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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的坚守

◀7 月 10
日，城开高速
蓼子互通，中
国交建的建设
者避开高温，
采取错峰、轮
岗 等 方 式 施
工。

记者 罗
斌 摄/视 觉
重庆

▲7 月 7 日，重庆北站站
台，列车员正在迎接旅客上车，
汗水浸湿了她的衣服。

首席记者 龙帆 实习
生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7月8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工地，中建八
局技术工人采取遮阳措施施工，保障项目安全顺利推进。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7月10日，江北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江北城勤务大
队大湾巡驻点，民警刘新伟正冒着高温指挥交通。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7月8日深夜，重庆千厮
门大桥地铁轨道区间，地铁线
路检修工正在巡轨。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崔曜 廖雪梅 杨永芹 谢智强

连日来，重庆大部分地区持续晴热高温，日最
高气温35至39℃。热浪扑面，许多市民开启度假
模式，在山区享受夏日清凉。然而，还有许多一线
劳动者坚守岗位，他们或在重大项目施工现场作
业，或头顶烈日架线保障电力供应，或在街头指挥
交通……他们是高温下的坚守者，是值得尊敬的
劳动者。

国网重庆市北供电公司
装表接电工忙保供

7月10日上午9点，江北区瑞达酒店配电室，
国网重庆市北供电公司低压客户经理班的装表工
王春波看了下温度计，此时地表温度达到40℃以
上。王春波顾不得擦掉脸上的汗水，麻利地打开

计量柜，开始验电作业。确定无电压后，王春波和同事们开
始架线、装表、照相、核对……整个作业历经2个小时。

电表安装完成后，王春波等人的头上布满了汗珠。喝
水、休息片刻后，王春波又打开一瓶藿香正气液。王春波介
绍，他们外出工作时都配备医药箱，里面除了一些治疗跌打
损伤的药品外，还有人丹、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的药品。

接近中午，王春波和同事坐上工程车回公司午休。公
司食堂专门为外出作业的工作人员准备了绿豆汤、西瓜、番
茄等消暑食物，还有淋浴间可供使用。

江北国际机场T3B项目
错峰施工保进度

7月10日早上5点半，天刚亮，重庆江北机场T3B项目
施工现场已是一片忙碌景象。上千名施工人员在这里挥洒
汗水，全力保障项目建设。

工人们为什么上班这么早？中建八局重庆江北机场
T3B项目部总工陈波林说，高温下为保护工友身体健康、统
筹推进项目整体进度，项目部按照市住房城乡建委规定，采
取了错峰施工的举措：早上5点半上班到10点半，下午4点
半上工到9点半下班。为避免工人中暑，施工现场放有藿
香正气水、凉茶等，工地上的爱心驿站还摆放有冰箱。

作为焊工，王朝翰和工友们主要负责江北机场T3B项
目的屋面金属钢结构网架施工。虽是早晨，长衣长袖的他

工作一会儿已是满脸汗水。
据了解，重庆江北机场T3B项目已完成整个工程量的40%

左右，计划在2024年底建成完工。

15号线二期礼学路车站
钢筋工衣服湿透了

7月9日上午9点半，钢筋工王振贵，头戴安全帽和面罩，手
戴劳保手套、身穿防护服，站在两米高的施工平台上，随着焊机
发出的嗞嗞声，一根冠梁钢筋焊接完毕。

王振贵是中铁十一局五公司轨道交通15号线二期礼学路
车站钢筋绑扎和焊接工人。高温天气以来，他每天早上4点半
就起床，不到5点半就来到工地施工。

“切割钢筋时，我们必须穿着防护服，工作几分钟衣服就
湿透了。如果焊花溅到身上，就得烫一个伤疤。”王振贵表示，
高温天气里，钢筋像被火炙烤过一样，即使戴着手套，仍感觉
得到烫。

为应对高温，项目部除了为一线作业人员准备防暑药品、
凉茶等物品外，还将医疗检查搬到施工一线：开展中暑急救措
施培训，每半个月对施工人员进行简单体检，防止高空、高温作
业发生意外。

礼学路站位于礼学路与光远路交叉口处，为确保年底礼学
路站至九曲河站首台TBM盾构机开挖，目前，项目部90多人
奋战在施工现场，确保项目按进度推进。

地铁线路检修现场
5000“夜行侠”护轨道安全

被太阳炙烤一整天的城市，空气在夜间依旧很热。凌晨2
点45分，重庆千厮门大桥地铁轨道区间，地铁线路检修工栗
东和2名同事正在测量轨温、尖轨与道床相对位移量等。桥下
江声浩荡，桥上热风拂面。空荡的大桥间，不时响起他们的交
谈声。

凌晨3点15分，3人从上新街站沿着轨道步行巡查至大剧
院站，结束巡检工作走上站台，清点工具。栗东说，“有的同事，
需步行巡检七八公里线路。”栗东手中的包有近30斤重，里面装
满了巡轨所需要的各种工具。

地铁线路检修工只是轨道“夜行侠”之一，还有列车检测
员、站台值班员等在深夜劳作，守护人们的出行安全。据了解，
为了保障重庆市已开通的10条线共计435公里轨道运营安全，
每天夜间有近5000轨道人在工作岗位上忙碌。

区 县 动 态

我市中心城区开展警戒水位以下商户摸排工作

重庆高新区
强化物流仓储企业自主管理

重庆高新区西永微电园内有重庆利耀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全球物流（重庆）公司、
重庆直通物流有限公司等较多的大型物流
仓储企业，为确保物流仓储企业的安全生
产，该区多举措强化物流仓储场所自主管
理，及时发现并消除风险隐患，落实消防安
全主体责任，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

落实安全责任制。对物流仓储场所
实行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逐
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职责，确定各级、各岗
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员。

规范场所设置。物流仓储场所的建
筑、防火分区、防火间距、功能区域等按照
消防安全要求，不搭建临时建筑物，室内
储存场所不设置员工宿舍，储存甲、乙类
物品的室内场所不设置办公室，严禁违规
生产、经营、仓储、住宿等一体设置。

加强消防设施维护管理。物流仓储
场所配齐配足消防设施、器材，严禁损坏、
挪用、遮挡、擅自拆除或者停用，定期开展
设施维保和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

加强防火巡查检查。物流仓储场所
至少每月组织1次防火检查，每日进行防
火巡查，加强夜间值班、巡逻，及时发现和
整改火灾隐患，做到“风险自知、安全自
查、隐患自改”。

强化消防宣传教育。经常性开展消
防宣传教育，加强全员消防安全培训，员
工上岗、转岗前必须经岗前消防安全培训
合格才能上岗，重点单位员工应熟练掌握
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内容，其他单位员工
应熟练掌握消防安全“一懂三会”内容。

强化应急处置。依法建立专兼职消
防队伍或微型消防站，备齐备足应急救援
物资，定期开展消防演练，大型危险化学
品物流企业建立专职消防队和工艺处置
队，承担本单位的火灾扑救工作，一旦遇
到火情，立即组织自救并拨打119报警。

北碚区
综合推进仓储和成品油整治

北碚区按照行业监管和严格落实“十
五条硬措施”要求，全区召开专题会议部
署研究开展全区物流仓储行业安全专项

整治工作，制定工作方案和将仓储物流企
业纳入年度安全监督检查计划。

开展联合检查，建立安全隐患台账。
区商务委联合属地街镇、园区城管委会，
摸排检查物流仓储企业，压实物流企业安
全工作主体责任。针对部分重点物流企
业，动态性火灾隐患多的实际，在充分运
用人防、物防、技防管理的基础上，重点整
治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防火分隔不到
位、消防设施损坏停用、疏散通道不畅通、
日常管理机制不健全不深入等问题，指导
物流企业落实安全标准化管理。

强化宣传引导，大力营造安全工作氛
围。通过在全区商贸领域营造“商务领域
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严格落实“十五条硬措
施”、“深入开展安全大检查大排查安全生产
氛围，开展“安全宣传月”、“消防在行动”等
大型的安全宣传活动，利用各物流企业的
电子显示屏、张贴宣传海报，悬挂横幅，企业
工作群，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进行，发放
安全宣传资料7000多份，全区物流仓储行
业安全生产工作氛围浓厚。

为保障成品油市场安全，今年以来，

北碚区在多领域全面部署联动执法。制
定了《北碚区打击整治成品油非法经营专
项行动方案》，明确了各相关单位职责。
区应急局、区商务委、区公安分局等多个
部门联合执法，大力开展成品油打非专项
行动，实现了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
惩的效果。

渝北区
严格仓储物流行业安全监管

近年来，渝北区仓储、干线、零担、寄
递等物流行业发展迅速，截至目前，区内
注册经营的物流企业达7000余家，企业
规模差异大、分布散、安全基础薄弱，就当
前物流行业的显著特点，渝北区采取有效
措施，全面加强仓储物流行业安全监管。

严禁“三合一”现象。部分物流企业
由于担心货物丢失，擅自在库房内安排人
员住宿看货，甚至拉设简陋的电器线路，
出于成本考虑，一般物流企业会尽可能地
利用空间，导致储存物资堆放布局缺乏科
学指导，占用了某些必须预留的安全空
间，这些行为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为了

物流企业安全生产，禁止物流企业在库房
内安排人员住宿看货，禁止消防通道堵
塞，禁止货物不规范堆放。

加强消防安全意识。全面加强物流
企业消防安全宣传与培训，对新上岗或者
相关人员进行上岗前的消防培训，达到

“四懂、四会”要求后方能上岗操作。
定期安全检查。定期对库区的消防

设施、电气线路进行安全检查，检查内容
包括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车道是否
畅通、疏散指示标示、应急照明设施、应急
广播是否完整好用、消火栓灭火器是否完
整好用是否数量充足、火灾预警系统、自
动灭火系统、防排烟系统火灾隔离设施是
否符合消防法规要求。以及电气线路是
否老化绝缘皮是否破裂、插座插头是否松
动、配电箱内是否存有灰尘和蚊虫，确保
仓储物流行业安全生产。

苏崇生 李海霞

贯彻落实安全生产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十五条硬措施””
安全生产举报投诉安全生产举报投诉：：1235012350

近日，市减灾委办公室、市委平安重庆
建设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出《关于在中心城区开展警戒水位以下
商户摸排的通知》，要求渝中区、大渡口区、
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
区、渝北区、巴南区、两江新区，以及西部科
学城重庆高新区减灾办、平安办，市级各有

关部门要对本地区警戒水位以下的企业
（商户）开展全面摸排，详细掌握生产经营、
货物库存、老弱病残孕、需抢运的大型设施
设备、需妥善防护的特种设备等情况，填写
好《中心城区警戒水位以下企业（商户）情
况表》；要建立市、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
四级台账，把防汛措施落实到每一个涉险

商铺、门店，汇总形成《中心城区警戒线水
位以下商户情况汇总表》报市减灾办；各
地、各部门要依托大数据智能化手段，建立
数据库，动态排查不断更新。

《通知》强调，各区县要坚持预防预备
和应急处突相结合，根据警戒线水位以下
商户摸排情况，强化应急准备，调集足够

的应急力量和机械设备，对重点地区、重
点时段、重点部位，落实24小时值班备
勤，备足救灾和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各部
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协同做好商户摸
排、隐患排查、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市减灾办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加强统筹
协调、指挥调度；市商务委、市文化旅游

委、市城市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等相关
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属事责任，密切协作
配合，加强基层指导，形成工作合力；各区
县要落实属地责任，进一步细化完善本地
抢险救灾工作预案，靠前指挥、深入一线，
确保企业（商户）安全度汛，切实履行好护
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