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站体验沉浸式、互动式工伤预防培训

做好工伤事故和职业病预

防工作，关乎劳动者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据统计，98%的

工伤事故都是人的原因引起

的。如何解决劳动者对工伤预

防“不知道”“不重视”“不上心”

的问题，佛山工伤预防·南海给

出了一个创新答案——通过充

分调动视觉、听觉、触觉感受，唤

起劳动者主动参与工伤预防培

训的兴趣。

佛山工伤预防基地·南海位

于大沥广佛智城，占地超1400
平方米，是广东省首个集展示、

科普、体验、培训、宣传五大功能

为一体的综合性工伤预防教育

培训基地。基地内设有2大知

识科普区和5大互动体验区，并

配合“体验式”“授课式”“云课

堂”三种培训模式，将专业与趣

味相结合，让每位参与者在其中

达到“学会辨识-引起重视-体感

实操-线上温习”的闭环式体验，

促进广大劳动者见危识危、知防

会防。

与传统的单向输出培训不

同，佛山工伤预防基地·南海将

作业现场常见的危险源、危险行

为与事故类型具体化、实物化，

让职工从视觉、听觉、触觉等临

场体验施工现场危险行为的发

生，感受事故发生瞬间的风险，

进一步增强职工安全意识，引导

职工明晰安全标识，规范作业操

作，做足防护措施，定期健康体

检，从源头抓起，减少工伤事故

发生，预防职业病。

佛山工伤预防基地建设运

营承办商代表张健妍介绍，除了

闭环式体验，该基地还有数字化

的内容贯穿其中，职工能够打破

时间与空间的界限，通过网络学

习体验工伤预防及职业病预防

的知识，未来将联动更多企业来

到基地参与体验、培训。

现场，广东省人社厅副厅长

周成，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党委

书记、主任陈大军，佛山市人社

局局长苏岩，南海区副区长孔小

燕等领导参加了启动仪式，并参

观体验了基地的宣传科普设

施。领导嘉宾戴上VR眼镜体

验工伤事故的“惊险”情节，还通

过显微镜观看尘肺病对肺部的

损害。大家对佛山工伤预防基

地·南海的5-7-3运维模式（5
大基地功能、7大基地内容、3大
培训模式）表示认可，希望该基

地能充分发挥作用，真正让每位

参与者学有所得，练有所用。

打造全省工伤预防标杆

启用仪式上，周成表示，佛

山工伤预防基地·南海落成启用

仅仅是开始，今后还需进一步认

真研究、科学谋划，更好地运用

好、管理好、维护好基地，让每一

处设施、设备，每一项策划组织，

每一次活动交流、体验，都能做

到形式多样化、服务差异化、效

用最大化，充分发挥工伤保险保

障民生、服务民生的特色、效能。

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

佛山工伤预防基地·南海将聚合

部门、院校、企业、职工多方资

源，致力探索创建一批可操作、

可监管、可评价、可复制的工伤

预防工作模式，并积极向各地推

广。首先，将重点面向企业职

工、职业（技工）院校师生、新业

态从业人员等人群，定期、分批

次组织开展工伤预防警示教育

体验活动，不断提高广大劳动者

和企业的工伤预防意识和知识

积累，实现从“要我预防”到“我

要预防”“我会预防”的转变，守

护千万劳动者的工作安全和家

庭幸福。

同时，基地将策划举办工伤

预防服务周、活动月活动，承办

各级工伤、安全方面等活动，

线下邀请全国著名专家学

者、讲师团开展工伤预防论

坛、大讲堂、沙龙等系列主

题活动，通过线上全程直

播+知识竞赛，将基地

影响力扩散至全省全

国。此外，基地将定

期更新工伤预防科

普内容，升级最前

沿设施设备，持

续打造全省工

伤预防综合性

平台标杆。

佛山着力探索工伤预防新路径

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人

民至上、生命至

上”“社会保障体

系是人民生活的安

全网和社会运行的

稳定器”等精神要

求。工伤预防工作是

落实工伤保险制度的首

要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

既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

作，也是一项长期持续开

展的系统工作。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

视工伤预防，以系列法律法规

完善工伤保险制度，突出工伤

预防工作重要性，保障企业职

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

为全国工伤预防工作开展最早的

省份，广东省在工伤预防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2020
年，广东省制定了工伤预防五年

行动计划，提出重点行业工伤

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病率在5
年里降低约20%。进一步

完善预防、康复、补偿三

位一体工伤保险体系。

佛山是制造业大

市，规模企业多，用工体

量大，保障好、维护好

几百万产业工人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意

义非常重大。近年来，

佛山市对工伤预防工

作进行大量有益探索。

“除了今天启用的

工伤预防基地外，佛山

还坚持开展线上线下培

训、案例分享、工伤形象

宣传等工作，其中更有超

过27000人参与百企千人

导师培训计划，对于工伤预防工作

意义重大。”据苏岩介绍，自2015
年起，市人社局结合全市安全生产

管理、职业病防治和工伤保险工作

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分析总结

近年来工伤发生情况数据，找准痛

点、难点，按照“循序渐进、先易后

难、突出重点”的原则，积极推动开

展工伤预防宣传培训工作，建立起

一套“政府部门主导、专业机构实

施、企业全员参与”的工作机制，逐

渐走出一条具有佛山产业特色的工

伤预防之路，有效降低工伤事故伤

害和职业病的发生率，逐步实现从

“伤后保障”到“提前预防”的转变。

统计数据显示，开展工伤预防

工作七年来，佛山市工伤保险保障

范围不断扩大，工伤发生率不断下

降。2021年佛山工伤保险参保人

数达346.55万人，较2015年的

224.48万人上升58.02%，参保

职工工伤发生率从 2015 年的

0.87%下降至2021年的0.60%，

降幅达 31.03%，相当于每年

9500多人免于遭受工伤危害。

近年来，佛山市多渠道、多类

型、广覆盖，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具有

本土特色的工伤预防宣传科普活

动。如：在公共场所投放公益广

告；利用工伤预防直通车，推进工

伤预防宣传进园区、进校园、进企

业等“六进”活动；举办工伤预防主

题知识竞赛、技能大比武、应急演

练、文艺晚会活动；组织开展文创

设计，制作动漫 IP形象、公益宣传

片；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微课等，并

广泛运用传统媒体、新媒体渠道进

行传播，在全市营造浓厚的工伤预

防氛围，促进企业职工工伤预防知

识和技能得到双提升，让工伤预防

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

推动工伤预防
从“被动灌输”向“双向互动”转变

作为以工业为主导、民营经

济最为活跃的百强市辖区，南海

亦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不断织密工伤预防的防

护网。通过印发《南海区工伤预

防项目实施工作意见》，将工伤

预防融入安全生产大局，积极开

展工伤保险政策法规宣讲、工伤

预防教育培训、工伤预防知识科

普宣传等，引导广大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主动抵御工伤风险。

在当日的活动现场，18位

来自建筑业、制造业、餐饮业、服

务业等行业的南海企业代表共

同宣读安全公约倡议书，号召广

大企业及其职工共同保障维护

生产秩序，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和

职业病伤害。接下来，南海将把

安全公约倡议书广泛发至各行

业企业，号召广大企业和职工共

同遵守。

2022年以来，南海区人社

局采用“1+3+10+50”模式，大

力实施工伤预防培训。“1”即围

绕新落成的工伤预防基地开展

一系列工伤保险和工伤预防宣

传活动，组织一场工伤预防主题

知识竞赛；“3”即以狮山、丹灶、

大沥3个镇为今年工伤预防培

训实施重点镇；“10”即在全区7
镇街范围内开展10期工伤预防

大讲堂活动；“50”即从重点镇

选取50家重点企业，进企业、进

车间，开展现场工伤风险评估和

工伤预防培训，通过进企业一线

车间实地现场巡查评估，实施精

准培训，提出改善建议，同时采

取“回头看”促进企业安全生产，

推动参训企业工伤事故发生率

明显下降。

当中的“1”，就是 15日启

用的佛山工伤预防基地·南海，

将成为南海区工伤预防培训的

载体，有力推动工伤预防培训模

式从企业“被动灌输”向“双向互

动与持续改善”转变，推动工伤

预防工作持续走深走实。

接下来，区人社局还将联合

区政数、应急、卫健等部门，共

同开发南海区工伤信息智能防

控平台，实现工伤事故、职业

病、安全生产信息数据实时共

享和可视化管理，对各镇街数

据、各行业事故动态进行趋势

预判和及时预警。根据预判和

预警结果，针对性开展工伤预

防宣传培训，减少工伤事故伤

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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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卓越冰

全省首个线上线下工伤预防宣传培训基地在南海启用

佛山工伤预防迎
来了“新伙伴”。12月15日

上午，佛山工伤预防基地·南海
正式启用，超1400平方米的综合
性教育培训基地将为广大劳动者预
防工伤保驾护航。当日还举行了
全省工伤预防佛山推介会，展示
近年来佛山市工伤预防工作
的经验和成果。

打卡这个工伤预防基地，

向事故伤害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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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

2015年，佛山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224.48万人

2021年，佛山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346.55万人
上升58.02%

2015年，参保职工工伤发生率：

0.87%

2021年，参保职工工伤发生率：

0.60% 降幅31.03%
相当于每年9500多人免于遭受工

伤危害。

■嘉宾通过VR模拟体验工伤事故。

■嘉宾体

验“触电”事故。

■职工可在基地学习急救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