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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员将补足执法、
监管力量的最后一米。”新
吴区应急管理局安监大队
副大队长杨晓杰介绍，仅仅
依靠应急部门的执法力量
很难覆盖到所有企业，而安
全员的存在则很好地弥补
了这一点。他介绍：“安全
员了解、登记企业的相关信
息、安全隐患，反馈给执法
部门，便于我们了解所有企
业的情况。”

其实安全员这个岗位
早已有之，但是之前存在
个别街道落实不到位、安
全员缺失的情况，为此，区
应急管理局制作了《新吴
区工业企业网格化监督告
知牌》，明确了网格管理内
容和安全监管员、环保监
管员、健康监管员联系方
式和姓名，目前辖区 4000
余家企业都有了专属的

“安全片警”。
今年以来，新吴区应急

管理局积极推行安全生产
网格化管理，明确各安全生
产监管人员所负责的安全
生产网格，负责网格内重点
企业和分级分类所确定企
业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
作，推进企业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工作，并对网格员履职
情况进行督查。

区应急局工作人员介
绍，自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
作开展以来，暴露出一些企
业、园区存在厂房无序租
赁、企业管理缺失、园区管
理缺位、监管力量不足等问
题，新吴区应急管理局在企
业分级分类监管和网格化
管理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情
况出台针对性的规定、意
见，解决专项整治过程中发
现的突出问题和隐患，全面
提升企业、园区的安全生产
管理水平。

（晚报记者 甄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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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辖区4000多家企业

这些“安全片警”上岗了
“这些危化品存放方式不妥”“这里安全距离不够”……
记者从新吴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近期，辖区最后一批网格安全员经过

培训正式上岗，在高温下走街串巷走访企业。截至目前，全区4000多家企
业均有了自己的“安全片警”。连日来，记者走近这些网格员，了解他们从菜
鸟成为一名专业安全员的故事。

在新华路上的一家企
业，网格员邹梁杰一到便与
企业的安全员联系，查看企
业的台账，与上次查看的情
况进行比较，随后在企业内
逐一检查灭火器、消火栓、
电线电路的使用情况及现
场生产环境，将检查情况详

细填写在了记录本上，特别
留意一些容易发生安全事
故的环节。说起这份工作，
邹梁杰忍不住说，一开始以
为是一份轻松的工作，只要
四处走走看看，真做起来才
发现要学的东西太多，并且
责任重大：“安全这东西就

怕万一，也许不合规的情况
下也没出事，但出了事就是
人命关天。”

“差不多一天走一家，
有时候快一点可以两家。”
邹梁杰是去年上岗的一名
网格员，最近持续高温，他
们依然要每天走访企业，了
解企业近期的生产情况，高
温天的防护工作有没有做
好，之前发现的隐患有无整
改。一天下来，身上的衣服
被汗浸湿上好几遍，每天消
耗最大的就是水。

与邹梁杰同一批的网
格员一共有十人，每天的工
作也是大同小异。十个人
除了走访企业外，还会轮流
在应急局内值班，负责统计
走访情况，接待企业的咨询
等，那一天对于他们来说就
是放假一般，“不用出去晒
大太阳了”。

说起自己的经历，邹梁
杰说他曾是一家企业的操
作工，工作期间两次受了工
伤，加上企业效益不好，他
便离开了企业，后来看到网
格员的招聘信息便过来应
聘，经过半年的学习才能上
岗，“要学的东西很多，法律
法规、怎么发现隐患、执法
系统操作等等。”

而说起自己的两次工
伤，邹梁杰便下意识扭动自
己的手腕。第一次是在

2016年春节前，当时他正
在作业时，手套突然打滑，
导致手部划伤，最终缝了好
几针。较为严重的一次是
2017年，同样是春节前，那
次事故导致其手部骨折，后来
做了手术，还与企业产生了一
些纠纷，他说：“企业不承认我
这是工伤，当时企业效益也不
好，就干脆出来了。”

也正是这两次受伤的
经历，邹梁杰对于机械伤害
格外关注，每次去往企业，

员工的操作环节一直是他
检查的重点。与邹梁杰一
样，网格员许理顺也曾是一
线操作工，他所在的网格共
有企业80多家，其中生产
企业有 50 多家。许理顺
说，正是他们了解一线的生
产情况，因此去企业了解情
况时往往具有针对性，他
说：“以前的工作经验告诉
我们，哪里是企业容易忽略
的地方，哪里是容易发生事
故的地方。”

如今上岗一年，邹梁杰
等人对网格的情况都非常
熟悉了，对网格内的企业情
况也心中有数，但当初可是
发生了不少回想起来就想
掩面的尴尬事。邹梁杰的
网格位于新华路一带，一共
有27家企业，数量不算多，
而且都是辖区内较大的企
业。刚上岗时，他花了足足
两个月才走遍了这些企业，

“就是因为不了解情况”。
邹梁杰回忆说，因为没

有制服，他们刚来到企业的
时候，常常被门卫当成第三
方派来套取企业信息的人，
往往在门卫这一关就要磨
上好一会，有时甚至连门都

进不去。说起这段经历，邹
梁杰便忍不住笑了起来，那
时候的他就像受了委屈的

“小媳妇”，只能打电话向局
里或者街道求助。

进了大门，尴尬事依然
还有。“对方最常见的问题
是企业的环评证书到期了
需要复审，该怎么操作；企
业哪些地方有隐患？”邹梁
杰说，有一次他刚去企业就
被问了这些问题，他当时就
懵了，证书复审流程不清
楚，隐患他也没看出来，当
时便觉得尴尬不已。一旁，
许理顺也回忆说，他之前碰
到有的企业对生产情况遮
遮掩掩，避开容易存在隐患

的环节，只带他去做得好的
地方，而他因为不熟悉情
况，就懵懵懂懂地跟着企业
走，事后想起来也是忍不住
掩面：“后来就再来走一趟，
不行就走两趟。”

安全员顾海明还碰到过
另一个情况，他的网格在旺
庄一带，共有60家企业，其
中不少是一些只有十来个人
的小企业，这些企业的流动
性很强，有时甚至上个月还
在，下个月再去就发现人去
楼空，或者是变成了一家新
的企业。经历过前期的“蒙
圈”后，他就对一些小企业留
了神，上门走访的频率也要高
一些，以便能实时了解情况。

委屈尴尬的事情有，令
人有成就感的事情也不缺。
在走访中，大多数企业对于
邹梁杰等人的工作很是理解
和配合，但也有的企业则颇
为抗拒，邹梁杰就曾被一家
企业给赶出了大门，但最终
经过工作，企业愿意配合他
们工作，还成功转了型。

邹梁杰当时发现企业存
在一些安全隐患，当场提出
让企业整改，但是企业负责
人却认为邹梁杰是在“找麻
烦”，还将其轰出了大门。邹
梁杰立即将这一情况进行了
上报，区应急局执法人员上
门核实了解情况后，邹梁杰
配合执法人员不断与企业负
责人进行沟通。“当时企业的
效益不好，负责人比较急。
我们就是让他知道这不是找
麻烦，是企业的责任。”经过
坚持不懈的工作，企业负责
人终于愿意配合他们工作，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还在执

法人员的帮助下完成了转
型，目前已经是辖区一家科
技型企业。

“有些企业的负责人还
是老一套的观念，不想多投
入。”许理顺说，走访中他们
了解到，有些负责人对于隐
患整改有些排斥，便是因为
整改需要投入，且看不到产
出。这时候他们便一次次上
门，一遍遍地做工作，“后来
有企业安全员说，我们经常
过去，企业领导就会多关注，
对安全也重视起来了，这时
候就很有成就感。”

顾海明也提到，他能明
显感觉到企业对于安全的重
视程度在不断提高，“现在有
的企业会主动打电话咨询，
说企业有一些问题需要帮助
解决，相关证书快到期了怎么
处理等等。”每当这时，顾海明
就会不厌其烦地向其讲解相
关规定，协调解决问题，“毕竟
这就是安全员的工作”。

日常： 每天走访企业，值班当休息

经历： 操作工成安全员，自己曾受工伤

菜鸟时光： 被当第三方，回答不出问题

成就感： 助企业转型，让安全深入人心

说法： 安全员补足执法“最后一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