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车间生产安全知识培训 车间生产安
全的口号(精选8篇)

企业标语是企业在宣传和推广过程中经常用到的口号或口号
式的短句，它代表了企业的核心理念和文化。创作企业标语
时应该注意言简意赅，避免使用难以理解的术语和词汇。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的企业标语范例，希望能够帮助大
家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匠心创造，品质卓越。 与时间为友，
永不停歇。 服务至上，客户至上。 创新引领，品牌领先。
智慧连接，未来无限。 用心触碰，传递真情。 倾听需求，
实现梦想。 助力成功，共创辉煌。 质量第一，信誉至上。
持续改进，追求卓越。

车间生产安全知识培训篇一

1、安全帽、挡住飞来的横祸，呵护宝贵生命。

2、思一思研究改善措施试一试坚持不懈努力。

3、积极投入齐参加，自然远离脏乱差。

4、勤俭节约，爱护公物，以厂为家，共同发展。

5、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下班去。

6、养成良好习惯，提高整体素质。

7、无论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的地方，都要彻底打扫干净。

8、整理整顿做得好，清洁打扫没烦恼。

9、为了您的家庭幸福，请勿违章操作



10、安全生产是责任，为己为家为他人。

11、事故隐患猛于虎，安全生产大于天。

12、无证焊工莫上岗，经营场所慎动火。

13、安全不能挂嘴边，防患未然记心间。

14、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

15、效益增长千百倍，安全不保都白费。

16、安全投入不可少，隐患排查最重要。

17、上班不是逛公园，劳保用品穿戴全。

18、今天隐患不消除，明天事故难堵住。

19、班后交接要全面，生产效益都实现。

20、易燃液体易挥发，要防静电和火花！

21、安全制度口相传，安全工作行相随。

22、密闭空间焊接前，气体检测是必须。

23、安全始于规范，预防胜于抢险。

24、安全保障靠规范，安全行为需习惯。

25、宁为安全操碎心，不让事故伤人心。

26、让安全成为你最长情的陪伴。

27、预防保养按时做，生产顺畅不会错。



28、粉尘不可遇明火，安全第一记心头。

29、安全生产无小事，莫拿生命当儿戏。

30、酒店饭店要注意，油烟管道要清洗。

31、安全生产是责任，为己为家为他人。

32、效益增长千百倍，安全不保都白费。

33、事故隐患猛于虎，安全生产大于天。

34、班后交接要全面，生产效益都实现。

35、今天隐患不消除，明天事故难堵住。

36、无证焊工莫上岗，经营场所慎动火。

37、不怕千日无患，就怕一日不防。

38、安全投入不可少，隐患排查最重要。

39、事故隐患人人查，安全生产靠大家。

40、电气火灾莫大意，人走断电要牢记！

41、上班不是逛公园，劳保用品穿戴全。

42、建筑工地防物掉，施工要带安全帽。

43、易燃液体易挥发，要防静电和火花！

44、安全始于规范，预防胜于抢险。

45、娱乐场所人员多，安全出口要畅通。



46、酒店饭店要注意，油烟管道要清洗。

47、安全制度口相传，安全工作行相随。

48、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49、安全保障靠规范，安全行为需习惯。

50、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

51、宁为安全操碎心，不让事故伤人心。

52、煤气泄漏别慌乱，关阀断源是良方。

53、安全可以演练，生命没有彩排！

54、绳索常在细处断，事故多自粗心来。

55、建筑有“三宝”，安全“帽带网”。

56、高处焊接要监护，安全宝带须牢系。

57、电气线路要套管，私拉乱接酿祸患。

58、让安全成为你最长情的陪伴。

59、安全生产无小事，莫拿生命当儿戏。

60、密闭空间焊接前，气体检测是必须。

61、预防保养按时做，生产顺畅不会错。

62、班前设备查到位，事故隐患都不见。

63、居安思危除隐患，遵章守纪当模范。



64、强化安全责任，落实安全措施。

65、安全来于警惕，事故出于麻痹。

66、弘扬安全文化，规范安全行为。

67、安全在我心中，生命在我手中。

68、杜绝违章指挥，杜绝违章作业。

69、你对违章讲人情事故对你不留情

70、走平地，防摔跤；顺水船，防暗礁

71、宁可千日不松无事不可一日不防酿祸

72、遵章是幸福的保障违纪是灾祸的开端

73、常添灯草勤加油常敲警钟勤堵漏抓基础从小处着眼防隐
患从小处着手

74、宣传安全知识，传播安全文化。

75、安全帽、挡住飞来的横祸，呵护宝贵生命。

76、养成良好习惯，提高整体素质。

77、整理整顿做得好，清洁打扫没烦恼。

78、积极投入齐参加，自然远离脏乱差。

79、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下班去。

80、思一思研究改善措施试一试坚持不懈努力。



81、无论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的地方，都要彻底打扫干净。

82、为了您的家庭幸福，请勿违章操作

车间生产安全知识培训篇二

第一条 本规定适用于物资分公司南华交通设施厂生产车间
管理人员、操作工、临时工等全部工作人员，同时适用于来
公司参观、访问、考察、学习等临时进入车间的人员。

第二条 未经分公司领导批准，车间内禁止任何外来人员进
入。

第三条 车间管理人员及操作工必须通过岗前安全教育、岗
位技能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入车间上岗。

第四条 进入生产车间的工作人员必须按规定穿好工作服、
安全帽等；女工进入生产车间时必须戴好安全帽，不得披头
散发、穿裙子或高跟鞋进入车间；特殊岗位人员必须穿戴好
规定的专用劳动保护用品；员工应始终保持服装干净整洁。

第五条 车间内严禁烟火，任何人员不得在车间内吸烟或使
用明火；使用电焊机等设备时，须经车间管理人员同意，并
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严防事故发生；车间内严禁违章
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

第六条 车间工作人员及其他进入车间的人员应保持安全警
惕性，注意避让车间内机动设备，禁止在车间内打闹、说笑、
看书、听音乐、奔跑等，谨慎走路、专心工作。

第七条 车间内需设置必要的消防栓、灭火器等消防器具；
消防器具应按相关规定做好定期检查和定期清洁，保证消防
器具完好无损；消防器具未经许可不得随意挪移，并应随时



保证车间内消防通道的畅通。

第八条 车间内所有原料、成品或其他物品不得堆放在配电
柜、控制柜、电缆等供电设施附近（物品应距离供电设施至
少1.5米）；除铭牌等标识外，各种供电设施上不得摆放、悬
挂其他任何物品；应保证供电设施干燥、通风、散热良好，
防止发生用电事故。

第九条 车间内一切电气设备均属公司的重要资产，物资分
公司每一位员工均负有关心、爱护公司资产之责任，车间工
作人员应定期做好设备保养、检查、维修等工作，保证设备
完好率。

第十条 车间内一切电器设备仅限于本公司具有上岗证的员
工在规定的工作时段使用，操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设备安
全操作规程》操作设备；其他任何人员不得随意操作任何设
备，否则引起的一切后果由责任人承担，并按本公司规定赔
偿。

第十一条 严禁用湿手操作电源开关按钮，严禁设备超负荷
运行，严禁野蛮操作，严防造成人身及设备事故。

第十二条 工作时必须保持集中精力，注意防止衣服、手或
身体其他部位靠近正在运转的设备或设备部件（如运转中的
捏合机转子、螺杆、切粒机切刀、破碎机刀片、鼓风机叶片、
皮带轮、齿轮、链条等），防止工作时摔倒或卷进运转的设
备中，发生安全事故。

第十三条 维护保养设备时，应首先切断设备电源，严禁用
水直接冲洗电气设备或用湿抹布擦拭电气设备，以防发生短
路触电事故；未经许可，严禁用丙酮、甲苯、汽油等化学品
擦拭设备。

第十四条 电器设备发生故障时，操作人员应首先切断设备



电源，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如及时设置故障警示牌
等），并立即报请车间维修人员维修。严禁设备带故障运行，
严禁私自修理设备，否则引起的一切后果由责任人承担。

第十五条 常用工具应按领用制度领用，并由专人负责使用，
爱护工具、合理使用工具、科学保管工具是每一个员工的基
本职责。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公司质安部制定和修订，从2011年7月1
日起实施。

一、做好车间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应严格遵循国-家-安-全生产
法的要求，明确“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基本方针，将保
护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职业健康作为安全生产最根本原则，
做到“管生产必须管安全”各级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在生产
过程中必须坚持在抓生产的同时抓好安全工作。实现安全与
生产的统一，将生产和安全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安全是生
产的前提，安全又贯穿于生产过程的始终。二者发生矛盾，
生产应服从于安全，做到安全第一。在此基础上开展具体工
作。

1、认真利用好班前班后会时间，班前班后会上，要根据当天
的生产任务提出安全生产注意事项，要求工人认真做好安全
防范保护措施。分析在企业或车间曾发生过安全事故，分析
车间各工序存在的危险因素，让每个人的心中对自己的岗位
都有数。

2、新员工进行厂级教育后，到车间要认真做“两级教
育”(车间级、班组级)，让新员工一开始就有安全生产观念，
提高警惕性。

3、在车间认真做好安全宣传教育，对现场发现的不安全行为
及因素，进行现场讲解及整改或通过派发安全教育资料组织
学习等多种形式来对员工进行安全宣传教育。



4、车间应认真做好安全记录，记录车间安全隐患、应该注意
的事项、工人对待安全生产的心态等有关安全的事宜，并及
时的改进和教育，以防止同样的错误发生。

5、监督好工人要严格按照工艺和设备使用规程操作，从根本
上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对于某些违规操作并教育不听的员
工，应给予严厉的处罚甚至辞退。

6、监督和教育工人认真佩带和正确使用劳动保护用品。劳保
用品是为避免或减轻事故伤害和职业危害所配备的防护装备。
公司给每个车间都配备了相应的劳动保护用品，但是在工作
中，许多工人因为带着劳保用品工作嫌麻烦和不方便，影响
记件工资而不带。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正所谓“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二、进行车间安全生产管理现场基础知识教育

1、教育员工把安全生产和保护自身的生命安全和职业健康，
作为自我发展、价值实现的根本基础，最大限度地实现自主
保安。

2、据车间的具体情况，对一些重点工序和存在着较危险因素
的重点工序进行针对性的现场基础知识的教育和监督。

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4 、小问题，大注意。对车间里发生的每一件安全事故或存
在的危险因素，例如车间板材边毛刺刮伤手、地板上铁钉子
钉伤脚、裸露的电线，看似是小问题，但是会给许多工人带
来不经意的伤害，给车间带来潜在的危险。车间应引起注意，
及时给工人现场教育，彻底的排除车间的安全隐患，防患于
未然。



5、做好车间现场安全消防安全工作。教育员工如何使用灭火
工具，如灭火器、消防栓，以防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现场慌
忙，导致更多的损失。加强考核，奖惩分明，完善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度。对于违规操作、违章行为，要给以严厉的处
罚，对于屡次出现安全事故的工人，应开除处理或换工作环
境察看，使每个人都能高度重视安全，提高警惕。

三、车间安全生产管理应加强生产设备的管理，确保设备安
全

健康的设备，是安全文明生产的基础。首先，车间应要求设
备操作人员对设备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异常情况及时汇报给
车间，对出现故障的设备，应立即找设备部人员来进行检修，
保证设备工作时处于良好的状态。第二，车间必须天天要做
好设备的保养工作，减少设备的耗损，降低设备的维修频率，
提高设备的寿命。第三，认真按照设备的规定、要求操作，
保证设备和操作者的安全。

车间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是每个人
共同的责任。作为车间的管理者，必须把车间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来抓，最大限度地做到责任到位、培训到
位、管理到位、技术到位、投入到位，丝毫不能松懈和麻痹，
车间的安全要保持警钟长鸣的状态。只要每个人思想上重视
安全生产，规范自己平时工作的行为，养成良好的习惯，共
同营造文明生产的企业文化氛围，车间的安全生产工作一定
会逐渐得到改善。

为加强消防及安全生产管理，预防事故的发生，维护人身和
财产安全，保障维修车间工作有序进行，特制定本制度。

一、 安全管理体制

1、车间实行“班组负责、部门管理、领导指导、全员参与”
的消防及安全生产管理体制；



3、要加强监督和宣传，对忽视安全生产者，要提出批评和建
议。

二、 安全管理制度

“防火、防事故”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因此必须贯彻
“全员动员，预防为主”的方针，不断提高全体员工的安全
意识，落实各项安全措施，保证生产的发展。

1、任何人不得损坏、挪用消防设备、器材等灭火专用物品，
轻者赔偿损失，重者追究责任；各级安全责任人须定期对所
属范围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确保公司生产安全。

2、为保证安全用电，电工对供配电源线路及附属装置等每月
定期检查一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做好记录备查。

3、维修车间内车辆行驶时速不准超过10公里，行车时注意避
让，严禁在车间内通道试车或急刹车。

4、车间、仓库内的所有生产场地一律严禁吸烟、生火。

5、车间工作人员严格执行各种设备和工种的安全操作规程。

6、定期保养好生产设备、工具及消防器材，保证设备、工具
和消防设施的完好及正常运转。

7、所有设备和防火通道严禁堆放杂物及易燃、易爆物品，严
格执行公司消防制度。

8、使用设备及启动电器等时，要事先做好安全检查，闭时要
注意设备下有否障碍物及人员。

9、使用各种易燃物、油料、乙炔、氧气等，要远离火源，做
好防火措施，提高警惕，用完之后要检查现场是否有火种未
熄隐患。



10、不允许私自拉电或接线，严禁非正式电工进行高压电作
业。

11、下班后要关闭电器及照明的电源，关好门窗，摆好工具，
清理工作面上的杂物、油泥等，确保地面干净。

12、实行各级安全责任人负责制，哪级工作没做好追究哪一
级的安全责任人。

13、定期检查，及时整改火险及安全隐患。员工每天上班后、
下班前负责检查一次，各班组每星期检查一次。

14、作业人员都必须遵守本安全制度，服从本公司各级安全
责任人的安全管理和监督。

15、对不遵守本制度，无视消防及安全生产监督的，按公安
消防防法规和公司有关制度处理，对玩忽职守而造成火警，
火灾事故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者、有关领导和安全责任人
的责任。

1、新工人操作设备必须经三级安全教育。重点设备、特殊工
种须以培训考核后凭证操作，任何人不得随意指定没经过培
训的工人操作设备，否则造成的后果由指挥者负责。

2、工作前必须熟知所使用的防护用品、防护设施，遵守安全
操作规程，及进穿戴好各种劳保用品，使用各种防护设施。

3、操作前应检查设备周围有无障碍物，排除故障和隐患。

4、上班时，进车间人员均应穿工作服、工作鞋。

5、设备维修应由专业人员进行，任何人不得擅自作业；设备
的搬迁应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禁止使用除锈剂清除机
械、设备、配件的锈蚀；禁止使用汽油浸泡机械配件；禁止



使用汽油、丙酮、酒精、丙醇、挥发性强的试剂，擦拭机械
设备、（属于设备使用说明书载明的必须使用的试剂、油料、
化学物品除外）。

6、使用手提电器必须采取绝缘、接地等防护措施。

7、各车间的通道应保持畅通，不得阻塞。

8、各机台需引接电线时，应请专业人员进行引接，引接电线
要求整齐，牢固、严禁乱拉乱接。

9、禁止生产设备、动力设施超负荷运行,电线、电缆、电器
开关、安全防护开关，必须符合用电要求。

10、瓶装、桶装化学试剂、硫酸、油料按规定使用后，必须
使用原盖封存，禁止敞口存放。

11、禁止擅自拆装、组装或互换机械设备的配置、部件。

12、本岗位工作人员在岗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借口允许非
本岗位人员、动用机械设备。

13、生产车间严禁吸烟，禁止私自挪动消防器材。

14、需要用炉灶加热时，应先检查加热容器是否安全、清洁。
必须将容器、加热炉及地面洒落的可燃物清理干净，方可进
行加热。在加热过程中，火焰不得超过锅底范围，并必须有
人守护观察。

15、进车间的原材料、应规范、整齐的放置在材料预进间。

16、各班组在下班前必须将未使用完的原料密封放好，设备
擦拭干净，成品、半成品有条理摆放，不得阻塞通道。

17、非生产性杂物不得进入车间，保持生产场地清洁卫生，



回收包装物应叠齐打捆，垃圾应装袋，按指定的地点放
置。18、非生产人员、小孩、非生产用车辆一律不准进车间。

19、下班时应关闭门窗、切断电源和气源，熄灭火种。

第一条为贯彻公司《防火安全制度》，保证员工人身和设备
安全，使生产顺利进行，针对生产车间环境特点，特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车间内要保持环境清洁，各种物料码放整齐并远离热
源，注意室内通风。

第三条保证车间内防火通道的畅通，出口、走道处严禁摆放
任何物品。

第四条车间内不得私接乱拉电源、电线，如确实需要，需报
生产部经理批准，由动力设备室办理。用后及时拆除。

第五条使用各种设备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严禁违章作业。

第六条燃油锅炉运行期间，要加强巡视，发现异常及时处理。

第七条避免各种电气设备、线路受潮和过载运行，防止发生
短路，酿成事故。

第八条车间内不禁使用明火，如确实需要须征得安保部同意，
在采取有效安全措施后，方可使用。使用期间须由专人负责，
使用后保证处理妥当无隐患。

第九条车间消防员按时对本部门内各部位进行检查，出现问
题及时报告。

告。



第十三条本规定由生产部制定和检查，报生产总监批准后自
发布之日起执行。

车间生产安全知识培训篇三

今年以来,本车间在厂党政的领导和上级安全部门的正确指导
下,以安全生产为中心,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
工作方针，因地制宜地开展了一系列查“三违”、查隐患、
杜违章、督整改的活动,以及严格检修报告书和三级动火签字
的审批手续等,主要具体做法是:

一、“三违”是酿成事故的主要因素。因此,我们一方面严格
要求员工按标准化作业,认真学习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给员
工灌输违章就是事故的思想。另一方面加大对“三违”工作
检查和考核力度.一至十二月份,我们共查处“三违”人员19
人,共处罚扣奖2600元,另外,对“三违”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三违”的危害性,从而杜绝事故的发生。

二、查隐患、督整改、提建议、堵漏洞。隐患险于明火,隐患
是个定时炸弹,不排除隐患,就难保证安全生产。因此,我们勤
查勤检,尤其对要害岗位更是该毫不放松,同时我们要求各工
段、班组、员工共同查隐患,通过大家努力,1-12月我们共查
出隐患40条，均已整改完毕,隐患整改率达到100%,从根本上
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有效保证了安全生产，给生产的安全、
顺畅奠定基础。

三、严格动火单、检修报告书的填写、审批制度。严格工艺
操作，必须杜绝一切违章作业。因此,我们在检修项目和煤气
区域动火时,以书面形式进行备案审批,三级动火提前四小时
报车间审批,二级动火提前二天到厂安全部门电报审批,一级
动火提前三天到厂安全部门申报审批。1-12月,我们共开出三
级动火单50份,申报二级动火一次,检修报告书60份,申请书的
把关使我们有效地确保检修和动火安全。



四、制定了消防器材的管理、考核制度。消防器材定点管理,
由专人保管、维护、兑换,每天由保管人巡检且详细记录检查
情况,对各保管区域消防器材摆放记录完好,符合消防规定,每
季度进行奖惩兑现。

车间生产安全知识培训篇四

1、贯彻执行企业和车间对安全生产的指令和要求，全面负责
本车间安全生产。

2、组织职工学习并贯彻执行企业、车间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教育职工遵纪守法，制止违章行为。

3、组织并参加车间安全活动日及其它安全活动，坚持班前讲
安全、班中检查安全、班后总结安全。

4、负责对新工人(包括实习、代培人员)进行岗位(班组级)安
全教育。

5、负责车间安全检查，发现不安全因素及时组织力量消除，
并报告上级。做好详细记录，参加事故调查、分析，落实防
范措施。

6、搞好生产设备、安全装备、消防设施、防护器材和急救器
具的检查维护工作，使其经常保持完好和正常运行。督促教
育员工合理使用劳保用品、用具，正确使用灭火器材。

7、搞好班组安全生产竞赛，表彰先进，总结经验。

8、抓好车间建设，提高车间管理水平。保持生产作业现场整
洁、清洁，实现文明生产，并做好车间的思想政治工作。

注：本责任书一式二份，法人和车间各执一份。



企业法人盖章： 车间负责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车间生产安全知识培训篇五

1.安全措施做足，家庭美满幸福。

2.安全伴我在校园，我把安全带回家。

3.一人遭难全家遭殃事故隐患万万提防

4.心头常亮安全灯，平安生活伴人生。

5.高高兴兴上学，平平安安回家。

6.小心无大错，粗心铸大过。生产秩序乱，事故到处有。

7.处处注意安全，岁岁全家团圆。

8.关注校园安全，构建人文和谐。

9.让火灾远离校园，让平安与您相伴。

10.安全生产挂嘴上，不如现场跑几趟。安全生产月几园，违
章蛮干缺半边。

11.安全千金难买，命运自己主宰。

12.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13.违章作业要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14.安全是幸福家庭的保证，事故是人生悲剧的祸根。



15.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

车间生产安全知识培训篇六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法》，确保我公司电力
系统安全连运，厂、车间、班组三级对搞好安全供电工作非
常重视，主要从查思想、查制度、查管理、查隐患和抓落实
等五个方面进行。加强了对供电安全的管理，不断完善安全
生产岗位责任制。严格地抓好安全规程和各项制度的贯彻执
行，加强安全检查和监督，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不断
夯实安全基础。在全方位的安全管理模式下进行安全教育和
管理，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是
搞好安全生产的重要保证。安全生产工作按照“一级抓一级，
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原则，将厂的安全目标分解到各个车间，
我们从思想到位，组织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四到
位”着手，落实各级各类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各级领导充
分认识到安全是电气系统的基石，是公司生产连运稳定的保
证，是企业效益的基础，无论何时，“安全第一”的思想丝
毫不能动摇，安全工作丝毫不能松懈。广大干部职工对安全
生产的重要性认识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搞好安全工作必须狠
抓管理，层层落实安全责任制，只有如此，才能将安全生产
踏踏实实地落实到实处。在工作中，首先做到了领导重视安
全生产工作，以确保安全生产的精神贯彻落实。重大操作、
重大检修作业时主管领导上岗到位，尽职尽责。分厂与各车
间安全第一责任人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后，各车间也与班组
签订了安全生2产责任制，将安全责任制目标层层分解，落实
到班组、个人，把安全责任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
真正做到“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二、强化安全培训，夯实安全基础我们始终坚持做到抓安全
学习不松懈，认真组织员工进行安全规程和相关安全制度、



技术的学习培训：严格按照电业安全工作规程要求，对上岗
前的员工进行安全培训和考核，经考核合格的人员才准予上
岗;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月”和“百日安全无事故”竞赛活动，
为了全面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山西
省安全管理条例》，进一步增强员工安全生产的思想意识，
提高巩固电气系统的安全水平，我们成立“安全生产月”活
动领导小组，对如何开展好“安全生产月”活动进行了布署，
按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了实施，达到了预期效果和目的。通
过安全培训学习、考核和开展安全活动，使大家对安全生产
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掌
握，增强了厂全体员工对电气安全连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
思想认识，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把安全生
产的重要性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加强隐患排查，做好隐患治理为保证安全生产工作目标
的实现，我们重点加强了安全检查与缺陷隐患治理工作。我
们始终坚持“狠抓安全措施整改”的原则，大力普查安全缺
陷及隐患，针对查获的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进行整改落实，
采取一切可行的处理办法和措施，切实加大整改力度，做到
决不3放过一个隐患，不留一个死角，根据检查情况，按轻重
缓急，有计划、有步骤的推进了安全隐患大整改工作，并注
意在整改进行过程中严格落实《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的相关
规定，认真做好工作人员的安全防范措施，认真执行“两票
三制”制度，认真分析工作现场可能出现的危险点和危险源，
坚持工作现场“一对一”监护制度，为真正实现安全生产工
作长周期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坚持开展安全大检查安全大检查是在安全生产中及时发
现缺陷和隐患促进安全生产必不可少的工作，也是《安全生
产法》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安全大检查共分发动、自查、
整改、总结、评比五个阶段。每次检查时，我们以文件形式
下达检查通知并召开会议组织各车间进行发动工作，各车间
对各自辖区进行自查，整改并上报有关材料，再由分厂对车
间、班组进行复查。在安全大检查中主要以查思想、查领导、



查隐患、查措施、查规章制度为重点，结合安全评价工作，
对主设备进行认真检查，对缺陷、隐患及时认真地进行整改，
对现场的违章行为进行处罚，确保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通
过检查、整改，厂各车间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有了进一步加
强和提高，管理力度不断加大，全厂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进一
步向制度化、规范化迈进，安全生产工作有了长足进步。

车间生产安全知识培训篇七

为切实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方针，明确责任、防范事故，确保公司安全生产、
职工人身、机械设备和物资的安全，结合我公司工作实际，
特制定本年度安全生产责任书：

1、无重伤及死亡事故。

2、轻伤事故发生率为xx%。

3、无重大刑事案件发生。

4、无重大失窃事故、设备责任事故、爆炸责任事故。

1、贯彻管生产必须管安全、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原则；在
计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生产的同时计划、布置、检
查、总结、评比安全。

2、履行好各项职责，确保各项措施的落实，做好定期安全检
查，对安全隐患能够及时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及时报公司总
经理。

3、抓好安全教育和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坚决杜绝
三违（违章作业、违章指挥、违反劳动纪律）现象，一旦发
生各类安全事故，必须保护好现场，立即向公司有关领导报



告，并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严肃处理。

4、责任人要提高自己的安全生产素养，逐步增强本部门所有
人员的安全意识。

5、本部门责任人要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分解到每个班组、每
个员工。

1、及时修正有关安全生产工作要求，部署本部门安全生产任
务，督促各责任人完成相关安全生产经营指标。

2、适时组织本部门进行安全检查，责成各责任人整改安全隐
患，解决安全生产中一些重大问题。

3、做好安全生产经验的总结和推广，表彰先进。

1、期限为xx年xx月xx日至xx年xx月xx日。

2、责任人每季度末将各项安全生产指标的完成情况向公司主
要领导做书面报告。

3、年度考核由总经理组织相关人员对责任人（部门）指标完
成情况和作业情况进行评定。

4、本着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责任书签字人工作变动的，
接任人为自然责任人。

5、奖罚：根据年度责任人完成安全生产任务情况进行安全考
核。对没有发生安全事故的给予xxxxxxx元奖励，对发生安全
事故给予xxxxxxx元处罚，对造成事故者，追究其责任。

公司主要负责任（签字）xxxx

xx年xx月xx日



部门（分厂）

责任人（签字）xxx

xx年xx月xx日

车间生产安全知识培训篇八

1、各岗位员工应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制度。严格执行公司、车
间生产安全及消防安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杜绝
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现象，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自我约
束和自我激励，主动搞好安全生产。

2、接受公司和车间的安全生产检查，对公司和车间对查出的
事故隐患要定出整改时间、定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按时
完成整改，消除安全、消防隐患，并将整改情况及时反馈给
主管部门和车间。对整改不及时而引发事故者，按公司和车
间安全管理有关规定接受处理。

3、加强所使用设备、安全消防设施等的维护和保养，确保设
施安全完好运行。做好设备安全维护，严格执行公司设备安
全管理相关制度。

4、接受公司和车间、班组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员工接受安全
教育率100%。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无证人员不得从
事特种作业。

5、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生产，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
当安全与生产、效益发生矛盾时，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不
得违背国家法规和公司安全管理制度相抵触的.指令，杜绝违
章作业。

6、发生事故应立即上报，并积极抢救伤员，保护好现场，采
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参加事故分析会，按整改措施



举一反三彻底整改。严禁隐瞒不报。

7、做好安全用电管理，发现隐患及时上报，并教育徒弟和相
关人员安全用电。

8、对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做到分类存放，对不能混装或施
救方法不同的危险品，必须严格进行隔离。领取、使用和保
管双人复核，并及时填写记录。并正确佩戴、使用劳动保护
用品，劳保用品损坏应及时领取更换。

9、严禁盗窃、违法等重大事故的发生。外出严格遵守交通规
则，保证交通安全。

xxx

xxxx年xx月xx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