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学校安全事故与预防措施心得体会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应急预案(优秀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记
录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我
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
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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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落实安全责任、实施责任管理

建立、完善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的安全生产领导组织，
承担组织、领导安全生产的责任；建立各级人员的安全生产
责任制度，明确各级人员的安全责任，抓责任落实、制度落
实。

（2）安全教育与训练

管理与操作人员应具备安全生产的基本条件与素质；经过安
全教育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特种作业（电工作
业，起重机械作业，电、气焊作业，登高架设作业等）人员，
必须经专门培训、考试合格并取得特种作业上岗证，方可独
立进行特种作业。

（3）安全检查

安全检查是发现危险源的重要途径，是消除事故隐患，防止
事故伤害，改善劳动条件的重要方法。

（4）作业标准化



按科学的作业标准，规范各岗位、各工种作业人员的行为，
是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防范安全事故有效措施。

（5）生产技术与安全技术的统一

生产技术与安全技术在保证生产顺利进行、实现效益这一共
同基点上是统一的，体现出“管生产必须同时管安全”的管
理原则和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6）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管理

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管理是消除危险源，防范安全事故必不可
少的内容，现场文明施工管理包括现场管理（包括现场保卫
工作管理）、料具管理、环保管理、卫生管理等四项内容。

（7）正确对待事故的调查与处理

安全事故是违背人们意愿且又不希望发生的事件，一旦发生
安全事故，应采取严肃、认真、科学、积极的态度，不隐瞒、
不虚报，保护现场、抢救伤员，进而分析原因、制定避免发
生同类事故的措施。

三、安全对策

（一）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
方针。人是生产力的主体，发扬“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
随着科技的发展，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根据人体工程学原
理，创造更加安全、高效的作业环境，制定现代化的安全管
理制度，使安全管理体制符合科学提升生产力的要求。我们
必须，保护人的生命安全不受损害。注重“以人为本”，强调
“安全第一” 的安全文化，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来
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

（二）依法进行安全宣传、教育



国务院在2001年制定了《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
定》，并且新《刑法》、《安全生产法》、《劳动法》、
《建筑法》、《消防法》等对在安全工作中的违法行为都作
了相应的处罚规定。《安全生产法》中就有规定，从业人员
有获得安全教育和培训的权利。因此，安全宣传、教育要上
升到法律的高度，要让管理人员和被管理人员知道:违章指挥、
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就是违法行为，就是犯罪。

（三）有效控制和管理危险源（点）

根据系统安全理论危险源是事故发生的能量主体，能量的意
外释放就使危险源发生事故具有了可能性。因此，识别生产
过程中的各种具有能量的物质或危险物质，分析这些能量转
化为事故的转化条件及转化过程、触发因素，采取相应的安
全技术措施控制住这种具有能量的物质与行为，使危险源不
致转化为事故。

（四）严格查处事故隐患，隐患整改要落实到位

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和不良的作业环境导致了
事故隐患的产生，大多数的事故都是违章操作造成的。因此
要组织多种形式的安全检查，及时发现事故隐患，按照定责
任人、定整改措施、定整改期限的“三定”原则，狠抓隐患
治理工作，把事故消灭在萌芽阶段。

（五）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杜绝安全管理缺陷，

安全生产责任制是根据安全生产法规建立的各级领导、职能
部门、工程技术人员、岗位操作人员对安全生产层层负责的
制度。它是保证安全生产的重要组织措施。

管理缺陷是事故发生的本质原因之一。因此，力求安全管理
零缺陷就能有效减少事故的发生。安全管理的基本原则是：
安全第一的原则，预防为主的原则，群治群防、防治结合的



原则，科学管理的原则。

（六）制定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重（特）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是指政府或企业为减少事
故后果而预先制定的抢险救灾方案，是进行事故救援的行动
指南。制定预案的主要目的有：（1）使任何可能引起的紧急
情况不扩大，并尽可能地排除他们；（2）减少重特大安全事
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及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一）控制事故，要抓员工安全意识

《安全事故预防措施应急预案》全文内容当前网页未完全显
示，剩余内容请访问下一页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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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事故时刻威胁着人们的人身安全，为了预防交通安
全事故，需要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交通安全教育从孩子抓起，
鼓励提前学习驾驶技术，改革驾驶执照考核制度等，下面本
站小编为你详细介绍。

1957年，法国就把交通安全课作为学校的课程之一。40多年
过去了，当初确定的目标仍未达到。不过，一些中小学采取
的主动行动虽然没有超出当地的范围，却是卓有成效的。

在法国，好几个省都已实行了司机继续教育制度(每10年要进
修一次)，按照这种制度，开车人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驾驶理
论知识水平，甚至要定期接受驾驶技术检查和体格检查。此
外，申请驾驶执照的人必须能够看清楚15—20米距离内的汽



车牌照号码。

法国青年从16岁起就可以学习驾驶汽车。但中学生参加学习
驾驶技术的人并不多，原因是青年学生的积极性不高，家长
抽不出时间来陪练。

青年接受力强，学车快，驾驶技术考试获得通过的比率较高。
统计表明，提前参加驾驶技术学习并考核合格的青年后来不
大容易出交易事故。

人们一直在谈论改革驾驶执照考核制度，但却一直没有真正
进行这一改革。驾驶理论考试是从1975年开始实行的。尽管
正式的全国汽车驾驶教育计划规定了学习正确驾驶汽车应遵
循的阶段，但许多驾校仍只要求学员学会最低限度的知识和
技术。

统计表明，在死于交通事故的人中，有1/4的人是15—24岁的
青年人。法律将规定，严重违章的、驾驶经验不足的开车人
必须进行“补课”。

在法国，开车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用于检测违章行为的雷
达都设在不那么危险的路段，交警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为
国家收费”上。在发生交通事故最多的路段以及在市区学校
附近，雷达安装得不够多。今后，新一代雷达将负责这些路
段或地点的交通监测。

特别是周末，酒后驾车常常导致许多人丧命。据一个研究机
构最近进行的调查，现在，每两个驾车人中有1人承认自己酒
后驾车。在对待酒后驾车的问题上，交通主管当局至少应当
像对待超速行车那样严厉。



在法国，在不那么宽的、靠近学校的路段以时速50公里的速
度行车，可以被看成是犯罪，但实际上这却是合法的;而白天
在宽敞平坦的高速公路上行车的时速如果超过130公里，应当
说是无罪的，但实际上却是非法的。交通管理部门说，行车
速度越快，就越要求开车人集中注意力，开车人也就越容易
疲乏。尽管如此，交通管理部门也应当考虑一下：有必要调
整行车的速度限制。

出于安全考虑，有人曾要砍掉路旁的梧桐树。此事曾使人们
感到可笑。我们是不应当砍掉路旁的梧桐树的。的确，有许
多车毁人亡的事故是汽车撞固定障碍物(如树木)的结果。但
据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在某些路段的路旁设立一些安全“导
轨”，许多人就可以避免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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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号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于指挥车辆的红、黄、绿三
色信号灯，设置在交叉路口显眼的地方，叫做车辆交通指挥
灯;另一种是用于指挥行人横过马路的红、绿两色信号灯，设
置在人行横道的两端，叫做人行横道灯。我国交通法规也对
交通指挥信号灯做出了规定：

(1)绿灯亮时，准许车辆、行人通行，但转弯的车辆不准妨碍
直行的车辆和被放行的行人通行。

(2)黄灯亮时，不准车辆、行人通行，但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
和已进入人行横道的行人，可以继续通行。

(3)红灯亮时，不准车辆、行人通行。

(4)绿色箭头灯亮时，准许车辆按箭头所示方向通行。



(5)黄灯闪烁时，车辆、行人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可以通行。

骑自行车安全知识

我国被称为自行车王国，是世界上拥有自行车最多的国家。
但是，自行车结构简单、一碰就倒、稳定性差，因此它是交
通工具中的弱者。在交通伤亡事故中，非机动车(主要是自行
车)受伤人数居第一，伤亡人数居第二。在我国，少年儿童年
满12周岁，方能在道路上起自行车，并要遵守交通规则在慢
车道上骑车。

乘坐公共汽车应该注意什么?

(1)乘坐公共汽(电)车，要排队候车，按先后顺序上车，不要
拥挤。上下车均应等车停稳以后，先下后上，不要争抢。

(2)不要把汽油、爆竹等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带入车内。

(3)乘车时不要把头、手、胳膊伸出手窗外，以免被对面来车
或路边树木等刮伤;也不要向车窗外乱扔杂物，以免伤及他人。

(4)乘车时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
站立，手应握紧扶手，以免车辆紧急刹车时摔倒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