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矿区 52025年6月11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李龙海 邵明亮 编辑：陈洁 责任校对：雷磊

随着气温的逐步升高，枣矿集团六月“安全生产月”活动也随之升温、步入高潮。各单位围绕“人
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主题，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安全宣教活动，在潜移
默化中滋养干部职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素养。图为柴里煤矿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现场。

（李志军 殷维 侯翔文 摄）

本报讯 近段时间，枣矿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文，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赵庆民，先后到滨湖煤矿、蒋庄煤矿、付村煤业公司调研指导工作，听
取有关工作汇报，深入生产经营一线，查看有关工作推进情况，对下步工
作提出要求。

6月 5日，李文深入滨湖煤矿井下 31601工作面，现场查看了生产组
织、设备运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工作。要求坚定不移地抓好安全生
产工作，抓住水害治理这个“牛鼻子”，围绕关键地点，加强隐患排查，积极
探索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举措，做到思路清晰、措施得当、落实有
力。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以高标准、高境界、严要求、精细化，
动态保持标准化水平，着力提升工程质量、工作质量和管理质量。加强安
全监察和督察考核队伍建设，做到有方法、有载体、有措施，严格流程管
理、考核管理、细节管理和干部管理，防止在层层落实中弱化管理力度。
坚决守牢生态环保底线，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排放达标，实现环保达
标与降本增效、节支挖潜的互促共赢。

6月9日，李文深入蒋庄煤矿井下133上01充填工作面，实地查看了该
工作面地质构造、充填隔离、顶板管理等工作。要求树牢安全首位意识，
从严抓好安全生产，做好顶板支护、充填管路阀组等关键环节的风险管
控，推进研究论证和操作实验，实现架后无人作业，确保安全生产。加强
科技创新，围绕提高支护、封堵效率，强化小型履带式钻车等新设备的设
计研发，加快新技术应用，为充填开采提供科技保障。持续提升充填开采
效率，认真查找生产不足和短板，加大设备维护力度，科学控制采高，加强
端头支护，努力做到正规循环、稳产稳量、提质增效。抓实安全生产标准
化建设，坚持打造精品工程，统筹抓好文明生产、工程质量、设备管理、职
工规范操作等工作，着力消除作业地点的暗点盲区，全面提升矿井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水平。

6月 5日，赵庆民深入付村煤业公司井下 63 上08采煤工作面，现场查
看了顶板管理、设备运行等情况。要求进一步加强现场安全管理，科学调
整支护方式，抓好周期来压预测，保持当前稳定高效的生产能力。超前谋
划源头设计，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标准化要求，科学规划采场布局，确保一
次成型、一次做对。持续强化经营管控，完善考核标准，进一步加大修旧
利废力度，深入开展十项费用节支行动，实现降本增效。强化选煤创效，
全力抓好煤质管控，持续提升精煤回收率，实现效益最大化。

（王从祥 孙冬 高原 单凯）

本报讯 6月6日，枣矿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赵庆民主持召开六月
份任务目标落实会议，梳理分析五月份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安排部署六月
份任务目标和工作措施。

赵庆民强调，六月份是全国安全生产月，也是攻坚二季度、冲刺上半
年的收官月。各单位、各部门要进一步振奋抓安全生产、拼经营质效的精
气神，紧盯主要任务指标，补短板、强弱项、抓关键，坚定信心、鼓足干劲，
全力争取上半年最好工作成效。要统筹兼顾筑牢安全环保根基，把安全
环保放在高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绷紧安全生产弦，严把风
险隐患关，织密环保守护网，以最严标准、最硬举措、最实作风，确保安全
环保形势持续稳定。要把握节奏推动均衡有序生产，统筹采场布局、设计
优化、技术攻关、现场管理等工作，超前化解制约生产的关键因素，确保实
现平稳有序生产。要综合施策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加大经营管控力度，细
化降本增效措施，完成经营重点任务，以目标导向倒逼成本效益，精打细
算过日子、深挖内潜提质效。要加力提速攻坚重点工作任务，深入践行

“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根本要求，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统筹协调抓
推进，众志成城强攻坚，确保集团公司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枣矿集团领导潘洪卫、于志东、张立、梁锋出席会议，安排下步有关重
点工作。有关部门汇报了月度重点任务目标落实情况和下步工作计划。

（闵令文）

这里漾着柳宗元笔下“潭中鱼可百
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的灵动情趣；这
里跃动着高鼎笔下“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的欢快童真……昔日
的矿区塌陷区，如今已成鱼肥虾跃、产
兴人欢的生态园。

蒋庄煤矿深入贯彻落实“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绿色矿山建设
为载体，大力推进采煤塌陷综合治理与
生态修复，昔日的“生态包袱”正逐渐成
为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名片”。

“荒地”变良田 复垦焕生机

在采煤塌陷区治理的宏大画卷中，
土地复垦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蒋庄煤
矿大力推动采煤塌陷地复垦，采取“一
疏二平三改造”的方法，对整个沉陷区
进行重新布局，曾经沉陷的土地逐渐恢
复了生机。

走进蒋庄煤矿弘大公司开发中心，
目之所及皆是蓬勃生机、丰收之景。一
颗颗花菜饱满紧实，一丛丛芹菜鲜嫩翠
绿，处处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宛如一幅
绚丽的田园画卷。

“告诉职工们今天发香椿芽，晚上
可以吃香椿炒鸡蛋喽！”忙着采摘的职
工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据了解，蒋庄煤矿将矿井东南侧的

塌陷区通过复垦改良，建成了绿色农业
基地，通过发展无公害蔬菜种植，为职
工免费供应新鲜应季蔬菜。该项目被
评为全省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创新工
程，让沉陷的土地重新成为滋养万物的
沃土。

“塌坑”变公园 沉陷换新颜

“以前这里是一片沉陷凹地、积水
洼地，附近也是杂草丛生。现在，这里
已经变成美丽的生态公园，实在赏心悦
目。”初夏时节，在蒋庄煤矿塌陷地人工
湖遛弯儿的大爷坦言，现在他每天都会
来这里锻炼、健身、赏景。

曾经的采煤沉陷区，如今已蜕变为

集居民休憩、亲子娱乐、休闲旅游、绿色
种养殖等功能为一体的“矿山生态园”，
来此游玩锻炼的居民络绎不绝。

如果说土地复垦和公园建设是生
态修复的“面子”，那么产业开发利用则
是让沉陷区焕发生机的“里子”。他们
利用煤矸石等固体废弃物回填塌陷区，
建成了集机械制造、矿山设备修理为一
体的弘兴工业园，实现资源利用与产业
发展的双赢。

从“生态包袱”到“生态名片”，从
“荒地废坑”到“沃田秀园”，蒋庄煤矿以
坚定的决心、创新的举措和不懈的努
力，在采煤塌陷区治理与生态修复的征
程中奏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
乐章。

采煤塌陷区“蝶变”生态园
□ 本报通讯员 李丝 王从祥

李文赵庆民
到基层单位调研

本报讯 三河口矿业公司持续加码
技术创新，以物流监控室建设为突破口，
构建起全流程信息化的物料运输体系，
实现物资配送的“一站式”高效运转。

该公司物流监控室设在运输工区，
犹如矿山运输的“智慧大脑”，不仅能精
准定位井下运输人员位置，还可实时获
取单轨吊、电机车的运行轨迹、速度参数
及车载视频影像，更能对巷道红绿灯及
道岔进行远程控制，让井下运输管理从

“人工粗放式”迈向“智能精准化”。

据了解，此前，该公司井下物流管理
面临诸多痛点，严重依赖人工调度，造成
压车卸料不及时、空车滞留井下等问题
频发。如今，随着物流监控室的投用，彻
底重构了运输模式，既打破专业壁垒与
区队界限，实现跨部门协同作业，又构建
起高效快捷的运输新体系。

通过WiFi技术，监控室与地面调度
中心实现数据实时交互，即便在百米井
上，调度人员也能清晰掌握单轨吊的位
置、行驶路线及车速等关键信息。同时，

单轨吊前后安装的高清摄像头，还能将
井下实时画面同步回传至地面控制台，
如同为运输过程装上“千里眼”。

更值得关注的是，监控室配备的语
音通信系统能够突破物理区域限制，驾
驶员与井上调度人员可实时交流沟通，
无论是报料、装车，还是运输、卸车，只需
一键通话，车辆便能精准响应需求，让物
料运输实现“一键直达”。

在巷道，当遇到搬家倒面、运输高峰
等特殊情况时，监控室能够远程操控红

绿灯，科学规划车辆通行顺序，有效避免
车辆“碰头”导致的堵车、错车、倒车等问
题，既保障了运输安全，又将车辆运行效
率提升30%以上。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新科技、
新技术、新装备应用，持续在系统升级上
发力，持续推广数控系统至通风、排水等
环节，打造全矿一体化管控平台，应用无
人驾驶电机车与自动化装卸，推动全链
条无人化。”三河口矿业公司副经理刘亚
运说。 （马传龙）

三河口矿业公司：井下物流“一键调度”

本报讯 汛期来临，高庄煤业公司秉持早部署、早准备、早检查、早处
理、争主动的原则，从强化组织领导、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物资储备等方
面多管齐下，着力构建“预防+治理+应急”立体防控体系，全力筑牢防汛

“安全堤”。
该公司成立雨季“三防”专班，超前谋划、科学部署。精心制定专项检

查计划、抢险救援预案、防汛应急预案等一系列制度机制，明确各部门各
单位职责，分解任务目标，形成责任落实清单，逐项销号闭环。组建防洪
抢险队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完善各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为矿
井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

累计清挖井上下水沟6100余米，检修排水管路22845米、主排水泵16
台次；对各处变电所、电力变压器等电气设备进行检测，排查线路 45000
米；检测雷电防护装置、排查防水设施，开展 10余次专项检查，整改 80余
项隐患问题……连日来，该公司治理排水系统、保障供电安全、完善防汛
设施、整治潜在隐患，“工程治理+风险防控”双措并举，实现汛前隐患动态
清零，让安全生产防线更加牢固可靠。

“降雨已达到50毫米，仍在继续，威胁井下人员及地面重要岗点安全，
已通知井下人员紧急撤离、工广区域人员疏散至安全地点……”随着这一
紧急报告声响起，高庄煤业矿井灾害性天气抗洪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正式
开启。

为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该公司以“演”筑防、以“练”备战，先后开展
了防雷电灾害应急演练桌面推演、湖东大堤抢险应急演练、灾害性天气大
面积停电“模拟”演练、灾害性天气综合应急演练等系列演练活动，有效检
验了全矿协调配合能力和应急响应速度，提高了防汛抢险实战水平。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们还设立了专门的雨季“三防”物资库，对应
急防汛物资仓储情况进行详细盘点，制定雨季“三防”物资专项清单，建立
明细台账，准确掌握水泵、电缆、雨具等关键物资的型号、数量和存放点
位，设置明显标识分类保存、定点存放，确保防汛物资随用随取，为雨季

“三防”提供强有力的后勤支撑。
此外，该公司还运用微信公众号、电视新闻、宣传橱窗等多样化载体，

大力宣传雨季“三防”应知应会知识，积极开展各类防汛培训，敲响防汛
“警钟”，进一步增强全员防汛抗灾的意识和能力。 （樊红月）

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高庄煤业公司——

枣矿集团召开
月度任务目标落实会议

厚植全链条人才成长新生态
近年来，枣矿集团深入践行“人才是

第一资源”理念，创新实施“琢玉工程”和
“5331”职教工程，构建起阶梯式培养体
系、多元化赋能机制、立体化保障网络三
位一体的全链条育人格局，从精准技能
培训到跨界人才培养，从智慧基地建设
到生态留人工程，全方位打造人才培育
闭环，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顶层设计筑根基
构建立体培育新格局

在蒋庄煤矿实训基地，电钳工朱思
昂正娴熟排查设备故障。得益于“技能
订单”培养模式，朱思昂从一名初入职场
的“技能小白”，迅速成长为能独立解决
井下难题的技术骨干。

“基地培训让我实现技能跃升，还能
借助这个平台，随时回炉学徒，实现持续
成长。”朱思昂的蜕变，正是枣矿集团“琢
玉工程”十年规划落地见效的生动注
脚。

枣矿集团以山东能源“31789”青年
人才培养工程为指引，着力构建“阶梯式
培养+多元化赋能+立体化保障”体系，
创新推出矿、专业、区队三级联动机制。

柴里煤矿实施“纵向进科室、横向跨
专业”轮岗机制，丰富青年职工个人工作
履历，锻造复合型人才；七五煤业推行

“3+3+4”阶梯培养计划，将十年培育周
期科学划分为基层淬炼、定向强化、复合

提升三个阶段，形成独具特色的人才培
养范式。

传承创新激活力
打造技能裂变强引擎

“矿上实施的双导师制，是我成长的
最大助力，现在我也能带徒弟了！”田陈
煤矿青工胡冬冬感慨道。据了解，该矿
创新推行“一师多徒”“多师一徒”模式，
通过“技术大拿上讲台”“智汇大讲堂”等
平台，将绝技绝活从“独门秘籍”转为共
享资源。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
声。为让有理想、有抱负的“追梦人”实
现快速成长，枣矿集团各单位创新培训
载体，积极为青年职工搭建起成长成才
的“练兵场”。

岱庄煤业为每名新入职大学生配备
业务、生活、“结对子”三导师，签订导师
带徒合同，形成“技能有人教、困难有人
帮、成长有人带”的良性循环。滨湖煤矿
依托薄煤层智能化培训中心，创新推出

“理论+虚拟实操”的复合式培训模式，开
展师徒“一带一”，培育了“一专多能”的
综合型工程师队伍。蒋庄煤矿将导师带
徒作为基层单位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
既授“鱼”亦授“渔”，一项项绝技绝活后
继有人。高庄煤业通过“资深带骨干、骨
干育新锐”的一对一、一帮一“传帮带”模
式，实现了“技能不断代、经验不失传”。
付村煤业实行“师带徒”考核与导师薪酬
挂钩机制，助力普通职工刘峰蜕变为“齐
鲁首席工匠”，实现“一人带出一队，一队

带动一矿”的乘数效应。

赋能发展拓空间
畅通技能成长多通道

“从技术员到副总工程师，企业平台
让我实现三级跳！”付村煤业 85后研究
生冯飞，通过“智能装备工程师”选拔和
跨企业拜师，三年内成长为矿井智能化
专班负责人。

和冯飞一样，众多青年员工的心里
都有着同样的感觉：在枣矿集团，只要是
怀揣着梦想的奋斗者，总能在这里找到
归属感，都能“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一直以来，枣矿集团敢于打破人才
的“屏蔽门”，坚持不唯学历、不唯资历、
不唯年龄、不唯出身的选人用人导向，以
实绩论英雄，凭德才选干部。

付村煤业依托安全实训基地、区队
实践基地、大学生联合会、智创基地，为
青年员工量身定制“镀金”路径，让数名

“90后”走上科区长岗位。新安煤业打
破专业壁垒，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
职”，让安全生产技术骨干跨界历练党
群、经营岗位；田陈煤矿建立“学历+职
称”双提升工程，动态跟踪职工晋升节
点，破格提拔多名“90后”干部，对履职
不力者降级调整，形成“能上能下”的竞
争生态。

暖心服务聚合力
营造远来近悦生态圈

如果说育才、用才体现为一种价值
观，那么如何爱才、惜才更体现为一种情

怀。近年来，枣矿集团多方位研究探索，
形成多条“暖心之策”，以爱才的诚意、用
才的胆识、聚才的良方，积极营造政策留
人、服务留人、事业留人的大环境。

走进三河口矿业公司人才公寓，健
身房、阅览室一应俱全。“水电全免+政府
补贴，让我们外地人有了家的感觉！”
2023届大学毕业生宴玉行说。该公司
累计投入 300万元改造生活设施，并以

“三级五全”考评体系联动职业晋升与福
利待遇，让人才“留得住更干得好”。

蒋庄煤矿通过“三级慧谈”“缘来有
你”青年交友等活动拴心留人；付村煤业
将技能等级、创新成果与薪酬晋升深度
绑定，设立“智能工程师成长津贴”，让技
术尖子年薪突破 30 万元；田陈煤矿以

“创新成果冠名制”激励矿工，让普通职
工的名字镌刻设备铭牌，点燃全员“比学
赶超”热情。

从“技能订单”到“红色基地”，从“跨
界培养”到“生态留人”，枣矿集团构建起
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截至目前，该集
团已拥有国家级技能大师51人、省级首
席技师 15人、市级以上技术能手 77人、
高级工及以上技能人才4600人、专业技
术人才 2100人，建成 9个行业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4个省级创新工作室，为企业
高质量发展储备了充足动能。

“人才生态的持续优化，是百年枣矿
历久弥新永续发展的核心密码！”枣矿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文表示，将持续深
化“引育用留”机制改革，让更多千里马
在矿山沃土竞相奔腾，书写企业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崭新篇章。

□ 本报通讯员 王新 梁晓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