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安全生产月反思总结 安全生产月
反思心得体会(实用5篇)

总结的内容必须要完全忠于自身的客观实践，其材料必须以
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允许东拼西凑，要真实、客观地分析情
况、总结经验。总结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
一篇总结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
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安全生产月反思总结篇一

安全心理是人们在特定的生产劳动环境中的心理活动的反映，
也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随着生产工具、机械设备、工作环境
和人际关系而产生的安全需要和安全意识。主要包括：劳动
生产中的.安全心理学、职业安全心理学、安全管理过程中的
安全群体心理学、安全组织心理学等。通过总结安全生产工
作中的心理现象，可以提高安全教育的质量，产生安全教育
的心理效果，达到抓住人心、震撼人心、深入人心的效果。
所以安全教育要围绕以下三点：一是利用安全心理的优势作
用，做好新员工进厂后的安全教育工作，为先入为主的新员
工打下安全生产的品牌。二是利用安全心理学的新近效应，
用本单位典型的安全案例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用活生生的
事实影响和激励员工。第三，利用安全心理的隐性效应，运
用隐性和间接的方法，对员工的心理和行为施加潜移默化的
影响，进行常规教育。无论采用哪种教育方式，只要与实际
紧密联系，坚持从人的安全心理出发，牢牢把握人的安全心
理倾向，把握人在不同时期的安全心理状态，把握人的不同
类型的安全心理活动，进行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安全教育，
就会使教育和心理产生共鸣，增强人的自我安全保护意识，
使员工产生强烈的“我要安全”倾向。



安全生产月反思总结篇二

可能因为存在某些思想障碍，不仅仅忘记了“我要安全”，
并且做不到“要我安全”。这类思想障碍归纳起来，大体上
有以下几种：对安全生产规程并没有真正理解，看不到违章
操作的严重危害性；对安全生产规程感到麻烦，图省事、求
简便而不去遵守；因抢时间、赶进度，而忽视、忘记安全生
产规程；对自我的熟练技术过分自信，心存侥幸，麻痹大意；
逞强好胜，表现为胆大妄为的冲动，明知故犯；因为身体疲
倦，精神松懈，注意力分散而顾不上安全生产规程等。近几
年来，某些单位主管生产的领导和个别员工明知是违章作业，
但他们为了赶生产进度而在不安全环境下操作，违反操作规
程，结果发生了严重的事故，给个人或家庭带来极大痛苦，
也给企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所以，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
在生产过程中必须要注意从消除员工思想障碍入手，对症下
药、有的放矢地开展安全活动。例如：开展安全规章制度教
育，让员工明确遵章的必要性、违章的危害性；开展安全知
识培训，提高员工的安全技术素质；推行标准化作业和安全
职责制，强化员工的安全保护；用心搞好均衡生产，使员工
持续旺盛的精力、体力，控制和减少不安全行为等等。透过
这些方法，使员工逐步消除抵触、违反、消极、侥幸、松懈、
逞能等思想障碍，增强“我要安全”的自觉性。

总之、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的转变，需要安全生
产行为的主体——广大员工从思想认识到心理、行为都来一
个大的转变，实现这两个转变，离不开超多的宣传、教育、
检查、督促、奖惩等工作。依靠“要我安全”的外因动力，
促进“我要安全”的内在变化，使安全生产成为广大员工的
自觉行动，这样，我们的安全生产就必须会到达一个新水平。

安全生产月反思总结篇三

安全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理
念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前提条件，是钢



铁生产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特别对于我们水电气管理
部门来说，安全是永恒的主题。

我从一开始工作就在柳钢动力厂的煤气公司工作，民用煤气
管理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安全包含的意义尤为深刻。我
们天天都在煤气管理岗位工作，时时处处谈到的都是安全，
它带给了我们企业发展的美好前景，同时又凝聚了太多人的
牵挂和责任，每一个柳钢职工都能感受到这份责任的重大。
在年复一年的工作中，我耳濡目染了许许多多的安全生产事
例，我深深感受到安全所带来的深刻含义。安全就意味着责
任，一个人的安全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多地是对关心你的
家人负责；安全又等同于效益，我们更能体会到安全生产带
给我们钢铁企业的勃勃生机。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和幸福等
同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棗安全！虽然是两个普通的字
眼，但却涉及到我们每个人。

如今，我在水电气管理部门工作，更能感受到安全责任的重
大，水电气管理工作联系着千家万户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
安全更是我们平时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核心，
也是我们责任的核心，我们必须树立“没有安全就没有效益，
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的观念，把安全作为第一要素，把安
全作为第一需要，把安全作为应尽的首要责任。所以在工作
中，我们的首要责任，就是安全，首先是对自己的岗位安全
责任制有正确的认识，有熟练的安全理论水平和强烈的安全
意识；其次，要严格遵守各项操作规程，严格按安全流程办
事，保证不出现违规操作；再次，要有过硬的安全基本技能，
有安全应急能力，要通过不断的练习各类应急预案，不断提
高自己的安全技能，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熟悉安全设
备的特性和使用方法，练好基本功。

当前，“安全生产月”主题活动已经全面展开，我决心在这
次活动中，认真学习安全理论，积极参加安全讨论，加强安
全技能训练，使自己的安全水平有更大提高。



安全生产月反思总结篇四

安全行为是人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为保护自己和设备、机器
等物质而采取的一切行动。在我国电力建设行业逐步实现科
学管理、自动化运行和现代化生产的条件下，安全行为不仅
是个体的自我保护行为，也是生产要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的整体行为。为了建立一个整体的安全体系，需要
保护个人的自我安全，这需要一个能够将个人安全与整体安
全紧密联系起来的系统来规范人们的安全行为。这个体系要
从安全行为者的角度去编制和操作，安全行为者会从内因产生
“我要安全”的行为。就我们公司整体而言，由于企业的生
产性质不同，存在多工种联合、多工序交叉、多环节联合作
业的特点，所以要从自身实际出发，牢牢把握员工在生产过
程中的安全行为，建立健全个人自我安全保护体系。主要是：
员工有权不执行非法生产命令；有权不上交非法生产工艺；
有权不操作非法生产设备；有权不在非法生产环境中操作。
这从行政法规上确立了员工在劳动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使
其自觉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自觉进行安全防护。员工说得好，
预防事故不难，遵守规定很重要；最大的祸根是失职，最大
的隐患是违规。只要我们真正把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当成生
命之友和安全之伞，就能站在安全生产的立场上。

安全生产月反思总结篇五

在企业的安全生产活动中，人们通常把管理者对员工提出的
安全标准要求称为“要我安全”，而员工的自觉安全行为称为
“我要安全”。这两种表述不仅表达了不同的语言概念，还
表达了不同的安全实现方法和管理效果。“要我安全”是指
从对象出发，从外因发出安全生产约束控制信息，以安全生
产行为为主题，最终达到安全生产；“我要安全”就是从主
体出发，通过内部因素产生安全生产的动力，主观主动地实
现安全生产。从管理的角度看，“要我安全”和“要我安
全”是辩证统一的，“要我安全”是外因，是动力；“我要
安全”是内因，也是依据。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



从不同的方面对安全生产的实现起到促进或决定作用。

如何实现从“我要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转变？笔者在电
力施工企业工作，立足于生产一线。安全是永恒的主题，安
全是生产的保障。只有安全才能带来效益，他有深刻的理解
和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