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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应急管理协会信息中心                       2020年 08月 25日

【安全要闻】

市应急局对粉尘涉爆企业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

8月 14日，市应急局会同市安全生产执法支队、同安区应急

局，前往百路达（厦门）工业有限公司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

检查人员通过现场实地查看、查阅内业资料、座谈交流等方

式，认真了解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现状，对企业安全生产组织机构

建设、三级安全教育制度、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以及隐患排查治

理等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并对企业提出三点要求：一要

落细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建立“层层负责、人人有

责、各负其责”的安全生产工作体系，坚决扫除重视不够、懒散

懈怠、麻痹大意、责任淡漠等各类思想隐患，把安全发展理念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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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在思想上、落实到行动上。二要切实提升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能

力。要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能力建设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做到早

防御、早响应、早处置。同时，要建立与当地相关部门和周边企

业应急联动机制，切实提高协同应对事故的能力。三要严字当头

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要深刻吸取晋江“8·8”火灾事故教

训，举一反三，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并突出重大风险、重点隐

患、重点部位和重要环节，切实消除盲区、堵塞漏洞，真正实现

安全隐患“一抓到底、见底清零”。

协会秘书处走访理事单位——曙光救援队

2020年 8月 15日，协会常务副会长汪清波、副秘书长苏勇耐

前往协会理事单位——厦门市曙光救援队走访慰问，认真听取曙

光救援队王刚队长关于组织带队参与江西、安徽等地抗洪救灾情

况和对救援队下一步发展思路的介绍，与曙光救援队队员进行亲

切交谈。

今年入夏以来，江西、安徽省部分地区遭遇特大暴雨和洪涝

灾害袭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危在旦夕。关键时刻，厦门市曙光

救援队挺身而出，自 7月 8日起到 8月 7日，分为三个梯队携带

大量装备、物资，千里驰援洪灾一线；同时号召 20支来自全国各

地的民间救援队伍组成救灾同盟，转战江西景德镇、上饶市鄱阳

县、安徽省池州市、六安市固镇镇等地协助当地政府和应急救援

部队解救并转运被困群众、筹措发放赈灾物资、提供和维护救援

装备、培训宣传救援技能和防灾知识；活动共计出动联合救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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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187人、车辆 55台、船艇 44艘，累计转移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近 3000名，为救灾部队和安置点群众普及防灾救灾知识课 12

次，培训 2300余人，筹措发放救灾物资价值 37万，救援救灾执

行费用消耗 25万。曙光救援队大爱无疆的精神得到了灾区政府和

人民的赞誉，专门向厦门市政府寄来感谢信，相关媒体对抗洪事

迹相继进行了报道，厦门市各级党政领导和民众也纷纷为曙光的

义举大力点赞。

常务副会长汪清波对曙光救援队作为民间救援力量，在历时

整整一个月的江西、安徽抗洪救灾中展现出来大爱无疆的奉献精

神表示由衷的敬佩。对曙光救援队今后的建设发展提出要立足厦

门，面向全国，辐射海外；加强参战队员安全与生活保障；强化

与驰援地政府和兄弟救援队伍的沟通协调等建议。表示要应用协

会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教育平台加大民间救援队伍事迹

宣传，发动会员单位和社会力量给予支持。

市安委办组织到建发集团开展安全生产辅导授课

8月 18日上午，市安委办郑宝华副主任带队到建发集团围绕

《厦门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解读进行辅导授

课，建发集团及下属公司的领导、安全管理人员 240多人参加。

会上，郑宝华副主任组织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一系列重要批示指示精神，解读了全国、全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计划，剖析了近期典型事故教训，结合建发集团实际，

对如何落实三年行动、强化主体责任提出工作建议，突出抓好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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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学习、督促检查、人员培训、机制建设、清单管理、现场组织

等具体措施。

 

【会员风采】

轻工集团召开自动化现场观摩会 推进自动化建设 

争做细分行业领跑者

照明领域的智能技术升级、食品板块的“订餐平台”、电池

企业的生产线改造……近日，在厦门轻工集团的自动化现场观摩

会上，旗下“三驾马车”——通士达照明、古龙食品和三圈电

池，围绕“智慧企业、智能制造、柔性生产”的工作思路，先后

展示了企业自动化建设开展情况。

今年来，厦门轻工集团旗下三家工业企业认真贯彻落实集团

党委的工作部署，深入推进“五化一服务”建设，充分发挥党组

织的引领，强化作风建设，持续按照“少花钱、多办事”的原

则，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加快推进实现“机器换工”和生

产流程的“闭环联线”。

厦门轻工集团党委就“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 C2M商

业模式”，“争做细分行业领跑者”“以创细分行业第一品牌为

发展目标，建立与品牌定位相适应的工业化定制生产经营模式”

等指导思想和商业模式。数据显示，近年来厦门轻工集团累计投

入 4200余万元，实施 200余项信息化项目；投资近 7000万元，

实施近 400项自动化项目,初步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今年 1-7

月，集团利润总额比增 89.33%。下属三家工业企业利润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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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7%。其中，古龙食品有限公司实现利润比增 308.37%；三圈电

池有限公司利润比增 118.62%。

依托数字化技术 深入推进两化融合建设

当前，依托数字化技术，自动化正成为制造变革的先锋，以

提升品质、效率、柔性，降低成本和能耗的智能化实践正在轻工

集团内展开，对于传统制造模式，从节点、到单元，再到产线，

变革正在发生。

以订货平台为龙头，舞动生产经营。古龙食品公司投入 2000

万元，建设全自动化包装线及智能仓库项目，不仅实现了成品罐

头从包装到码垛到进出仓库的全自动化作业，同时结合 WMS管理

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和车辆管理系统，实现了从商品信息发布到

经销商平台下单，从下单自动关联营销策略，到订单推送给各相

关部门，从生产部门根据库存情况发货或备料生产到第三方提

货，再到出货结束提醒经销商，整个流程智能简便，形成闭环，

不再需要以往生产计划调度部门，达到降本提质增效的目标。

通士达公司也正全力推进智能仓库项目建设，项目计划投入

6600万元，建设智能仓库及连接各车间产线的自动化物流运输系

统，该项目已列入 2020年厦门市市级两化融合重点项目，计划于

明年 6月份正式投产，投产后，将系统、全面地整合归并整个工

厂的仓库、物流、车间、生产线等，实现生产过程透明化、生产

现场智能化，企业运营管理扁平化、现代化。

三圈电池公司自主设计的碱性电池生产线工况及质量数据在

线采集项目已投入使用，通过在线检测技术、数据自动采集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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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应用，实现工况、产品质量等生产数据的自动监控、收集和分

析，为智能化奠定基础。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推进生产线再梳理

厦门轻工集团积极通过自主研发和外部引进相结合的方式，

加快推进自动化建设，自主创新能力水平进一步提升。

通士达公司成立智能制造创新工作室，对引入的技术消化后

再做升级，加大自主研发力度，近年来通过自主设计累计节省设

备采购费用超过 1000万元，人均劳动效率提升近 90%，陆续完成

了无人操作自动球泡灯装配线、灯丝灯自动化装配线、异性件自

动插件设备、球泡灯包装设备、RGV导轨物流运输车等自主设计与

制造，累计申请专利近 30项，且所有创新技术均已成果转化，应

用到实际生产中。

古龙食品公司以“订餐平台”为抓手，重新梳理中央厨房业

务流程，打通金蝶、仓库管理系统、订餐平台，打造 C2M定制化

生产模式，运用信息化和自动化技术全力突破自动分拣装箱等环

节，对购入的盒饭装箱机械手、汤杯封口机、分拣输送带等设备

进行优化提升，节省用工近 20人，减工比例超过 60%，极大提升

中央厨房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三圈电池公司近年来通过对生产流程优化以及实施铁壳电池

生产线改造、锂电生产线改造等自动化项目，积极推进机器换

人，促进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稳步提升，不断提升自主研发设计

水平，节省用工超过 60人，自行设计自动化装备 17台（套），

自行组装设备 6台，节省投资 4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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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智能工厂意味着转变调整及应用

智能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和生产过程的转变，也意味着整个

管理和组织架构的调整，还有各种自动化设备的应用。三家工业

企业积极推进生产线再梳理工作，持续挖掘自动化改造空间，今

年新增计划外自动化改造项目 50项，占自动化项目总数的 35%，

其中三圈电池公司对一次电池及锂电池生产线多次进行梳理，在

年度 32项任务基础上，新增了 27项自动化项目，有力推进自动

化工作深入开展。

信息集团举办 2020年度安全生产管理证书复审培训

8月 21日上午，信息集团组织各成员公司已取得安全生产管

理证书的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共 50余人，在

软件园二期举办 2020年安全生产管理证书复审培训及考核，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持证上岗，切实提升集团整体安全管理水

平。

本次复审培训分为授课和考试两部分进行，授课部分特别邀

请到市应急管理协会专业老师进行主讲，以独特的角度，全面分

析讲解企业安全价值与安全行为管理内容，重点围绕安全责任的

落实、安全宣传教育、安全设施设备管理和人的行为安全观察，

结合当前典型的生产安全事故案例，形象阐述企业应如何提升员

工对安全价值的认识和认同，以及从哪些方面对日常安全行为进

行有效的观察和科学的管控，切实从“人、机、物、管理”等各

方面落实好安全生产管理与安全事故防范工作。授课结束后，老

师安排参训人员进行安全生产管理证书复审考核，全程采取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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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考完提交后立即显示成绩。经考核，全部参训人员均顺利

通过考试。

通过此次安全知识的集中培训和复审考核，切实提升了集团

及各成员公司各级安全管理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综合素

质。参与培训的人员纷纷表示，将把本次培训学习的知识充分融

入到今后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当中，进一步提升企业本质安全，

促进企业安全稳定可持续发展。

【安全小贴士】

地震自救手册，关键时刻能救命！？

去年大家都被九寨沟地震的消息刷爆了朋友圈。虽然很多地方

只是有轻微震感，但是，对于这种自然灾害突然袭来，我们也要有

对策的来保护自己。

所以，以下这些地震自救知识，你一定要知道！

A、假如你在卧室里

千万别钻床底下：地震后房屋倒塌有时会在室内形成三角空

间，这些地方是人们得以幸存的相对安全地点，可称其为避震空

间，它包括床沿下、坚固家具下、内墙墙根、墙角等开间小的地

方。以前人们认为钻到床底下最安全，但床底下能躲不能逃，并非

最佳的躲藏之处。

躲开头上悬挂物：要选择上面没有悬挂物，附近没有电源插头

的地方，以防上面的悬挂物落下砸伤及电源线着火引发的次生灾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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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柜绝不允许进去：唐山地震时，有人钻进衣柜躲藏，几天后

救援队发现时，人是完好的，但最后憋死了。

把门打开：躲藏地点离门近点，门最好打开，可以背靠在门框

上，手抱头，待地震结束时准备随时转移，为逃生准备活路。

B、假如你在客厅里

把客厅当成转移地带：现代人生活富裕了，宽敞明亮的新式客

厅出现后，其功能也在变，成为日常会客、休闲的区域。客厅是四

通八达没有堆积物的地方，地震中，应把客厅当成安全的转移地

带。

逃生用具应放在客厅明显处：中国人传统习惯是将逃生用具锁

在柜子深处，一旦用时却发挥不了作用。逃生用具应放在客厅明显

处，方便各个房间的人拿起就跑。

C、假如你在卫生间

此处最安全：如果地震发生时，你恰好在卫生间，那么恭喜

你，你的生存几率要大很多。地震时，尺度越小的房间越安全，尺

度越大震动越大越容易倒塌。卫生间的墙多是承重墙，房顶坠落物

少，相对更安全。

水源很重要：守着水源是卫生间的一大优势，唐山地震，有人

靠水维持了很长时间。

人莫扎堆：都知道卫生间最安全，但地震发生时，切莫全家人

都一起躲在卫生间，分散躲藏可以增加生存几率。因为，地震时哪

里最安全并不确定，只是相对的安全，人员分散躲藏意味着总有人

在外面以防万一，可以在震后即时展开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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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假如你在高楼里

远离高层楼的窗户：地震时，高层楼面向马路的那面墙很不稳

定，高层楼的窗户更要远离。现在的楼一般都是框架式结构，砖起

到的作用是隔风隔雨，但不承重。地震时，常常是框架在，墙没

了，如果人躲在窗户下，很容易被甩出去。

千万不能坐电梯：地震发生时，千万不能使用电梯。一旦断

电，上不来下不去就卡在里面出不来了。万一在搭乘电梯时遇到地

震，可将操作盘上各楼层的按钮全部按下，一旦停下，迅速离开电

梯，确认安全后避难。

往哪儿跑要看情况：地震发生后，一定要往下跑吗？答案是不

一定。尤其是住在高楼层的住户而言，往哪儿跑的原则应该是就近

——离地面近就往地面跑，离楼顶近就往楼顶跑，总之，“见天见

地”都能够和外界接触，相对更安全。

确认逃生通道还是过火通道：逃生时，一定要走逃生通道。高

楼本身就是拔火罐，现在的高楼在设计时，有的设计了专门的过火

通道，是用于疏通火情的，千万要分清楚。

逃生绳使用分人群：有的家庭备有逃生设备，比如速降绳，使

用时一定要在一轮地震波结束后的平静期。提醒您的是，使用速降

绳的人一定是经过训练的，速降过程中需要脚的借力支撑，否则跟

跳楼没什么区别，只是多了根绳而已。

E、假如你在矮楼里

砖混楼更容易坍塌：在同等条件下进行比较，砖混结构的主要

承重材料砖砌体为脆性材料，抗震性能较差，框架结构稍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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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发生后，住在砖混老楼里面的人应更主动地寻找机会，迅速撤

离。

一定要按顺序逃离：2008年在汶川地震现场救援时发现，一些

场所楼内的遇难者是在过道、楼梯或者屋门口附近。这表明地震时

人们在外逃，但是还来不及到达安全地点就被倒塌的房屋掩埋。地

震时，群体逃生时一定要按顺序逃离，前面的人为后面的人逃生留

下时间。

低楼层也不能跳楼：住在一、二层楼，也不要选择跳楼逃生，

跳楼不仅会造成骨折，还会被高处坠落的重物砸伤。

F、假如你在平房里

室内坠物最危险：住平房的居民，如地震发生时在室内，应立

即躲到炕沿、墙根下、桌子及床下。要尽量利用身边物品，如棉

被、枕头等保护住头部。因为平房内空间狭窄，屋内东西多且放置

多于高处，地震时很容易造成坠落伤害。

逃出谨防断电线：若正处在门边、窗边，且窗外无其它危险建

筑，可立即逃到院子中间空地上。平房区电线零落，地震时火灾发

生率特别高，尤其要防。

最大的危险是街道：平房胡同内路面狭窄，四处皆是自建房，

倒塌的房屋可能把路面覆盖住了，逃生之路并不顺畅，此时能不能

逃出去，就看命大不大了。

最不可取的行为：千万不要躲在房梁下，不要躲在窗户边。切

忌逃出后又返回取财物。

G、假如你在学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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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桌就是救命草：正在学校上课时，如果发生地震，要在教师

指挥下迅速抱头，躲在各自的课桌下。

有序撤离远离楼转角：震后要按照平时的逃生训练，在老师安

排下有序向教室外面转移。撤离过程中，在楼梯转角处最容易发生

踩踏事件，要有序通过。

操场最安全：在操场或室外时，可原地不动蹲下，双手保护头

部，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或危险物。

H、假如你在汽车里

千万别躲在车里：汽车看起来很结实，但其实只是薄薄的一

层，不堪一击。发生大地震时，如果你在驾车，汽车会像轮胎泄了

气似的，无法把握方向盘，难以驾驶。此时应避开十字路口将车子

靠路边停下，然后立即下车抱头蹲在车边。

抓牢扶手，降低重心：如果地震时你正坐在行驶的电(汽)车

内，那么只好就地取材，抓牢扶手，降低重心，躲在座位附近。

I、假如你在公共场所

千万不要慌乱涌向出口：能否逃离，一切取决于有没有良好的

制度保障。震后，公共场所一面漆黑，惊恐的嚎叫声四处而起。千

万不要慌乱涌向出口，避开人流的拥挤，避免被挤到墙或栅栏处。

躲在近处的大柱子旁边：与其乱冲乱撞，不如就地蹲下或趴在

排椅下，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保护好头部。在商场、书店、

展览馆、地铁等处应选择结实的柜台或柱子边以及内墙角等处就地

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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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方要远离：远离玻璃橱窗、门窗或玻璃柜台。避开高大

不稳或摆放重物、易碎品的货架。避开广告牌、吊灯等悬挂物。

J、假如你在户外

就近选择开阔地：立即蹲下或趴下，以免摔倒；不要乱跑，避

开人多的地方。

避开高大建筑物：要躲开建筑物，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高大建

筑；不要停留在过街天桥、立交桥的上面和下方。

避开危险物、高耸物或悬挂物：要注意躲开广告牌、街灯、物

料堆放处；要避开变压器、电线杆、路灯等；还应该注意自动售货

机翻倒伤人。

避开其它危险场所：避开狭窄的街道，危旧房屋、围墙，女儿

墙、高门脸、雨篷下等处，还要注意避开高压线和下水道。

要保护好头部：在繁华街、楼区，最危险的是玻璃窗、广告牌

等物掉落下来砸伤人，要注意用手或手提包等物保护好头部。

K、假如你在海边

越高越好、越远越好：在海岸边，有遭遇海啸的危险。感知地

震或听到海啸警报的话，要尽快向远离海岸线的地方转移，以避免

地震可能产生的海啸的袭击，往高处跑，越高越好。如果海啸时你

在船上，那么就随船往深海走，因为海啸是越边上越危险。总之，

要么往高处，要么往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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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微信公众号:        

分  送：市民政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安全生产专家委员会成

员、

专家、各会员单位。共印 22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