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骄阳炙烤大地，市区北川河西路特勤站

内，6 辆锃亮的消防车整齐列队待命。灭火消

防车、云梯消防车、供气消防车各司其职，车身

反射的光泽，无声诉说着消防员们应对“全灾

种、大应急”的实战底气。

“接口必须拧到位，差一毫都可能漏水。”消

防员小李半跪在水罐消防车旁，指尖反复摩挲

着金属接口。走近消防车，可以闻到机油与橡

胶的混合气味，在这移动的“百宝箱”内，水带、

水枪、风力灭火机等器材排列得井井有条。最

令人震撼的是那套防护装备——人们眼中帅气

的“战甲”竟重达 60多斤。“从穿防护靴，再穿裤

子上衣、戴头套到背上装备，整套动作要在 30秒

内完成。”老队员说道，“酷暑天气，穿着它出警

归来，衣服总能拧出半盆水。”让人不由得感叹，

每一步的“逆行”都不轻松。

烈日下的训练场气温已超 30℃，特勤队员

不畏酷暑，依旧上演着“技能秀”：百米障碍救

助操迅疾如风，原地着装战斗服快如离弦之

箭，爬绳上四楼的速度直追秒针，一人三盘水

带连接操则将流体力学化为实战本能。“每个

动作都卡着毫秒练。”指导员指向墙上的训练

表，泛黄的纸张记录着无数次跌倒与爬起。

6月营区内，又一批“新蓝”刚入营，指战员

结合实战经验，为新队员详细讲解火灾扑救、

地震救援装备的功能用途，现场演示风力灭火

机、钢筋速断器的操作。在演示呼救器定位功

能时，指战员神情严肃：“这个会尖叫的定位

灯，是队友间的生命信标，保障救援者自身安

全，同样至关重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些

年轻的面庞将接过前辈的水枪，续写“逆行者”

的故事。

“北城废品回收点起火！”突然，值班室的

指令划破午后宁静。警铃骤响！二楼宿舍瞬

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战斗三班的消防员

们边跑边套战斗服，三秒内已冲出宿舍楼。伴

随着引擎轰鸣，从接到指令不到 1 分钟，红色

战车已经疾驰而出，身影迅速消失在街角。

当夕阳西下，归队的消防车再次列队。这

些穿梭于火海的“大红车”与身披蓝甲的卫士

们，正用日复一日的严阵以待与无畏冲锋，诠

释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铿锵誓言。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三无食品’吗？”

话音刚落，教室里立刻举起了手。“我知道！没有

生产日期！”“没有合格证！”“还有，找不到厂

家！”……孩子们清脆的回答声此起彼伏。近日，

市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带着生动有趣的食品

安全课走进校园，用互动问答、课件展示等方式，

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这堂别开生面的食品安全课，正是我市加

强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为进

一步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最近我们联合市

融媒体中心推出了‘校长话食安’专栏。”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监管科科长张珍明介绍道，

从食材进校到餐盘落桌，校园食品安全链条的

每一环，都离不开学校的用心守护。

据了解，在每期“校长话食安”节目中，各

校校长化身校园食品安全“代言人”，通过实地

探访、校长访谈、后厨检查等形式，全方位展示

学校在食材采购、加工操作、制度管理等方面

的具体举措。目前吕梁一中、孝义中学等四所

学校已率先亮相：吕梁一中引入“智慧食堂”让

家长看得见；交口一中的智慧监管系统实现食

材溯源和厨房操作全程可视化；孝义中学建立

膳食委员会，畅通反馈渠道，让学生大胆发言；

岚县民觉中学针对农村学校特点，结合劳动实

践，实现“舌尖上的育人”。

“这些鲜活案例既是差异化管理智慧的结

晶，更是我市校园食品安全规范化、科学化建

设的有力支撑。”张珍明特别指出，专栏后续将

覆盖更多学校，进一步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推

动形成“部门监管、学校自律、家长参与”的共

治格局，以更加透明化和常态化的监督机制让

学生吃得安心、家长放心。

在“校长话食安”专栏持续发力的同时，我

市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再出重拳。近日，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联合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卫健

委等部门组成督导检查组，开展校园食品安全

督导检查。“我们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聚焦校

园食品安全制度建设、有害生物防治、食品安

全规范操作、食材采购储存、食堂场所及设施

设备升级改造等关键点位，通过实地检查，督

促 学 校 不 断 巩 固 提 升 校 园 食 品 安 全 整 治 质

效。”张珍明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严格落实食

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坚持“首善标准”，进

一步加强部门协作，共同推动校园食品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走深走实，为广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保驾护航。

“智慧矿井建设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

重要的是提高了矿井的安全性。”6月 17日，在

柳林煤矿，矿长冯德志说，“通过智能化设备，

我们可以实时监测矿井内的瓦斯浓度、温度、

湿度等关键指标，一旦发现异常，系统会立即

发 出 警 报 ，并 自 动 采 取 措 施 ，确 保 矿 工 的 安

全。”

近 年 来 ，柳 林 煤 矿 围 绕“5G＋ 工 业 互 联

网”，完成了“采、掘、机、运、通”等各系统的信

息化智能化建设，通过 104 套有线、无线、便携

式摄像头，基本实现无监控不作业要求。并应

用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管控安全风险、推进隐患

闭环管理，把智能化作为遏制事故的治本之

策，大幅提升了安全风险识别、预警分析、响应

处置能力。还利用 AI 健康检测装置对职工进

行班前评估，通过职工佩戴的智能手表实时跟

踪其健康状态，全时段、全过程守护职工生命

健康。

煤矿智能化是培育煤炭新质生产力的主

攻方向，也是传统产业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我市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智能化矿

井总量全省排名第一，煤矿生产实现“减人、增

安、降本、提效”，作业环境也变得更加安全。

中阳县荣欣公司高家庄煤矿属于高瓦斯

矿，煤尘具有爆炸性。面对各种困难，该矿转

变思路，坚定不移地走“无人则安、少人则安”

和“减人、提效”的智能化之路，用 3 年时间，投

资 2.6亿元，完成了 9大系统的智能化建设。借

助智能综采系统，工作人员在集控中心就能实

现对工作面所有设备的远程操控，驱动采煤机

完成自动截割，支架实现自动跟架。

“以前，拉架时，需要七八个人到现场来

拉。现在，随着智能化升级，再也不用人到现

场来了，更加安全了。”该矿综采区电工李旭军

深有感触地说。过去他只负责电控工作，综采

智能化后，又增加了智控工作，虽然工作任务

在增加，但智能化让他反而觉得比以前轻松

了。

科技浪潮的冲刷下，吕梁山脉的怀抱中，

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我市采取政府引

导、部门主导、社会参与、主体落实、企业建设

五级管理的工作思路，已建成 30余座智能化煤

矿，随着智慧矿井建设的推进，传统的煤炭开

采方式正在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高科技、高

效率、高安全性的现代化生产模式。一处处流

畅有序、运行高效的智能化矿井，在吕梁山上

散发着科技的力量与智慧的光芒，更为矿工们

筑起了坚实的安全之盾。

上午 8 点左右，家住市区滨河南路的刘伟

像往常一样准备去上班。走到停放在车棚里的

电动自行车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车筐

里的头盔并戴上。这个小举动，却是生命安全

的大保障。

一顶小小的头盔，看似不起眼，但关键时候

能起到缓冲、减震的作用。“骑乘电动车戴头盔，

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可以最大程度保护车主的

头部，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 60%至

70%。”在过往人流中，正在执勤的交警闫强对

记者说，每天上下班高峰期他都会在主要路口

执勤，起初大家不是很理解戴头盔的必要性，现

在随着安全意识的提高，骑乘电动车时佩戴头

盔渐渐成为一种习惯。

“我戴头盔并不仅仅因为相关部门监督，我

觉得每个人都应对自己的安全负责。”送孩子上

学的市民杨女士表示，电动自行车速度快，戴头

盔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的负责。

车流中，也有不少在建筑工地的务工人员，

他们骑电动车时戴的却是工地上的安全帽。闫

强随即将其拦停，进行安全教育。“师傅，安全帽

和安全头盔同为头部防护用品，但不可以互相

替代使用。”闫强提醒，市民在购买头盔时，要通

过正规途径购买口碑较好的厂家生产的头盔，

认清是否通过强制性国家标准，查看是否通过

3C认证。“在日常检查中，我们发现有个别市民

没有正确佩戴头盔，有些市民只是简单地将头

盔戴在头上，下方的安全扣并没有系上，或者是

系了安全扣，却没有系紧，这些做法会让头盔的

防护作用大打折扣。”

骑行安全，从“头”开始。十字路口语音提

醒、交警现场劝导……自“一盔一带”安全守护

行动开展以来，市交警部门坚持宣传教育与执

法劝导相结合，采取“定点查处+巡逻管控”的

方式，全面强化路面治理、规范通行秩序，对现

场纠正的轻微违法当事人不予处罚，鼓励违法

者参与交通劝导，宽严相济的执法举措产生良

好宣传教育效果，推动人们将安全意识转化为

自觉行动。为应对有人骑车出门忘戴头盔的情

况，市交警支队还在交警岗亭设立了“共享头

盔”免费出借服务，为电动车骑乘人员增添一份

安全保障。

文明的交通出行环境，离不开每一位交通

参与者的努力。如今，色彩斑斓的头盔，成为城

市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文明交通新风尚正在吕

梁逐步形成。

“高温天线路干裂老化怎么办？”“漏电保

护器咋判断好坏？”孝义市迎宾南社区广场，国

网吕梁供电公司的“安全课堂”正热闹——党

员服务队队员举着漏电保护器模型，边演示边

解答居民疑问，围观的老人踮脚看操作，孩子

们眨巴着眼记口诀。这是国网吕梁供电公司

第 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里的一幕，从调度机

房到社区广场，从应急演练场到企业车间，一

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安全风暴正席

卷而来。

“宣”出新花样。“触电急救第一步是断

电！”6 月 11 日，孝义社区活动现场，工作人员

用模拟假人演示心肺复苏。而在太行黎明共

产党员服务队的“安全宣传车”里，“安全隐患

我查找”网络答题正火热进行——扫码就能

答，答对送小礼品，员工们晒成绩、比速度，把

“要我安全”变成“我要安全”。这个 6月，吕梁

供电人带着安全手册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

累计发放资料 2000余份，覆盖 5000余人次。

“练”出硬功夫。“着火了！”6月 6日的输电运

检中心警报骤响，模拟烟雾瞬间弥漫整层楼。员

工们抓起湿毛巾捂住口鼻，猫腰沿着“生命通道”

狂奔——79秒！全体人员集结完毕。“平时觉得

演练是‘走过场’，这回真烟一冒，腿肚子都软了！”

刚撤离的员工李女士抹了把汗。这场消防演练

不仅有“逃生关”，还有灭火器实操、呼吸器佩戴，

把“纸上的预案”变成了“肌肉的记忆”。

“查”出真隐患。“主变温度正常，端子箱密封

良好。”6月 15日清晨，汾阳供电公司的智能巡检

机器人“小电”正沿着变电站设备“巡逻”，红外摄

像头精准扫描着每一处接口。这个月，吕梁供电

结合迎峰度夏，对 12座变电站、86条输配电线路

开展“拉网式”排查，无人机飞巡杆塔、红外测温

仪“扫描”设备、智能系统实时监测水情……在低

洼变电站，新部署的智慧防涝系统正24小时“盯”

着水位，确保汛期电力“不断档”。

从一场考试到一次演练，从一本手册到一

套系统，吕梁供电人用“沉浸式”宣教、“实战

化”演练、“拉网式”排查，织密了安全生产的

“防护网”。

科技赋能矿山 智慧守护安全

骑行安全从“头”开始

用心守护校园食品安全

“火焰蓝”的日常图景

筑牢电网安全防线

提高安全意识 共建平安校园

□ 本报记者 刘少伟

□ 本报记者 罗丽

□ 本报记者 刘丽霞

□ 本报记者 李亚芝

□ 本报记者 张娟娟

图①为龙凤小学消防应急演练。 王涛 摄
图②为国网吕梁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与变电运检中心携手开展消

防应急演练。 张娟娟 摄
图③为交警对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车驾乘人员进行劝导。 罗丽 摄
图④为市区北川河西路特勤站内，消防车列队待命。 李亚芝 摄
图⑤为孝义市供电公司太行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到孝义新义街道贾

家庄村古驿道开展安全用电服务。 张娟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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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身边隐患

共筑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 王涛） 校园安全无小事。

长久以来，离石区龙凤小学将安全工作作为学

校管理的重要任务，扎实开展安全预防、安全教

育工作，多措并举落实监管职责，全面加强学校

安全管理，努力建设“平安校园”“和谐校园”。

为确保全校师生的生命安全和学校财产的

安全，龙凤小学定期与不定期开展地震应急演

练、消防安全应急演练，使全校师生掌握应急避

震、应急逃生的正确方法，熟悉震后、灾后学校

紧急疏散的程序和线路，提高突发公共事件下

的应急反应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

近日，离石区龙凤小学积极响应离石区委

“居民楼消防通道清理专项整治攻坚行动”的

号召，践行“自己的家园自己爱、自己的家园自

己建、自己的家园自己管、自己的家园自己护”

理念，充分发挥学校示范表率作用，打造和谐

宜居的生活环境，与消防部门共同开展“大手

拉小手对楼道堆物说‘不’——消防安全专项

整治”活动。各班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学生做“乱堆放”治理活

动的宣传者、参与者和维护者，为构筑和谐健

康绿色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消防应急演练

通过模拟真实的火灾场景，让全校师生及工作

人员亲身体验火灾逃生的紧张氛围和应对措

施，进一步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为校园安全筑牢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消防安全知识讲座重点讲解了如何识别预防

校园火灾隐患和楼道安全隐患，预防的关键在

于提高安全意识，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及时

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龙凤小学向全校师生

提出倡议《全体师生“无乱堆物”承诺书》，倡议

师生们从身边小事做起，从住宅门外和房前屋

后开始，对堆物堆料进行全面清理，让公共区

域更加干净整洁，让周边环境更加温馨优美，

为打造和谐宜居美丽的文明离石而努力。

在学校“乱堆放”治理活动的全面动员之

下，龙凤小学广大师生和家长朋友积极行动起

来，以亲身实践，肩负起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也在其中感受到了付出劳动的艰辛和享受成

果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