾事故，多起重大火

灾事故都是由“小施工”引发的“大事故”，教训极

为深刻。

施工现场消防安全

健全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施工单位应建立

健全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并严格落实执行，施

工中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时，应当制定相应

的防火安全预案。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建

立轮流值班制度，值班人员是当日消防安全的具

体负责人，监督和督促施工班组做好班前消防安

全教育，对现场的违反消防安全的行为进行制止

和纠正，并予以通报。

加强火源管理。施工单位要制定火源管理制

度，严格动火审批，对于必须使用明火作业的部位

要逐级审批，明火操作要有专人监护，并配有灭火

器及防火隔离措施，动火前清理作业点，要远离

可燃物进行施工，动火时要采取分隔措施，动火

后要组织专人看守现场，作业完毕及时清理现场，

清理周边可燃物，防止残火阴燃。

安全规范用电。施工单位一定要严格执行安

全用电的规章制度，严禁乱接乱拉电线和插座，

严禁超负荷用电，加强电焊操作管理，进行电焊

作业时，应首先清除现场的可燃物，安装电线时

要有专业电工负责安装，配电箱应选用一定厚度

能防雨水的铁皮箱，电气开关、配线应选用质量

合格的厂家产品。

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施工现场应严

格遵守安全规定，严禁动火、动焊与铺设保温材料

等交叉作业，施工现场使用的安全网、保温材料等

要符合安全规范，严格执行对易燃易爆物品的安

全管理规定，易燃可燃具有危险性的材料，应设立

单独库房分类存放，可燃物与明火点要保持一定

的分隔距离。其余材料严格按照安全规范存放保

管，不得随意堆放，不得堵塞在消防通道。

加强现场防火巡查检查。施工现场应设置安

全专员对工程及现场的消防安全状态进行全面

的检查监管，日常应定期组织有关人员对施工现

场进行防火安全检查和督查，并安排专人负责现

场的隐患排查，一旦发现问题，应立即整改，降低

工地发生火灾的风险。

重视火灾隐患整改工作。对于日常检查、巡

查出的火灾隐患，不管是哪一级，项目部都必须按

照“三定”原则（定人、定时、定措施）进行整改。

整改完毕后要及时组织安全领导小组进行整改

效果的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正常施工，否

则，要继续整改，直至将火灾隐患整改完毕。

配全消防设施器材。施工单位必须配置足

够的消防器材、标牌，设专人管理，并定期对消防

器材设施进行维护保养，严禁任何人随意移动、

故意损坏或挪作他用。施工现场设置临时消防车

道，不堆放杂物，确保通道畅通。

人员防火强化意识、规范行为

定期开展员工消防安全培训。承建单位应定

期对所有员工开展岗位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教育，

消防安全教育要结合工程实际情况，从施工现场

消防安全、日常用火用电、灭火器材使用方法、逃

生自救等内容入手，培养和增强员工的消防安全

技能，其中尤其是新员工，必须经过岗前消防安

全培训后方可进入现场施工作业。

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承建单位应定期对

所有员工开展防火灭火演练和逃生自救演练，可事

先制定正确的现场逃生路线，强化工人的消防安

全意识，让每位员工都掌握安全防火和逃生自救

的本领。

做好工人宿舍防火工作。施工单位应当将施

工现场的办公、生活与作业区分开，并保持安全

距离，工人临时宿舍要符合防火要求，并配备相

应的消防设施设备，在建的建筑物房间不准设置

员工宿舍，食堂和宿舍不得设在同一工棚内，人员

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将易燃品带入宿

舍，严禁私拉乱接电线，严禁在宿舍内使用“小太

阳”、电暖气、电磁炉等电器设备取暖、做饭以及

烘干衣物；手机、充电宝等电器产品充电时严禁

无人看管充电或放置在被褥上充电。

规范个人用火用电行为。施工现场个人应严

格执行安全管理制度，现场严禁吸烟和乱扔烟

蒂，防止遗留火种引发火灾，严禁私自动用明火，

个人用火应当符合防火规定，严禁随意设置厨房

在施工现场做饭等动用明火，要采取分隔措施，

严格遵守用电安全规范，不私拉乱接电线，规范

使用电器。

严禁无证作业。施工单位严禁违反安全操

作规程、违章作业，电焊、气焊施工人员应持有职

业资格证，严禁无证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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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滑野冰事故频发！别把危险当“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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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滑冰是不少人每年的“固定项目”，但是

也不乏有人在未经开发、未做保障的冰面滑行。

冬季滑冰埋藏诸多安全隐患，甚至造成伤亡事

故。那么什么情况下才能安全“上冰”？冰面落水

时如何自救或施救？怎样彻底堵住安全漏洞？

远离野外冰面，滑野冰危险

在一些人看来，气温已经达到零下，体感

温度很低，且冰面看起来牢固厚实，因此冰面

一定是安全的。

但很多时候，冰面并不是我们肉眼所见的

样子。在一片规模较大的水面上，很可能出现

部分区域结冰较薄甚至并未上冻的情况，而游

玩者又往往难以预判。再加上冰面在冰刀、冰

车以及人力的磨损下，已经受力不均，野冰又没

有专门人员与机构进行维护，很难保证不发生

意外。

相比之下，野冰由于无人维护，缺乏安全

保障设施和安全员监管，冰面往往薄厚不均或

有裂缝，很难保证冰面厚度达到不低于15厘米

的要求，因此险象环生。

消防部门提醒，即便是寒冬时节，冰面也

存在未冻实、冰层厚度不一的情况，人一旦上

冰，随时有塌裂的风险！尤其在流动河道上结

冰的冰面，由于河水水位会随着水量的大小发

生变化，冰面下会形成2—3厘米的“真空”。因

此，游玩应前往正规冰场，远离野冰。

如何堵住安全漏洞？

当下，尤其需要呼吁拒绝滑野冰。一些具

有中高风险隐患的水库、水塘、水井、鱼塘等场

所都缺乏有效监管。禁止滑野冰工作关键是防

患于未然，这就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提高防范

意识、落实监管责任、加强避险意识。

首先，要加强宣传教育。当前禁止滑野冰，

安全教育注重“量”的同时，应更注重“质”。加

强农村地区禁止滑野冰的安全宣传，全方位弥

补宣传短板。

此外，要加强水域管理。当地政府要及时

对辖区内易发生溺水事件的河、塘、沟、渠、坑

和水库、湖泊等重点危险水域进行排查整治，

完善安全警示标识，配置安全防护设施，认真

组织巡查值守。组织专业人员开设安全教育

课，帮助大家掌握技能和自救自护的方法。

冰面落水，如何自救或施救？

专家提醒，一旦落水，要保持镇定，可以借

助以下三种方法进行自救：

打水自救法。上半身趴在冰面上，手掌支

撑冰面，双脚迅速交替拍打水面，通过拍打的

推进力，慢慢向冰面移动。转身翻滚自救法。上

半身趴在冰面上，手掌支撑冰面，通过腰部用

力、翻滚身体，将自己的身体在冰面上翻滚，在

冰面上借助较大的受力面，同时减少集中受力

点，防止二次落水。上身自救法。假设上半身距

离冰面较远，只有手掌可以接触到冰面，需要

使用上身自救法。上身自救法的技巧就是使用

手脚配合、核心用力、身体放松、双脚浮于水

面，手部支撑位置不宜靠前，避免双脚下沉，双

手微用力，慢慢向冰面靠近，最后利用翻滚自

救法或脚打水法自救脱离水面。

在营救落水人员时，应采取趴在冰面上等

方式增加自己与冰面的受力面积，一人在冰面

施救，其他人站在岸边用绳索进行固定保护。

尽可能寻找手边的杆子、绳子或者救生圈，抛

给落水者，如果对自身和冰面有专业判断，救援

时一定要匍匐前进，增加受力面积，有梯子的

话，可以借助梯子靠近落水者。

春节临近，再次提醒大家，野冰有隐患，滑

冰请选正规冰场，冰上安全需时刻牢记，避免

坠冰事件发生，平安祥和过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