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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责任
构建安全生产防火墙
安全责任大于天。
对于全市建筑工程项目的“安全守

护者”——市住建系统而言，如何确保
建筑工程安全至关重要。

要提升安全生产工作的管理实效，
将责任体系压紧压实，保证各项工作有
条不紊，就要下好制度“先手棋”。

今年来，市住建局周密部署，以开
局谋划全年，将安全生产和质量安全构
建在体系中、明确进责任里。

年初，市住建局印发的 2023 年工
作要点明确提出，要全面落实各方主体
的质量安全责任，特别是要强化建设单
位的首要责任和勘察、设计、施工单位
的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建设、勘察、设
计、施工、监理等五方主体项目负责人
质量安全责任规定，完善工程质量终身
责任制，严格执行工程质量终身责任书

面承诺、永久性标牌、质量信息档案等
制度，加大质量责任追究力度。

监管责任要夯实，安全底线要守
牢。市住建系统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责任要
求和“三管三必须”的监管要求，切实防
范遏制行业领域重特大事故风险。

全市住建系统深入组织学习《湖北
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
职责清单指引》《湖北省生产经营单位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清单指引》，督促在
建工地将“两个清单”纳入安全生产培
训必训课程和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计划，促进生产经营单位改进安全
生产管理、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持续推行建筑施工安全监督“三问
三看”新模式，督促施工现场做到安全
防控“六落实”，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形
成企业自觉、部门服务的良性工作机
制，进一步压实参建企业主体责任和监
督部门监管责任。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
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只有压
实责任，倒逼企业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才能进一步将安全生产风险降到最低。

行动有力
打好安全生产持久战
安全生产，必须常抓不懈。
隐患排查治理从细处着手，是预防

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有效手段。
今年来，市住建系统紧盯重要节点

和重大节日扎实开展行业领域督查检
查，持续优化市场环境，整治行业乱象，
以有力举措扎牢安全生产基础。

排查工程隐患——全力抓好全国
两会期间住建系统安全生产工作，开展
全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和自建房
专项整治督查检查，做好建筑工地极端
天气安全生产防范，围绕“防范灾害风
险，护航高质量发展”主题，积极开展

“5·12”防灾减灾日活动，对城区房屋市
政工地进行安全巡查，提升住建系统防
灾减灾能力。

开展专项行动——扎实开展安全
生产“春季行动”，督促参建各方开展施
工项目的全覆盖安全检查、自查自纠、
整改隐患。开展安全生产治理巩固提
升行动，从多个方面强化落实，防范行
业领域重大事故风险。开展项目重大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督促企业压实主体
责任，对标对表自查整改，各在建项目
根据日常安全管理情况填写房屋市政
工程重大事故隐患、非亡人事故和重大
险情三项清单并立行立改，绝不“带病
运行”。

进行专项整治——制定《全市深入
开展全市建筑市场“三包一挂”等违法
违规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全市起
底摸排群众举报信访项目 54 个，对涉

及质量通病问题积极协商、迅速维修，
确保工程质量。开展工程质量检测机
构专项检查，对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
假检测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
督查。

截至 5月，全市共有 407个在建项
目，累计开展检查 952 次，检查在建工
地 350 个，发现隐患 723 处，已整改
723 处，下达停工整通知书改 4 份，限
期整改 136份，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
要求立行立改、建立清单、对账销号，
对 1个未落实防高坠措施、临边防护缺
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项目进行挂
牌督办。

多措并举
树立安全生产价值观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

保障。
安全生产，离不开精细、智慧、高质

量的管理手段。
6月伊始，《荆州市房屋市政工程智

慧工地建设实施方案》推出，按照分级
推进的原则，要求全市所有在建项目均

按照该方案进行建设，安装符合要求的
实名制人脸识别系统、视频监控、扬尘
在线监测和设施设备在线监测系统等，
并与荆州市智慧住建云平台联网并实
时上传数据。

其中，对在建项目中危险性较大的
部分项目工程及起重机械塔吊等特种
设备，方案要求应安装智能监测设备并
积极应用北斗技术实施监测。

该方案的推出，对实现施工现场
人、机、料、法、环等关键要素的智能监
控、预测报警和在线管理的数据共享、
实时协同，构建“人防、物防、技防”三
位一体安全保障体系，不断提升在建
工程安全监管数字化水平起到有力推
动作用。

用制度监管，用举措督办，更离不
开用思想观念根植。

市住建局扎实开展建筑工程安全
应急演练、现场观摩、专题培训和座谈
交流等活动，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积极推广先进经验，指导和培育建筑企
业大力开展体系建设。

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政策和举措，建

筑领域安全生产检查从传统“以人员为
主”的巡查方式，转变为如今的“智能预
警”；将隐患排查从“头痛医头”，转变为
如今的“标本兼治”；将安全生产责任从

“要我安全”转变为“我要安全”，建筑企
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识进一步夯
实，形成“安全保发展、发展促安全”的
良性循环。

安全生产永远是“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下一步，市住建系统将进一
步聚焦专项行动，加强建筑领域安全整
治，持续开展安全治理巩固提升行动、
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
动、“三包一挂”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
治行动、擅自拆改房屋承重结构专项整
治行动。紧盯关键环节，持续落实危大
工程管控措施，深入推进安全监管数字
示范，提高应急救援和抗风险能力，真
正意义上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
急”。切实抓紧抓实抓细建筑工地安全
生产各项工作，提高行业监管水平，防
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努力为荆州
加快建设江汉平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贡献住建力量。

铁肩担责任 实干保安全
——荆州市建筑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综述

□ 马骁 罗杏子

6 月 2 日，荆州理工职业学院整体搬迁项目现场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景象。这里是目前我市标准最
高的“智慧工地”，也是 2023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应急演练暨质量安全观摩会的现场。一大批先进
的建设技术装备和理念被广泛应用，所到之处，皆体现着“安全”这一核心理念，令观摩的嘉宾为之赞叹。

安全是永远的前提，也是永恒的主题。
今年来，市住建系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持续优化市场环
境，整治行业乱象，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用心血和汗水确保全市建筑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为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施工单位介绍项目安全管控、“智慧工地”建设的经验做法。

▲2023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应急演练暨质量

安全观摩会现场。

▶相关人员在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上进行宣誓。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巴丹吉林
沙漠时，在太空“出差”180多天的 3位
航天员踏上了回家之路，已经在东风
着陆场预定落点守候的搜救人员也开
始忙碌起来。

6月 4日 6时 33分，在现场人员的
期盼和欢呼声中，神舟十五号载人飞
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费
俊龙、邓清明、张陆 3名航天员安全顺
利出舱，身体状态良好。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
满成功。

早在14个小时之前，6月 3日下午
4时，一支任务车队已从东风航天城出
发，前往着陆场附近区域待命。

这是东风着陆场第 4次迎接航天
员天外归来，也是首次跨昼夜执行的
神舟飞船搜救任务。为了应对戈壁滩
上昼夜近 20摄氏度的温差，搜救人员
带上了羽绒服和防风毯。

4 日凌晨 2时，东风着陆场，圆月
映照戈壁。搜救分队空中（直升机）分
队、固定翼飞机（载伞降救援组）分队、
地面分队、道路封控分队、搜救支援分
队、搜救预备队和地面搜救小组陆续
开始行动。数架直升机、近百台车辆
向飞船预定着陆点进发。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正高级工程
师、载人航天工程着陆场系统副总设
计师卞韩城说，为确保航天员归途安
全，东风着陆场设立了应急备降场、新
增后弹道返回搜救区域、构建非合作
式搜索体系、创新预案体系构建方法、
全面实施装备检修检测、制定应急处
置预案200余份。

当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按照北京航
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指令开始调整姿势，
沿着既定的轨迹朝着地球飞来时，位于
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东风着陆场，地面
风力仅3-4级，正是着陆的好天气。

“轨返分离”“推返分离”……在东
风航天城指控大厅，口令一个接一个
地发出，搜救工作进入倒计时。

不久，神舟十五号飞船返回舱进
入黑障区。返回舱刚进入黑障区，敦
煌测控区光学组组长李长松便准确地
捕捉到返回舱的实时高清图像。

曾经会让飞船与地面失去所有联
系的黑障区，如今已经实现可控。“从
神舟一号任务开始，为了解决飞船在
黑障区的跟踪测量难题，经过一代代
测控人接续攻关，现已具备了黑障区
稳定跟踪飞船的能力。”测控区技术专
家吴刚说。

“回收一号发现目标！”“回收二号
发现目标！”东风航天城指控大厅，一
个耀眼的白色火球出现在屏幕上，光
学望远镜成功捕获飞船轨迹。

“是开伞了吗？”一出黑障区，便传
来航天员费俊龙的声音，“神舟十五号
报告，状态正常。”

随后，空旷的戈壁滩传来“砰”的
一声巨响。距离地面大约 10公里，伞
舱盖从返回舱上弹落，红白相间的降
落伞打开。

全员出动，全力以赴。等候了一
夜的搜救车队，打开全部车灯，全速向
着返回舱进发，素白的灯柱随着车辆
的颠簸上下起伏。

反推发动机成功点火后，返回舱
在一望无际的戈壁上着陆。褐色的返
回舱散发着淡淡的焦糊味，在周遭留
下一圈圈浅浅的沙坑。

随后，第一架搜救直升机也降落
在返回舱附近，穿着橙色工作服的搜
救队员快速从直升机上跳下，奔向返
回舱。

按平压气阀、固定安全带、旋转开
舱手柄……开舱手高嘉鑫娴熟地打开
舱门。

圆满完成4次出舱活动任务，开展

多次载荷出舱任务、8项人因工程技术
研究、28项航天医学实验，以及38项空
间科学实（试）验……神舟十五号乘组
结束6个多月的太空远行、顺利返航。

7时许，按照出舱流程，航天员费
俊龙、邓清明、张陆全部安全顺利出
舱。3名航天员面带微笑，精神饱满。

为适应地球重力，航天员被从舱
门搬运到半卧式座椅上。戈壁滩的清
晨天气寒冷，出舱后的航天员随即穿
上保暖型睡袋。

“回家了，回家了。”面对记者递过
来的话筒，费俊龙说，我们神舟十五号
飞行乘组，完成了所有在轨飞行任务，
现在顺利回到了祖国，我们感觉良好。

邓清明依然是一脸温和的笑容：
“感谢全国人民对我们乘组的关心支
持和鼓励，无论年龄多大，能够被祖国
需要就是最幸福的。”

“眼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
我们会尽快调整状态，投入训练，随时
准备再次出征太空！”航天员张陆的回
答铿锵有力。

短暂的地面重力适应后，3名航天
员离开着陆场，乘专机飞往北京，在那
里有他们期待已久的家人和朋友。

（新华社酒泉6月4日电）

6个多月前的夜幕中，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由长征二
号F遥十五运载火箭送入太空。4日清晨，在金色朝霞映衬
下，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胡杨大漠凯旋，神舟十五
号航天员乘组回到地球怀抱。

东方欲晓，苍茫天幕泛起鱼肚白，淡淡的云层依稀可
见，雄浑的胡杨大漠也逐渐苏醒。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额
济纳旗的东风着陆场上，搜救队伍枕戈待旦、蓄势待发。

清晨的大漠，凉意袭人。直到太阳初升，一缕缕穿透
云层的阳光，才给大家带来了丝丝暖意。天愈来愈亮，返
回时间愈来愈临近，大家不时仰望苍穹，想尽早发现返回
舱的身影。

突然间，一声雷鸣般的巨响穿透云层，整个戈壁滩沸腾
了起来。“看见了！看见了！主降落伞打开啦！”有人高声喊
道。仰望天空，只见红白相间的主降落伞挂着黑褐色的返
回舱，正在缓缓降落。

6时 33分，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
成功着陆。记者赶到着陆点看到，返回舱周围降落着几架
直升机，身着不同颜色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忙碌。

金色朝霞之下，胡杨大漠上的返回舱万众瞩目。随着
返回舱舱门打开，医监医保人员上前进行了短暂的询问交
流。随后，费俊龙、邓清明、张陆 3名航天员依次出舱。他
们神情轻松地向大家挥手致意，引发人群阵阵欢呼掌声。

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额济纳边境管理大队副大
队长雷宏亮值守的位置，距离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很近。虽然背对着返回舱，但他依然能清楚地听到航天员
的讲话声。“每次神舟载人飞船发射、回收，我们都要参加安
保任务，为此还特地组建了‘航天护卫队’。”雷宏亮激动地
说，神舟凯旋让每一个参加安保任务的民警都非常振奋，大
家都为祖国航天事业的强大而骄傲。

在返回舱着陆现场，除了众多的工作人员，还有一名“追星”的牧民，他是额济
纳旗赛汉陶来苏木孟格图嘎查的牧民卫其勒格其。“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也降落在我家草场，我太高兴啦！”为一睹神舟凯旋的精彩瞬间，4日凌晨4点多，
卫其勒格其就从家驱车出发了，“‘神十二’‘神十四’‘神十五’的返回舱都降落在我
家草场，这是我的荣幸，我为出征太空的航天员们点赞，为祖国航天事业点赞！”

（新华社酒泉6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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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拂晓回东风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任务侧记

6月4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航天员
费俊龙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 （新华社 发）

6月4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航天员
邓清明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 （新华社 发）

6月4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航天员
张陆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 （新华社 发）

据新华社酒泉 6 月 4 日电 神舟
十五号载人飞船 6月 4日清晨成功着
陆东风着陆场，科技人员对其在穿越
黑障区时的稳定跟踪，表明我国在载
人飞船返回穿越黑障区跟踪测量难题
上取得重大突破。

飞船返回地球时，会与大气层发
生剧烈摩擦，温度剧增，导致气体分子
与飞船表面被烧蚀的材料均发生电
离。这些不断产生的电离气体包裹在
飞船周围，形成等离子体鞘套，对电磁
波产生吸收衰减、折射、反射、散射等
效应，导致飞船内部与外界的无线电
通信异常乃至中断，这就是所谓的黑
障现象，这段过程也被称为黑障区。

据敦煌测控区指挥长曾强介绍，
在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时，他们

确定了“优化黑障区雷达跟踪方案托
底，完善多云天气下光学跟踪策略求
精”的总体思路，在雷达和光学两个方
面形成合力，圆满完成了飞船在黑障
区的跟踪测量任务。

6月 4日清晨，神舟十五号飞船返
回舱刚进入黑障区，敦煌测控区光学
组组长李长松便准确地捕捉到返回舱
的实时高清图像，并通过车载通信设
备第一时间传至北京飞行控制中心。

“从神舟一号任务开始，为了解决
飞船在黑障区的跟踪测量难题，我们
一代代测控人接续攻关，联合多家科
研机构，不断完善针对性的信号检测
和跟踪技术，现已具备了黑障区稳定
跟踪飞船的能力。”测控区技术专家吴
刚说。

我国载人飞船黑障区跟踪测量
取得重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