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枣矿集团第一座全充填矿井，
岱庄煤业公司面临着基础差、底子薄、块
段小、不规则开采，以及充填环节繁琐、
工艺复杂等客观现实，安全管理更为复
杂，形势更为严峻。

知不足而后进，望山远而前行。他
们坚持“干一辈子煤矿，就要抓一辈子标
准化”思想，牢牢把安全生产标准化这个
宝贵经验、制胜法宝抓在手中，在逆境中
奋起，在创新中争优，走出了标注着“岱
煤特色”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之路。

明思路 定目标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长线工作，需要高点定位、全盘谋划、
统筹推进。

岱庄煤业公司以制度建设为统领，
系统化构建“13557”标准化管理、“3560”
安全管控、“467”层级责任追溯等制度体
系，把标准化贯穿到矿井生产、施工和现
场管理各个环节，扎实推动安全生产标

准化建设提档升级。
在创建实践中，他们坚持“块段整

治、分线创建、系统提升”建设导向，精细
制定流程、制度、标准、交接验收、质量考
核、文明生产6个管理模块，细化26项工
程验收标准，制度化开展年度、专项、动
态“三项评估”，严抓岗位+工序“双达
标”、技术+管理“双跟进”……一项项创
新举措，构建起了符合岱煤实际的安全
生产标准化建设的“四梁八柱”。

严管理 强落实

“2023年以来，我们组织正反现场推
进会8场次，落实质量罚款90万余元，聚
力打造了‘647’精品工程和‘六采区’精
品示范区。”岱庄煤业公司安全总监杨传
金介绍。

为强化管理，该公司出台了“全监督
检查办法”“地面安全网格化管理”等安
全制度文件 45个，对 389个安全生产责
任制进行完善，对 11项安全生产技术会
议进行规范，进一步压紧压实全员安全
责任。

他们推行“采掘抓区域头面、辅助抓

沿线系统、专业抓定量验收、安监抓闭环
考核”协同创建模式，分专业、分区域制
定年度、季度、月度创建规划，建立充填
流程、缆线吊挂、单轨吊管理、考核验收
等标准模块26项，组织开展工程质量、隔
离质量、辅助运输管理质量等集中整治
行动。

他们推行割煤、支护、隔离到充填环
节的全流程标准化管控模式，实施充填
工序环节“双向包保”，对工程质量实施
跟班工长、安监员、专业科室“三级验
收”，人员巡检与系统预警“联合管控”，
生产与辅助“协同配合”，“专业+区队”全
流程跟班写实等安全管控举措，针对顶
板破碎、顶梁错茬、伪顶冒落、支架错距
等特殊情况，形成图片视频资料，超前为
下一工序进行风险预警告知，确保了现
场的安全高效生产。

优标准 抓规范

他们锚定“精细精益、系统规范、集
约高效”工作主基调，坚持以规范提质
量、以质量保安全、以安全促生产，扎实
推进充填开采示范矿井建设工作。

“围绕跑浆、漏浆管控难点，我们从
规范作业抓起，从细节末梢严起，制定

“跑浆风险安全辨识与管控清单”“隔离
作业标准及清单式验收”等制度，推行班
组自验、专项督查、动态巡查、顶格处罚
等相结合的充填质量从严监管模式，努
力实现了工序达标、动态达标、质量达
标。”该公司采煤副总工程师赵显江介
绍。

他们围绕效率提升关键点，每月定
目标、定措施、定考核，坚持从充填泵速、
隔离工艺、支护工序、膏体配比、劳动组
织优化等制定保安提效硬措施，实行“一
队看两面”集约生产模式，从严正规循环
率、机械事故率、正点开机率“三项指标
考核”。2月份在 26天的有效生产时间
内，该公司创出双面 29个充填循环的历
史最好成绩。

“我们坚持结果导向、注重过程达
标，坚持所有工程一次做好、一次做对、
一次做到位，干一项成一项，把动态达标
落实到安全生产全过程，全面建设充填
开采示范矿井。”该公司党委书记、经理
苏林说。

走出充填矿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新路

春季是消防事故的高发期，柴里煤矿早部
署、早准备、早行动，强化消防风险研判，通过
提升消防意识、加强消防检查、组织消防演练
等方式，筑牢矿井消防安全“防火墙”。

（殷宪芝 李志军 李韬 摄）

甲辰初春，地处山西省临汾市古县
的枣矿盛隆泰达新能源公司春意盎然。

远望，塔罐林立、逶迤起伏，生产管
道阡陌纵横，拉运物料、产品的车辆络绎
不绝；

俯瞰，绵延如带，梯田层层，经山不
绝，犹如一艘航母在绿洲山涧航行，构成
一幅绝美的生态工业画卷。

如今景色，何其美哉，何其妙哉！然
而，谁能想到，两年前，这里只是一片荒
凉的山谷。

开山平地、修路护坡、通水通电、大
兴建设，两年间，已建成亚洲单孔生产效
率最高、装备智能化程度最高的7.6米大
容积单热式多段加热顶装焦炉，年产高
端冶金焦炭可达192万吨，实现由传统焦
化产业向氢能源产业延伸的现代化煤焦
化工企业。

从荒到绿、从无到强，巨变背后，是
枣矿集团坚持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为
主线，按照“1+4”区域发展布局，加速推
进焦化产业的鲜活注脚。

打造千万吨焦化产业集群是“赓续
百年新枣矿”的重要支撑。2021年 1月
22日，枣矿集团盛隆化工公司按照 52%
的比例，增资控股山西盛隆泰达新能源
公司，走出了外延拓宽发展新空间的重
要一步。

对于初次来山西盛隆泰达的记者们
来说，只看到了景美，而在盛隆泰达人的
眼中，美可不止这一种！

——在总工程师孟凯眼中，盛

隆泰达美在“智能化”

设好指标、登录系统，智能机器人实
时进行巡检；无人操作的AGV小车实现
无人包装和转运……他们投入9200余万
元，建设智能化焦化生产基地，采用意大
利焦炉本体技术、无人化一键炼焦管理、
工业数字岛、SOPRECO 单孔调压技术、
焦炉能源网络管理系统、智慧物流等一
系列先进技术和设备，由“制造”走向“智
造”，相比传统焦化企业，不仅直接减人
50%，还大幅提升了产品质量，实现以智
减人、以智提质、以智提效。

他们坚持“数”“智”结合，围绕工业
大数据技术、智能管控平台等加强数字
化升级，建立智能管控中心，采用焦化
MES系统“软”智控技术及焦炉机车智能
作业管理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
学习算法，精准判别焦炭成熟度。同时，
通过厂区的数字孪生模型，将模型与数
据关联，读取并展示生产线、物料、能源、
环境、安防等各要素信息，实现生产过程
可视化。

高智能化生产，必将带来高技能人
才的迫切需求。他们加大人才培养、使
用、激励的体制机制改革力度，让创新才
智充分涌流。

“听到我被评为枣矿集团‘劳动模

范’的消息，心情特别激动，一下就蹦了
起来，努力和汗水没有白费。特别感谢
集团公司为我们提供的平台，也感谢盛
隆泰达公司对我们的培养。”盛隆泰达综
合管理部员工崔祥晋激动地说。

——在总监、董事会秘书李建
兵眼中，盛隆泰达美在“产业链延
伸”

产业链延伸是更有效益、更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保障。盛隆泰达以192万吨/
年焦化产业为基础，充分利用焦化副产
品资源，以焦炉煤气和粗苯深加工产业
链条为纽带，向下延伸产业链条，着力打
造高端化工新材料、低碳能源和高效环
保肥料三个领域的产业结构，建设“一基
础、两链条、三精细”产业上下成链、企业
关联协作、基础设施完善的低碳循环绿
色产业体系。

目前，通过干熄焦发电、焦炉煤气制
甲醇、联产合成氨进一步延长产业链，并
以工作专班形式继续推动 SNG 项目合
作，形成涵盖“焦、化、电、甲醇、合成氨、
SNG”完整的产业链条。

——在后勤管理员李庆丰眼
中，盛隆泰达美在“幸福和谐”

天下之大，黎元为先。悠悠万事，民
生为重。

项目从开工建设的“三块石头支口
锅”“三顶帐篷搭个窝”的风餐露宿，到如
今的住宿酒店化、洗澡淋浴化、饮食人性
化……一项项民生工程、惠民举措，让一
幅幅温暖的民生图景点亮了万家灯火。

“一日三餐不重样，味道那叫一个
香，还送到岗位上，就像外卖一样。”员工
陈利民从送餐员手里接过午饭笑着说。

产业上向“智”、民生上向“暖”，不断
提高、持续改造、定期新增……盛隆泰达
用一个个动词来注解民生发展变化。

他们聚焦员工最关心、最关切的小
事难事，高规格建设“暖心食堂”，定期公
布菜谱和组织满意度抽查，及时调整菜
谱，实现从“我做什么，你就吃什么”到

“你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的转变，将
“众口难调”变为了“众口称赞”。

他们建设 600多平方米，集洗澡区、
休息区、管理区、开水区于一体的员工澡
堂，感应式淋浴、24小时循环加热，让员
工随时都能洗上舒服的热水澡；每间宿
舍添置电视、空调、席梦思、衣柜，配备洗
衣机、净水器、无线网……敞亮的房间、
整洁的卫生、齐全的配套，让员工真正感
受到家的温暖。

工业之伟力，生态之和谐。盛隆泰达
不仅在民生上下大力气，更在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上下功夫。以打造“3A级工业旅
游景点”为目标，将企业文化、地域文化、
行业文化，通过立面彩绘、色彩规划、绿化
设计、景观小品、灯光效果等载体，把“焦
化厂区”变成“旅游景区”，把“冷工厂”变
成“生态园林工厂”，形成一幅生产、生活、
生态交相辉映的美丽图景。

每个人对“美”的理解是不同的，但
绿色之美、智能之美、民生之美、延伸之
美，成为盛隆泰达人对美的共识。这份
共识鼓舞了人心、凝聚了力量、引领了方
向、坚定了步伐，为枣矿集团打造千万吨
焦化产业集群注入了强大动力。

“我们紧紧围绕强链、补链、延链要
求，立足于煤，发展于化，延伸于氢，坚定
走高端新材料路线，形成‘煤、焦、气、化、
氢’五位一体的产业延伸链和区域特色
循环经济模式，倾力打造世界先进的友
好焦化企业。”盛隆泰达新能源公司法定
代表人、总经理姬广伟说。

加速打造千万吨焦化产业集群

本报讯 日前，共青团中央、应急管理部发布2023年度“全国青年安
全生产示范岗”名单，付村煤业机修车间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榜上有名，
成为山东能源集团唯一上榜的单位。

近年来，付村煤业团委牢牢把握“党旗所指团旗所向”工作定位，以
“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创建为抓手，通过做优“橙”平台、融用“青”机制，
较好地发挥了青年安全生力军作用，打造了一支“青”字号安全“铁军”。

为培养一支适应矿井智能化发展需求的高技能青工队伍，该公司团
委联合有关部门，创新实施“矿企联动·域外培训”技能培训，分专业组织
青工到中煤科工集团、无锡煤机集团、郑州煤机等知名企业脱产培训、对
标学习，持续开展“青年干部夜校”“青年大学习”等学习活动，常态化举办
技能提升实操课堂、“青年工匠”擂台赛，打造“由学到比、由奖到匠、由匠
带徒、师徒同进”的青工技能提升链条。

荣获“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殊荣的机修车间，在应对矿井各项
急难险重的任务中练就了一副硬脊梁、铁肩膀。在百米井下遇到影响生
产的紧急突发状况时，兄弟单位第一个拨通的是他们的电话，无论是深更
半夜还是刮风下雨，他们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使命必达，妙手回春，擦
亮了“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这一靓丽名片。

针对当前百米井下安撤接续频繁、所需设备翻倍增长的实际，为高效
服务安全生产，有效减少配件领用、来回搬运等冗余环节，该青年安全生
产示范岗精准提供“配餐车”服务，通过“一站式”配送，直接将各班组所需
配件送至他们“家门口”,得到了工友们的“五星好评”。

他们将守护矿井安全生产的神圣职责扛在肩上，大力推行“青年融安
全”工作法，为各班组配备 2名“橙警”青安岗员，聚焦安全重点持续开展

“橙警行动”，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青”字号安全防线。
他们坚持用创新之“智”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安全系数，攻克的“立柱

导向套拔取器装置”“焊接护栏定位模板”等数十项创新成果，早已成为工
友们工作中离不开的得力助手。

都说“姜是老的辣”，这支 35岁以下青工占比 90%的团队，用青年人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和拼劲，成为一支“青”字号安全“铁军”，交出了
一份靓丽的“青春答卷”。 （尹丽君）

获评“全国青年
安全生产示范岗”

——枣矿集团山西盛隆泰达焦化项目建设纪实

编者按：
为进一步宣传外部开发工作成

效，展示赴外干部职工锐意进取、矢
志创业的精神风貌，枣矿集团启动

“赴外开发记者行”宣传报道活动，
分组分批赴外部开发单位进行现场
采访，展示赴外干部职工最鲜活、最
真实、最直接、最全面的工作生活

“全景图”。

□ 梁晓彤 张延栋

付村煤业机修车间——

本报讯 3月16日，暴雪笼罩呼伦贝尔大草原，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
度以下，寒风刺骨、呵气成冰。

在一望无际、白雪皑皑的旷野中，牧民一辆载满400只羊的大型运输
车，被大雪困在庆升煤矿附近 10多小时，人员、羊群陷于绝境，情况十分
危险。

险情就是命令。庆升煤矿接到苏木政府和旗应急局的求救电话后，
第一时间成立了应急救援队伍，驾驶工程车、带着工具和食品、保暖物资，
迅速前往事发地点开展救援行动。

由于连日大风大雪，道路早已被积雪覆盖，分不清哪是路哪是草原。
救援队前行十分困难。他们利用铲车开道，顶风冒雪一步步向前推进
……经过1个多小时，终于看到了被困车辆。

队员们第一时间将热水、棉服、食品等应急物品分发给牧民，并现场
勘察车辆受困情况，制定救援方案。

救援现场紧张有序。由于现场气温极低，运输车辆已经无法启动，救
援队一边用铲车清理道路积雪，一边牵引搁浅车辆，他们分工有序，有的
负责现场指挥，有的负责清理积雪，有的负责路线引导……在大家共同努
力下，经过 2个多小时的救援，牧民车辆顺利脱险，为牧民挽回直接经济
损失达50余万元。

“多亏你们出手相救，我们才能平安回家，真是太感谢了……”被困牧
民穆其乐紧紧拉住救援队员的手，激动地说：“我们会永远记住这份恩
情。”

据了解，被困牧民住在中蒙边境罕乌拉嘎查，由于为牲畜储存的过冬
粮草已经消耗干净，补给车辆进出草场运输困难，无奈选择将牛羊转移草
场，哪想遇上了暴雪天气，车辆深陷积雪里无法启动，手机也没有信号，再
加上缺衣少食，人和牲畜已到极限，再没有救援，后果不可想象。（庆升宣）

牧民车辆被困暴雪中
庆升煤矿紧急救援

本报讯 单轨吊运输系统覆盖采掘头面，物料半小时直达，减少岗位
工 8人，提高劳动工效 80%……三河口矿业公司打造井下“一站式”智能
物流运输圈，打通了服务生产“最后一百米”。

“我们在矿区率先建成从井底车场到采掘头面单轨吊‘一站式’运输
格局，人员和物料直达迎头，减少了转运环节，节省了人力物力。”该公司
运输工区区长马峰说。

得益于这套运输系统，该公司摒弃以往铺设滑板、手拉葫芦拆解、回
柱绞车倒运、无极绳绞车运输、反复装车卸车的繁琐回撤流程，使用“起吊
装置+调移装置+单轨吊”新模式，提前8天完成了13下07工作面的回撤工
程，节约用工成本89.9万元。

传统的支架回撤运输过程较为复杂，需要先在工作面解体装车，然后
运送到目的地再进行组装，运输途中有时还要开展巷道整修、卧底等繁琐
工序，存在运输线路长、转载环节多、安全管控难、占用人工多、职工劳动
强度大等缺点。

在应用新工艺后，他们不仅取消了绞车作业，简化了回撤造条件程
序，还从根本上杜绝了绞车滑移、断绳、物料歪倒等运输伤人风险。

据悉，该公司单轨吊和起吊装置采用遥控操作，操作人员与起吊物能
够保持安全距离，降低了职工劳动强度，增强了拆解作业安全性和工作效
率。同时，单轨吊一次性吊运整架液压支架，还避免了敷设滑板和使用绞
车带来的安全隐患。

据了解，该公司升级后的单轨吊系统还能通过无线网络与地面调度
实现数据交互，在百米井上可实时查看单轨吊位置、路线、车速等信息。
单轨吊前后安装摄像头，可同步将视频画面回传至地面控制台。同时，还
具备语音通信功能，不受物理区域位置限制，可实现驾驶员和井上调度之
间的实时对讲，只用一键开启语音通话就能把所需即刻送达。

“我们以安全智能集约高效为目标，在设备升级、工艺创新上下功夫，
积极引进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走出了一条装备精、用人少、效率
优、效益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该公司经理梁锋说。 （马传龙）

打造井下“一站式”
智能物流运输圈

三河口矿业公司——

□ 王超 于二海

筑牢筑牢““防火墙防火墙””防患于未防患于未““燃燃””

6 2024年3月2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李龙海 编辑：王溯 责任校对：孔宏斌走进矿区

欢

迎

刊

登

中

缝

广

告

电话：3316016

遗失声明

▲枣庄市山亭区
税务局府前西路5号
办公楼，坐落地山城
街道驻地，土地使用
证 丢 失 ，证 号 ：
98134，声明作废。

▲枣庄市山亭区
税务局西集税务分局
办公楼，坐落地西集
镇驻地，土地使用证
丢失，证号：0181，声
明作废。

▲枣庄市山亭区
税务局北庄税务所办
公楼，坐落地北庄镇
驻地，土地使用证丢
失，证号：93055，声
明作废。

▲枣庄市山亭区
税务局城头分局办公
楼，坐落地城头镇驻
地，土地使用证丢失，
证号：0137，声明作
废。

▲枣庄市山亭区
税务局山城税务分局
办公楼，坐落地山城
街道驻地，土地使用
证 丢 失 ，证 号 ：
93047，声明作废。

▲枣庄市市中区
老年人体育协会原财
务专用章丢失，编号：
3704020003787，声
明作废。

▲林海、林琳遗
失枣庄卓山景观陵园
福位永久使用权证

（安乐苑家族墓，位置
编列9号），现申请重
新办理，原有证件作
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