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故心得体会(实用9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优质的心得体会
该怎么样去写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
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事故心得体会篇一

几年前，我在一家制药公司担任质量负责人。对公司发生的
一起药品生产质量事故，我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公司生产部为加快生产进度，在洁净厂房和生产设备
清洁消毒不彻底、尚未拿到质量部出具的环境卫生监测报告
且未取得qa清场合格放行的情况下投料生产，导致产出的一
批头孢拉丁颗粒微生物限度超标。

事故发生后，公司召集相关部门人员商讨对策。我提出，由
于头孢拉丁受光照、温度、湿度、水分等影响极易遭到破坏，
采取任何灭菌措施都无济于事。但为了减少损失，公司还是
决定把这批物料运到北京进行辐射灭菌。事与愿违，经辐射
灭菌后，这批物料颗粒外观发生显著变化，公司质量部在进
行稳定性考察后得出结论——物料必须销毁。这次事故给公
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十万元。

如今，我仍在药品生产企业从事质量管理工作，也经常会反
思当年那起药品生产质量事故的教训。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国内部分药品生产企业把gmp文
件只当作一种形式，一旦通过认证，便将文件束之高阁，gmp
执行不力，直接导致岗位操作的随意，给药品质量控制带来
了较大隐患。



“药品质量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出来的”。这就是说，
在药品生产过程中，单靠事后把关必然会增加质量风险，给
企业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甚至影响到公众用药安全。
因此，gmp管理的重心应由产品最终检验转移到“预防为主”
上来。在此，我想提醒同行们，在实施gmp过程中一定要加
强各种操作规程和管理规程的培训，严格执行各种gmp文件。
尤其是影响药品质量的关键物料、关键工序，必须严格执行
相应的放行规程，决不能为加快生产进度而违反规定。要做
到不合格的物料不得进厂;不合格的中间产品不得流入下道工
序;清场或清洁不彻底的生产设备不得投入使用;待验或监测
不合格的生产环境区域不得投料生产;未经qa放行的任何工序
不得继续;不合格成品不得出厂。

新修订的药品gmp今年就要发布施行了，其内容与原版相比
有较大变化，对药品生产企业的硬件、软件都提出了更高要
求。作为企业，要始终如一地严格执行。只有这样，才能从
根本上控制药品质量风险，对公众健康负责、对企业自身负
责，生产出质量合格的药品。

事故心得体会篇二

我们歌颂生命，因为生命是宝贵的，它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
一次；我们热爱生命，因为生命是美好的，它令我们的人生
焕发出灼灼光彩。所以我们要热生命。学校是我们的另一个
家园，安全尤为重要。师生应该树立起以安全意识为主线，
以强化层层管理责任制为核心，以落实具体措施为重点，及
时全面排查、清理和整顿校园内安全隐患，努力创建一个管
理有序、防控有力、整改迅速、环境安定、校风良好的安全
文明校园，确保学校在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及生活秩序中稳
步发展。

l．防磕碰。



2．防滑、防摔。防止滑倒受伤；

3．防坠落。

4．防挤压。

5．防火灾。

6．防意外防害。受了外伤，比较严重的，需要送医院诊治。

比较轻微的，可以按照下述方法

1．出现伤口并且出血的，需要清洗伤口并擦涂消毒、消炎的
外用药，如消炎粉、红药水、创可贴等。此外还要注意：保
持伤口局部的温暖干燥；可多吃鸡蛋、瘦肉、豆类、乳类等
蛋白质含量多的食品；适当服用维生素c或多吃些新鲜蔬菜和
水果；合理换药，保持清洁。这样做，有利于伤口的痊愈。

2．肌肉、关节、韧带等扭伤的，不能立即按摩或热敷，以免
加重皮下出血，加剧肿胀。应当立即停止活动，使受伤部位
充分休息，并且冷敷或用冷水浸泡。

3．防盗窃，防诈骗。传销诈骗分子利用朋友、同学、亲戚关
系和求职的心理，施展诡计而骗取财物。大学生在日常生活
中要多学习法律法规，掌握一些预防受骗的基本知识及技能，
善于辨别真假，要洁身自好，不要轻信他人。

（1）不贪私利，不图虚荣。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树立远大的理想和良好的思想道德情操，自觉拒绝金钱、名
利等诱惑，不贪私利，不图虚荣，抵御各种诱惑。

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只有有生命的人才能创造财富，才能使
世界变得更美好。



事故心得体会篇三

德国人帕布斯·海恩提出的“海恩法则”在各国的安全生产
领域流传很久，它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
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

这一法则的精髓，强调的是对事故发生前隐患的见微知著、
防微杜渐，直接考量的是人的自身素质和责任心。

每年的七、八月份历来是安全生产事故的高发期。张兴凯委
员曾对20xx年1月1日至20xx年5月17日的20819起死亡事故数
据按月作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按照事故起数计算，一年
中，8月份安全生产事故起数最多，达到20xx起；其次是7月
份为1913起。

前不久，在云南迪庆隧道坍塌、宜兴市竹海公园滑道失控等
多起安全事故中，暴雨等外界气候因素不容忽视。

“七、八月份是我国暴雨、雷电、台风、冰雹、短时大风等
多发期，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会给设备设施带来事故隐患，
而且炎热多雨的气候下，人们的情绪容易急躁，工作注意力
下降，人本身的事故风险增大。”张兴凯说，在这样的情况
下，更应注重监督和对人安全意识的管理，否则，如果作业
人员安全意识不强、管理人员安全责任不落实，受气候等外
界因素的影响，发生事故几率会更大。

王宏伟在帮本刊记者分析一系列重大安全事故的原因时一再
强调，切忌因技术因素而忽略了管理。社会的发展需要技术、
管理和人文因素的有效结合。任何制度和监管，都需要通过
人的责任心才能实现。他表示，管理上的漏洞，是制造悲剧
的根源。很多事故发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重技术，轻
管理，其实事故预防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对人的管理，推动
人文素质的普遍提高。



事故心得体会篇四

记得小时候每天上学前，父母都要反复叮嘱“路上注意安全，
过马路当心点”。当时总觉得烦，觉得父母有点婆婆妈妈。

长大后成了硬小伙儿，进入钢铁服务企业工作。每天，“安
全第一，杜绝违章”“遵守工器具的安全操作规程”“高高
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口号冲
击着双耳，刺激着眼睛。每周一安全教育会，每天五分钟安
全班会，尽管安全教育工作每天都做，这样那样的事故却时
有发生，令人扼腕叹息。

这些事故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如近期交通事故、物体打击事
故等等，造成人员或死或伤。血的教训，震撼着我们。不及
时汲取教训，我们将重蹈覆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尊重自己生命，就是认真履行义务的一
种表现。处在社会上，作为子女，我们起码有赡养老人的义
务;作为丈夫和父亲，我们有保护妻子和儿女的责任。因此，
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也是一种责任。

一、提升安全防护意识。事故发生往往是因为员工自我保护
意识差，麻痹大意。所以安全工作首先应从本质“认识”抓
起，增强员工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二、劳保穿戴要严格规范。不能图省事敷衍。

三、认真彻底做好现场危险源和环境因素辨识。

四、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严格标准化作业。

五、交通安全不能忽视。不在作业岗上，有些人就麻痹大意
了。这是很危险的。上下班途中，尤其雨雾天道路湿滑，车
辆制动力减小，容易失控，所以必须减速慢行。



当然，安全工作是一个严密的系统工程，越细致越好，但只
要用心，我们就一定能保护好自我。

事故心得体会篇五

__月__日，我们__工厂一起发生安全事故，组装厂的上毛等
帮助拆除阳极导轨，发现设备故障时没有上报，违规操作导
致右大腿骨折。这次事故的原因有很多。链表靠不住，导杆
力不均匀，两极化钢脚有内伤等都是客观的，主观原因3360
安全意识薄弱，站在设备上违反规定，链车控制失败后无法
完成工作，员工对拆除未拆除的两极化钢脚的危险性认识不
足。事故发生后，合成碳工厂、公司安焕部对事故发生原因
进行了多次详细分析，对事故责任人实施了严重的经济处罚，
并对此次事故的很多职员进行了安全教育。

作为班级班长，我意识到这次事故的教训很严重。事故不仅
给企业造成了损失，还给义务人和相关人员带来了经济损失，
给个人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精神痛苦。在密通剩下的时间里，
我更加感受到安全的重要性，对如何更好地做好安全工作有
着深刻的体会。

第一，提高安全素质，杜绝事故发生。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是运营商在关键时刻失去了对事故发生可能性的预见和对结
果的意识，即平时对安全的侥幸心理。为此，要掌握安全生
产，就要掌握好人的安全文化素质、安全思想行为的教育和
提高。

第二，从各个方面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安全工作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全体员工要互相教导，取长补短，共同改善。要
养成专心安全的好习惯。运营商必须在3次、4个理解的前提
下工作5斤，才能更好地保障生产安全。

第三，安全建设是效率的概念。目前，公司正在积极进行成
本节约和效率提高活动，作为一线员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是最大的成本节约。工作中不仅要熟练掌握各种操作规定，
还要养成良好的安全操作习惯，杜绝习惯性违规，大胆面对
周围不安全的行为。所有员工在日常工作中互相监督和通知，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只要大家重视安全，时刻注意安全，牢记安全生产，消除对
安全工作的任何幸运，公司的安全工作一定能做得更好。

事故心得体会篇六

3月29日公司所属电厂发生一起煤气逸散导致人员窒息的重大
事故。这次事故给个人、公司、社会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
的。这一事故令我们发人深醒。

一、不按规定严格履行工作程序，违反《安全操作规程》有
关要求。

二、工作时自我保护意识、互保意识不强，存在违章作业，
现场安全管理松懈。

三、有时候有怕麻烦、图省事的侥幸心理，存在违章指挥、
违章作业的现象。

四、现场查勘不到位，没有仔细检查、确认现场是否存在安
全隐患。

五、现场执行安全措施不到位。在现场作业时未按要求落实、
检查安全措施执行情况。

一.要提高班组安全基础管理。

班组要利用每周的安全活动认真学习《安全操作规程》，增
强全班人员的安全意识，认真吸取他人事故教训，增强自我
防范意识。认真学习安全知识，努力提高个人安全操作技能。



二.继续开展危险源、点分析与预控。

干熄焦是公司上马的新项目，其涉及的安全项目繁多，这就
要求全体人员尤其是岗位作业人员必须提高自身的安全知识
和技能。结合工作实际，多参加厂部、车间、班组召开的安
全会议，详细了解每项工作中的危险源、点及预控措施，做
到人人心知肚明。同时要积极主动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加强作
业过程中危险点防范措施的监督。比如，遇有不停机检修时，
必须增设专职监护人。发现危险源、点及安全隐患及时上报，
并采取合理有效的个人防范措施，避免对自身造成伤害。

三、提高对事故的应急处理能力。

认真学习厂部制定的事故应急处理预案，要积极配合厂部、
车间开展地有针对性的反事故演习，提高自身应急处理能力，
做到遇险不乱，处变不惊，应付自如，防止事故扩大，减少
个人、公司损失。

20xx年一季度全公司安全生产形势不是太好，我们要深刻认
识到当前公司安全生产的重要性、紧迫性。认真贯彻公司、
厂部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继续全面找差距，以积极的态
度，反思自己的安全工作，变“要我安全”为“我要安全”，
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下阶段的安全生产中去。

事故心得体会篇七

教师，同学们大家好！此刻我向大家介绍我对消防安全的认
识。

首先，我明白火警电话是119，每年的11月9日是全国安全日。
火对于人类来说是很重要的，它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带
领人类走向礼貌。大家离不开火，可是我们不正确地使用火
是很危险的，容易造成火灾给国家和个人生命、财产安全造
成损失，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作为一个小学生，要记住报警电话是119，看见有地方发生火
灾要及时拨打火警电话，这是任何一个公民的义务。起火以
后，要做到先救人后保财产的原则。

如果发生火灾，同学们切记不要相互拥挤，不要慌张坚持冷
静；被浓烟包围时不要直立行走，用手或者衣袖捂住口鼻靠
着墙壁弯腰撤离，以免被烟呛到；当身上起火时，要赶快在
地上打滚，把火扑灭。

每年学校组织的消防演习，同学们必须要记住消防叔叔交给
我们的自救知识并合理运用，必须能够及时预防火灾。

我们须自觉承担起学校防火工作的职责与义务，更多的学习
和掌握消防知识，遵守各项防火制度，积极参与学校消防工
作，使社会构成“处处注意防火”的群防群治的局面，从根
本上减少或避免学校火灾事故的发生。同学们“远离火灾，
让社会安全”是我们永远的目标。让我们更加关注消防安全，
为保护自我和他人的安全而共同努力吧！

事故心得体会篇八

集团公司施工生产会议召开后，三公司在第二天迅速召开大
会，全面传达集团公司会议精神。通过一整天的听和看，我
作为施工一线的管理者，内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在中国铁
路迅猛发展的今天，同行业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在国家经济
扩大内需的大舞台上，落后就注定失败，失败就关系着企业
的生存和发展。

作为三公司的一名员工，我也深感我们的管理确实也存在一
些不足和漏洞，诸多事故案例最具说服力。听了领导罗列的
一些安全、质量事故，心里是又气又恨，公司的兴衰直接关
系到每位职工的切身利益。有句古话说的好“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如果我们每位领工人员都有很强的责任心，每位
职工都有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我想这些事故的发生是可以



避免的。分析起来有诸多原因，但最终我认为还是归纳到管
理上，如果管理者使每个人都对安全、关键部位的质量都有
深刻的认识;如果分工时按其所能，合理分配;如果超前预想、
准备充分、关键部位卡死;如果奖罚分明、真正和经济利益挂
钩，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如果大家凝聚一心……这些事故会烟
灰云灭。

“不打无把握之仗”，管理者分工要因人而已，应根据职工
个人的能力安排其作业内容，做到人员安排下去自己放心，
关键危险源自己现场卡控，或者给带工者重点强调，早点名
制度逐步落实到每位参与施工人员。在京九线商丘段我队职
工胡克俊、姚志刚带领放线各架设了120多公里承力索及导线，
且架线进度也很理想，也没出现一起锚段放错或线放断及杂
点的现象，还有杜德平一直在队上挖坑、打基础、整杆，也
未出现一起挖破电缆事故。

对民工队的分工也同样道理，需要民工队补充时要择优使用，
没有单独施工能力的队伍绝不能大包其工程，我们目前给民
工队的分包其实就是工费的分包，并不是说给他们一划区段
就不管了，其实民工队伍也是我们管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并且还要对其严格控制，在商丘我是这样管理的：民工队里
经我们实践考核确实具备代工能力的就让其带工，以减少职
工不足的压力;对不具备单独作业能力的民工队伍绝不能放开
施工，否则，会添很多乱子，对力量薄弱的民工队伍要配备
较强的带工人员，对民工头的要求和职工一样，对民工的要
求和队上的合同工一样，民工头有条件的必须参加队上的早
点名、晚碰头会，针对住宿分散的民工要定期安全培训、技
术交底，为了能管住民工，队上制定了一套管理办法，如参
与队上管理的民工先交安全员那里5000元的风险抵押金，发
现现场一次一位不戴安全帽的罚款50元，监理报队上一次质
量不合格的或未按标准操作的罚款200元，和带工人员顶撞或
不听从指挥的罚款100元等。

当然，我们目前面临的困难也很多，如材料到货不及时，工



期短，带工人员少，线下单位制约等，但这些都不能充当我
们发生事故的理由，领导说的很好，前期施工生产准备不足
是造成最后大混战的主要原因，有句古老的格言“只要思想
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虽然不知过去了多少年，仔细一
想这话还是挺有道理的，上级要求的工期也许不是太科学，
但我认为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要求缩短工期是有道理的，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这种特定的环境。

针对安全这方面我有一点小建议，安全工作如果只靠安全员
来抓，一个队配备3个、4个都同样不会有好的效果，因队上
有时一天分十几个作业面，他们不可能面面俱到，队领导必
须做到四多“多讲、多查、多奖、多罚”，哪怕工作再忙都
不要忽略此项工作，实践证明它是很有效的，安全员怕得罪
人，也会顾虑到自己的工作开展，并且执行力度也不太
强。20xx年在京沪线我队的安全员是胡克俊，其实他是兼职的，
因每天他都投入到紧张的施工生产之中，那年一直到工程结
束我队没出现过一起安全事故，这是靠什么?靠的是队领导
白+黑地讲，5+2地查，不怕得罪人，直接和经济挂钩。我认
为和经济连到一起的作用很大，20xx年在哈大线有这样一个实
例：由于哈大是引用的德国先进技术，上部所有材料都是德
国进口的，一天，我和德国一位工程师步行在车站检查，他
指出线叉一头的一个螺帽不是进口件，我仔细看了半天果然
如此，必定是作业人员安装时弄丢了，配了一个国产螺帽，
我给他说螺帽也拧紧了不会有事的，他连说“no、no”，并强调
一定要换掉，还说他们领导知道了会扣他工资的，他那时的
月薪好像是人民币近20万，我一是佩服他的敬业精神，二是
感觉他对自己的薪酬高度重视。

转变思想，提高认识。我们的确应紧跟时代的步伐，近几年
我国的高铁时速是突飞猛进，我记得铁道部一次、二次……
六次大提速，那时也只不过达到160km/h,20xx年我国自行设
计的第一条秦沈客专时速是200km/h,时隔几年，时速要达
到350km/h、580km/h，光比较数字差可能大家都会发现“快



快快”，但我们的思想有猛回头式的转变吗?我们的认识有飞
快的提高吗?前些年我国的电气化设计、施工引进德国技术，
法国技术，现在我国设计、施工水平已位居世界第一，这本
身就是一个大胆创新，大胆尝试，我感觉一点问题不出设计
方恐怕也不一定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这对于我们安装、调试
方更是一种考验，我听到有人提到两个疑问：一，高速列车
入隧道口时的瞬间气流压力是多少?二，同一隧道内上下行两
列车相遇时的瞬间相对气流压力是多少?这些是否会危及到行
车安全?我想目前还没有现成的计算公式，这就要求我们要和
多方单位、专家互学习、共探讨、多总结，只有想别人想不
到的，才能做别人做不到的。

环境不会因人而改变的，我们只有学会适应环境，才得以生
存、发展、辉煌，不管以前是轰轰烈烈，或是平平淡淡，但
那毕竟已属于过去，有位伟人这样说过“过去的就让他过去
吧”。我们莫忘昨天的历史，深刻吸取今天的教训，共同描
绘美好的明天!

事故心得体会篇九

在电力企业安全生产中，人们通常把管理者对员工提出安全
规范要求称之为“要我安全”，而把员工的自觉安全行为称
之为“我要安全”。两种提法，不仅表述了语言概念不同，
且安全实现方式和管理效果也不一样。“要我安全”，是从
客体出发，由外因发出安全生产约束控制信息，作用于安全
生产行为的主题，最终达到生产安全;“我要安全”则是从主
体出发，由内因产生安全生产的动机，主观能动地实现安全
生产。从管理角度来说，“要我安全”和“我要安全”是辨
证统一的关系，“要我安全”是外因，是动力;“我要安全”
是内因，是根据。两者相互关联，相辅相成，从不同方面对
实现安全生产起到推动或决定作用。

如何实现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的转变呢?笔者工作
在电力建设企业，立足于生产第一线，对于安全是永恒的主



题，安全是生产的保障，有了安全才有效益，有着深刻的认
识和体会。

首先、着眼人的安全心理进行安全教育安全心理是人在生产
劳动这一特定环境中的心理活动的反映，是劳动过程中伴随
着生产工具、机械设备、工作环境、人际关系而产生的安全
需要与安全意识。主要包括：劳动生产中的安全心理、职业
安全心理、安全管理过程中的安全群体心理、安全组织心理
等。通过对安全生产工作中心理现象的总结，可以提高安全
教育的质量，产生安全教育的心理效应，达到抓住人心、震
撼人心、深入人心的效果。因此，安全教育应抓住以下三个
重点：一是利用安全心理的优先效应，抓好对新员工进厂后
的安全教育，以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给新员工打下安全生产
烙印。二是利用安全心理的近因效应，以本单位的典型安全
案例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用活生生的事实影响员工、激励
员工。三是利用安全心理的暗示效应，运用含蓄的、间接的
办法，对员工的心理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行常规
教育。不管采用哪种教育方法，只要密切联系实际，坚持从
人的安全心理出发，牢牢抓住人的安全心理倾向，抓住不同
时期人的安全心理状态，抓住不同类型人的安全心理活动，
进行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安全教育，就会使教育和心理形
成共鸣，强化人的自我安全保护意识，使员工产生“我要安
全”的强烈倾向。

其次、把握人的安全行为贯彻安全制度

安全行为是人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保护自身和保护设备、机
器等物质的一切动作。在我们电力建设行业逐步实现科学化
管理、自动化操作、现代化生产的条件下，安全行为不仅是
个体自我保护行为，而且是生产要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的总体行为。要建立起总体的安全防范系统，离不
开个人的自我安全保护，这就需要有一套能够把个人安全与
总体安全密切联系起来的制度规范人的安全行为。这套制度
要站在安全行为者的角度来编制和操作，由安全行为者从内



因产生“我要安全”的行为。就我们公司整体来说，因为企
业生产性质不同，存在着多工种联合、多工序交叉、多环节
衔接作业的特点，所以就应该从各自的实际出发，紧紧把握
员工生产过程中的安全行为，建立和健全个人自我安全保护
制度。主要是：员工有权对违章的生产指挥不执行;有权对违
章的生产工序不交接;有权对违章的生产设备不操作;有权不
在违章的生产环境中作业。这就从行政法规上确立了员工劳
动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使之自觉地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自
觉地进行安全保护。员工们说得好，事故不难防，重在守规
章;最大祸根是失职，最大隐患是违章。只要我们真正把规章
制度、操作规程当成生命之友，安全之伞，就能够站在安全
生产的主题地位上，实现安全生产。

第三、针对人的事项障碍展开安全活动.

安全生产活动中的思想障碍是影响员工“要我安全”的重要
问题，是各种不安全因素中的主要因素。在抓安全生产的过
程中发现，一般情况下，员工都会为满足自己的安全需要而
采取自我保护措施，遵守安全生产规程，但有的时候，有些
人则可能因为存在某些思想障碍，不仅忘记了 “我要安全”，
而且做不到“要我安全”。这类思想障碍归纳起来，大体上
有以下几种：对安全生产规程并没有真正理解，看不到违章
操作的严重危害性;对安全生产规程感到麻烦，图省事、求简
便而不去遵守;因抢时间、赶进度，而忽视、忘记安全生产规
程;对自己的熟练技术过分自信，心存侥幸，麻痹大意;逞强
好胜，表现为胆大妄为的冲动，明知故犯;因为身体疲倦，精
神松懈，注意力分散而顾不上安全生产规程等。近几年来，
某些单位主管生产的领导和个别员工明知是违章作业，但他
们为了赶生产进度而在不安全环境下操作，违反操作规程，
结果发生了严重的事故，给个人或家庭带来极大痛苦，也给
企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在生
产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从消除员工思想障碍入手，对症下药、
有的放矢地开展安全活动。例如：开展安全规章制度教育，
让员工明确遵章的必要性、违章的危害性;开展安全知识培训，



提高员工的安全技术素质;推行标准化作业和安全责任制，强
化员工的安全保护;积极搞好均衡生产，使员工保持旺盛的精
力、体力，控制和减少不安全行为等等。通过这些方法，使
员工逐步消除抵触、违反、消极、侥幸、松懈、逞能等思想
障碍，增强“我要安全”的自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