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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背景

我国的高危行业分别有：煤矿、

非煤矿山、建筑施工行业、危

险化学品行业、烟花爆竹行业、

民用爆破行业。

易燃、易爆生产企业     采矿业          

建筑施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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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特点

项目位置固定，作业流动性

大

劳动力密集，露天作业，劳动强度大，夏季高温、冬季寒

冷

露天作业、交叉作业多，安全事故易

发

从业人员构成成分复杂，安全意识普遍不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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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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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是指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危害、损失。人类的整体与生存环境

资源的和谐相处，互相不伤害，不存在危险的危害的隐患。

• 国家标准(GB/T 28001)对“安全”给出的定义是:“免除了不可接受

的损害风险的状态”。

• 通俗理解：无危为“安” ，无损为“全”。

• 安全是指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危害、损失。人类的整体与生存环境

资源的和谐相处，互相不伤害，不存在危险的危害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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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方针 安全理念

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

绿色建造，环境和

谐为本；

生命至上，安全运

营第一

安全生产理念



不管国家的安全生产方针还是企业的安全生产方

针都把“以人为本，安全第一”作为核心思想来

指导工作。

怎样来正确理解指导思想的核心意涵对我们的安

全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安全第一：生产经营活动中要突出抓好安全，始终不忘把安全工作与其他经济活动同时安排、同时部署，

当安全工作与其他活动发生冲突与矛盾时，其他活动要服从安全，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健康、财产损失

为代价换取发展和效益。

安全生产理念

安全生产方针



小时候我们都打过预防针，当时不懂，就觉得打针很痛，

有的同学还吓得哇哇哭，后来才知道打预防针是预防病

毒感染的手段。

通过打疫苗在我们身体里建立起预警、预防体系，发现

有病毒入侵立即会唤醒我们的免疫系统消灭病毒以免引

发疾病，损害我们身体。

杜绝事故发生的主要工作就是预防。

预防为主：立足基层，建立起预教、预测、预报、预警等预防体系，以隐患排查治理和建设本质安全

为目标，实现事故的预先防范体制。

安全生产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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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故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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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安全工程师海因里希对大量的事故进行研究提出海因里希法则：

1个死亡或重伤事故背后，有29起轻伤害事故，29起轻伤害事故背后，有300起无伤害虚

惊事件，以及大量的不安全行为和不安全状态存在。

安全事故成因

http://www.rapidbbs.cn/


闯红灯

坐电梯

超速驾驶机动车

野外下河游泳

不系安全带

生活中我们的一个不安全行为就会可能造成安全

事故，但是事故之前我们抱着侥幸心理已违章N次。

隐患

请大家树立“违章即是事故，隐患即是事故”的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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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法则给了我们一个怎样的启示？

n 要防止重大事故的发生，必须从减少和消除大量

的无伤害事件入手，重视事故苗头和未遂事故。

n 海因里希对单一的某个事故进行研究得出事故因

果连锁理论，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是事故的结果，

而他的根本原因则是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

全状态、环境因素、管理缺陷。

安全事故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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