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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质量应急管理答好新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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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至上人民至上 守护平安守护平安

■冯新生/口述
本报记者 刘向伟/整理

我是核工业井巷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安全评价部经理冯新生。

2021 年，应急管理部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
治 。 在 严 格 对 照 要 求 开 展 整 治 过 程
中，我们逐渐认识到工作中存在的不
足。

我从事化工生产和安全生产管理
已有 30 多年。我一直认为，安全评价
机构出具的安评报告，质量必须经得
起事实和时间的检验。此次专项整治
启动后，在自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因
种种原因，自身在安全评价过程中还
存在控制执行不严格、记录不规范等
问题。在学习相关文件要求过程中，
我们也遇到一些疑惑。

地方应急管理部门派人上门对我
们进行指导，对我们提出的疑问耐心
解释或给予明确答复，使我们进一步
明晰了安评机构的努力方向。

为让我们理解相关政策和标准，
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召集全市安全生产
中介服务机构人员，开展集中培训。
通过培训，我们深刻认识到规范安全
评价执业行为和提高安全评价报告质
量的重要性、紧迫性，产生了较强的危
机感。

过去，在开展安全评价过程中，我
们对一些环节管控不够严格。如今，
按照新的规范标准，试图蒙混过关，就
会被处罚。比如，引用的标准错误或
相关条款漏评、报告中出现无关地点、
现场检查不仔细、安全评价项目实施
前未及时告知等。

严格的标准使我们认识到，安评
机构不能盲目铺摊子，必须加强每个
评价项目组的力量，投入更多时间和
精力，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
范评价过程，严格执行各项审核，保证
评价报告质量。如此，安全评价机构
才能生存下来，并获得发展机遇。

整顿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从根本
上提升服务质量。在未来工作中，我
将与同事们严格遵守从业准则，认真
细致做好每一项工作，规范每一处细
节，切实提高安全评价报告质量，为安
全生产工作贡献力量。

■孙成新/口述
本报记者 朱有祥/整理

我是山东省青岛市安全生产监察
支队支队长孙成新。

对各级应急人来说，做好安全工
作就是对企业最好的服务，必须保持
定力忠诚履职，切实守牢安全底线，
促进安全发展。这是落实执法为民要
求的努力方向。

在 2021 年开展的一次安全隐患拉
网式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中，我们
检查了青岛永昌因特皮革有限公司。
检 查 发 现 ， 该 企 业 在 有 限 空 间 作
业 、 危 险 化 学 品 使 用 等 方 面 存 在 问
题，企业相关人员对如何进行整改、
消除隐患存在疑惑。之后，我们多次
来到企业，与企业负责人讨论完善整
改措施。

此 后 ， 企 业 负 责 人 对 我 们 很 感
激，认为我们不仅细心检查，还耐心
答疑解惑，执法通情理、有温度。

平日里，我们去企业执法检查，
企业相关人员心里多多少少会有抵触
情绪。这很考验我们执法人员的工作
态度、经验和水平。

对检查中查出来的问题、隐患，
是 言 语 生 硬 、 简 单 直 接 要 求 企 业 整
改 ， 还 是 耐 心 向 企 业 负 责 人 说 明 事
理、说通情理、说透法理，两种工作
方式效果截然不同。

我 多 年 的 执 法 体 会 是 ， 检 查 执
法 中 ， 遇 到 想 做 好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却
不 知 道 如 何 做 ， 对 存 在 的 问 题 和 隐
患 愿 意 积 极 整 改 的 企 业 ， 执 法 人 员
就 是 宣 传 员 、 调 解 员 、 解 答 员 ； 遇
到 无 视 法 律 、 无 视 生 命 、 拒 不 配
合 、 拒 不 执 行 整 改 指 令 的 企 业 ， 执
法 人 员 就 是 铁 面 包 公 ， 要 坚 决 捍 卫
法 律 尊 严 ， 严 格 执 法 ， 让 违 法 违 规
企业得到应有惩罚。

执法为民绝不是迁就企业。一年
来，我与同事奔波于全市大大小小的
企业，对违法违规企业铁面无私进行
处罚。去年，青岛市应急管理系统组
织开展了重点行业专项执法、百日攻
坚、交叉执法等多项执法活动，处罚
了一大批企业。正是通过严格执法，
有力震慑了不法行为，确保了全市安
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向好。

■陈 辉/口述 黄 力/整理

我是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应急管
理局党委书记、局长陈辉。

2021 年，我国秋雨强、秋汛重，
多地遭受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陕西
就是其中之一。汉中市南郑区 22 个镇

（街道） 不同程度受灾，全区因灾倒塌
房屋 140户、受损 271户。2021年 9月
以来，我一直奔波于救灾现场、安置
点，抢险救灾、安抚受灾群众、督促
房屋重建，尽管苦点、累点，但看到
群众生活有保障，我心里也踏实了。

2021 年 9 月 21 日，中秋节，本该
是合家团圆的日子，但南郑区连续下
了 4 个月的雨，2000 多名群众只能在
安置点过节。9 月 22 日清早，我带领
全局党员干部，给集中安置点的群众
送去一车月饼。我们把月饼分发给群
众，然后跟大家拉家常，“生活补贴拿
到了吗”“在这吃的喝的怎么样”“晚
上冷不冷”。看着大家伙吃着月饼，脸
上露出笑容，我心里也有所转“晴”。

国以民为天，民以安为先。作为
重建专班副组长，我积极争取灾后重
建资金，集中力量修复水毁道路，不
到 1 个月，全区因灾损毁通村道路全
部抢通，重建修缮工程有序开工。

天气越来越冷，为保证倒房重建
户在春节前住上新房，我多方协调，
探索镇村代建，解决受灾群众资金紧
张问题。

2021年 12月 27日，全区下起了入
冬后的第一场雪。重建时间紧张，房
屋质量会不会打折扣？温度降得这么
快，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怎么保障？想
到这些，我心里很焦急。当天，我带
着相关负责同志赶往受灾地区。在张
家湾村受灾群众刘朝全的房屋前，我
们查看了重建情况。之前，我曾三次
来到这里督促、检查。现在，房屋已
重建完成。灾后重建专班干部仔细检
查后表示，房屋质量没问题。

目前，全区 271 户一般受损房屋
已经全部修缮到位，140 户倒塌房屋
将在近期完成恢复重建，受灾群众的
住 所 有 着 落 了 ； 600 万 元 的 救 助 资
金、1000 床棉被、500 件棉衣也已经
下发到受灾群众手中，他们的基本生
活得到了保障。

■封 光/口述
实习记者 王 倩/整理

我是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减灾处副
处长、北京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封光。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开展的全国
性、综合性自然灾害摸底调查，任务艰
巨。北京市普查办过难关、趟新路，在
圆满完成房山试点“大会战”各项任务
的基础上，2021 年，继续攻坚克难，完
成了气象、地震、地质等 5 类灾害致灾
调查和道路设施等 4大类承灾体调查。

普查工作涉及范围广、参与部门
多、协同任务重、工作难度大。我们以
北京市普查办的名义印发了北京市第
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体
方案，把任务合理划分到各个部门，明
确任务和分工；印发实施方案，进一步
明确各项任务的标准流程。根据这两
个方案，各部门认真履职尽责、协同配
合，推动普查工作进行。

2021 年 10 月末和 11 月中旬，北京
市新冠肺炎疫情局部爆发，家庭户抽
样工作面临困境。我与同事立即向上
级请示，并积极和各区沟通，研究可行
办法。最终，我们决定以社区为单位，
由社区居委会安排空旷场地，摆上桌
子，和居民约好时间，做好疫情防护，
由入户上门抽样变为集中统一抽样。
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失能人员，我们
联系其家人，通过视频形式完成抽样。

同时，考虑到当时正值秋冬时节，
我们特别注意将抽样调查安排在相对
暖和的空旷场地，并尽量将时间约定
在周末的 9 时至 10 时、15 时至 16 时等
时段，尽可能方便群众。

在做好普查工作的同时，我们还积
极开展宣传。我在各地调查时，会结合
普查工作，跟当地群众拉拉家常，讲一
讲紧急避险知识，打消群众疑虑，帮助
群众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

通 过 参 与 普 查 工 作 ， 在 与 各 部
门 沟 通 合 作 、 与 百 姓 交 流 的 过 程
中 ， 我 对 “ 人 民 至 上 、 生 命 至 上 ”
的 理 念 有 了 更 深 刻 的 认 识 。 新 的 一
年 ， 我 们 将 继 续 坚 守 为 民 服 务 的 初
心 ， 推 动 此 次 自 然 灾 害 综 合 风 险 普
查工作走深走实。

■■李李 明明

20212021 年年，，广大应急人继续担负着广大应急人继续担负着““守夜守夜
人人””的光荣职责的光荣职责，，在救援战场在救援战场、、普查现场普查现场、、灾民灾民
家中家中、、执法现场执法现场，，努力践行初心使命努力践行初心使命，，增强人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幸福感、、安全感安全感，，提交了一提交了一
张张让张张让““阅卷人阅卷人””满意的答卷满意的答卷。。在建党百年之在建党百年之
际际，，谱写了党领导下应急管理事业的光辉篇谱写了党领导下应急管理事业的光辉篇
章章。。

一切过往一切过往，，皆为序章皆为序章。。展望展望20222022年年，，广大广大
应急人要多谋新篇应急人要多谋新篇、、善开新局善开新局、、勇启新程勇启新程、、敢立敢立

新功新功。。一是要做到应急管理精细化一是要做到应急管理精细化。。习近平习近平
主席在主席在20202222年新年贺词中提到年新年贺词中提到，，““我们要常怀我们要常怀
远虑远虑、、居安思危居安思危，，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致致
广大而尽精微广大而尽精微’”’”，，这要求应急人在服务这要求应急人在服务发展发展
和安全两件大事和安全两件大事、、提高群众安全感等提高群众安全感等““致广致广
大大””方面方面，，真正做到真正做到““尽精微尽精微””，，从大处着从大处着
眼眼，，从小处着手从小处着手。。二是要做到应急管理快响二是要做到应急管理快响
应应。。在服务人民群众方面在服务人民群众方面，，要做到民有所要做到民有所
呼呼，，我有所应我有所应，，想群众所想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急群众所急，，
深入了解群众之深入了解群众之““呼呼””。。““应应””不仅是应急人不仅是应急人
擅长的应急响应擅长的应急响应，，更包括对群众应急管理需更包括对群众应急管理需

求的一切回应求的一切回应。。三是要做到应急管理高质三是要做到应急管理高质
量量。。在服务人民群众上在服务人民群众上，，要做到要做到坚守安全底
线，提升安全水平，不断提升应急管理质
量。群众安全无小事，随着时代进步，安全
水平提高，群众安全期盼不断提升，时代出
卷人“卷面题”难度越来越高，“阅卷人”判
卷标准越来越严，“卷面分数”提升永无止
境。广大应急人应与时俱进，以高质量应急
管理答好新时代命题，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应急管理教研部理论室主任、教授】

■本报记者 张 楠

人民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

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
心。”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应急人铭记于心、实
践于行。

从东海之滨到西域大漠，从南海礁屿到北
国林海……在应急管理部党委领导下，应急人
将人民利益举过头顶，只要人民有需要，只要
人民有诉求，就扎扎实实抓、实实在在干。

“现在不用回上海就能换证，太方便了。”
在重庆市梁平区进行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审考
试并成功换证的唐祖龙开心地说。他之前是
在上海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按照原规定需
要到上海换证，特种作业操作证“跨省通办”政
策免了他两地奔波。

“比在家吃得还好，我们都非常感动。”连
续不断的降雨，让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一处山

体发生大面积滑坡，3个镇6个村近2000名群
众紧急转移。在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应急管
理部门第一时间调拨物资，带给群众如家的温
暖。

“新房子位置好，更坚固，以后下再大的雨
也能睡个安稳觉。”湖北省咸丰县清坪镇龙潭
司村村民蒯友芝看着宽敞的两层新房，激动地
说。6月，山体滑坡冲毁道路、民居，蒯友芝家
的房子成了危房。应急管理部门为蒯友芝一
家重建新房筹集了9.5万元。如今，新房竣工，
稍作整理便可以搬进去过年。

“四山一水五分田”，风险底数怎么摸？在
浙江温岭，一群拿着笔记本电脑和厚厚的纸质
资料的身影总出现在山头上、田野间。为让原
始数据精准再精准、坚决不漏项，全国自然灾
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人员决定对所有具有物
理属性的数据，一一现场定位。

…………
一年来，应急人坚持“两个至上”，强化“两

个根本”，将做好应急管理工作作为最好的服
务，主动作为，奋勇拼搏，不断优化执法服务、
全面普查自然灾害风险、及时转移群众避险、
全力铲除风险隐患、精准有效调拨物资，以工
作实效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一年来，应急人坚持“为群众办实事”，
围绕“保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件
最大的实事，聚焦安全执法、行业协会、安
评机构、消防监督、电子证照、专家服务六
大方面，聚焦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研究制定项目清单，尽心竭力为群众办
实事解难题。

一项项隐患消除、一个个问题解决、一处
处难事不再，群众连声道谢，应急人心中信仰
更加坚定，脚下步伐更加有力。

这支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建、为人民而
战的队伍，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守夜”，让人
民群众享受更可持续、更有保障的安全感。

（本报记者左希斌对此文亦有贡献）

让安全感更可持续更有保障

摸排风险趟新路
明确职责共推进 群众冷暖挂心头

使命责任扛肩上 评价机构严整治
对照标准找不足 执法为民促发展

防控风险守底线

■蒋海昆/口述
本报记者 樊晓丽/整理

我是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科技委主
任蒋海昆。

又到了岁末年初，回想起过去一
年国内大大小小的地震，尤其是 2021
年 5 月 21 日和 22 日发生的云南漾濞和
青海玛多大震，让我深刻体会到工作
的意义和任务的艰巨。

2021 年 5 月 21 日，在收到云南漾
濞发生地震的消息后，我立即从家中
赶赴台网中心。台网中心领导和业务
人员迅速到岗、各就各位，通过视频向
应急管理部、中国地震局领导汇报震
情。随后，应急管理部启动三级应急
响应，部党委书记、部长黄明第一时间
赶到部指挥中心，持续调度指导地震
抗震救灾，部署排查搜救、震情监测、
受灾群众救助安置等工作。

自动速报系统不断发布自动速报
结果；速报员们紧盯波形数据，测定地震
发生时间、位置和震级；应急响应部迅速
产出地震快速评估专报、应急专题图件；
综合业务处协调配合值班长、各业务部
门开展信息上报、紧急会商……

22 日 2 时，云南漾濞地震会商才
告一段落，令我们没想到的是，13 分钟
后，青海玛多发生 7.4 级地震。短时间
内连续发生两次大震，我们还是第一
次遇到。

“未来地震趋势如何？”“会不会有
更大的余震？”“两个地震是否存在关
联？”一时间，这些问题成为各方最关
心的事情。来不及歇歇脚、喘口气，我
与同事立即回到岗位上，在做好信息
上报、震情研判等工作的同时，及时接
受中央主要媒体采访，解读震情，主动
回应社会关切，引导舆情正向发展。

整 整 一 夜 ，我 与 同 事 们 没 合 眼 。
应急管理部、中国地震局连夜派出工
作组赴云南和青海。22 日 6 时，我与
同事登上了前往青海玛多的飞机。作
为一名应急人，只要国家和人民需要，
我们义不容辞。

尽管这两次地震中，速报和应急
响应等各技术系统都实现了高效、有
序运转，但在地震监测预报科研方面，
如准确识别前震等问题上，仍有许多
难关需要我们去攻克。

双震来袭速上报
一夜无眠细研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