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1 日，国家煤矿安监局召开新闻
发布会， 通报今年以来全国煤矿安全生产
形势和重点工作进展情况。通报指出，今年
1 月至 7 月， 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保持
平稳向好态势，实现了“两下降、一杜绝”：
全国共发生煤矿死亡事故 63 起、 死亡 88
人，同比下降 39.4%和 51.1%。 其中，较大事
故 5 起、 死亡 22 人， 同比下降 61.5%和
62.7%；未发生重大及以上事故。

执法力度持续加大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情况下，煤矿安
全监管监察执法有哪些特点？面对记者的
提问，国家煤矿安监局监察专员胡海军指
出，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实行分时分区分
类分级差异化精准执法，制定远程分析指
导和视频会商制度；各地创新监管监察方
式， 采取分区分类现场执法、“互联网+监
管监察”、视频会商调度等方式，克服疫情
对执法工作的影响， 确保执法矿次不减、
执法进度不滞后、执法力度持续加大。

据悉，上半年，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共
监察煤矿 8016 矿次， 完成全年计划的
54.4%，同比增加 558 矿次，查处隐患 6 万
余条、其中重大隐患 445 条，行政罚款 7.04
亿元，责令停产整顿 272矿次，暂扣安全生
产许可证 439矿次。

今年以来，煤矿安全执法聚焦推动
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防控重大风险，查
处的安全管理、安全监控、通风、瓦斯、
防治水、开采等 6 类问题隐患，占隐患
总数的 64.8%。同时，对 8 个灾害严重地

区和 3 家煤矿企业开展了异地监察执
法，严肃查处曝光了一批典型违法违规
行为。

组建水害防治微信群

4 月初，国家煤矿安监局已经安排部
署汛期煤矿水害防治工作，督促检查煤矿
企业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和安全措施；7 月
1 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汛期煤矿安
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煤安监明电
〔2020〕1 号），7 月 10 日召开汛期煤矿安
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进行安排部署，突出
抓好“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国家煤矿安监局还对工作方式进行
创新，邀请各省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
负责人及有关专家组建微信群，在群内进
行政策发布、文件解读、天气预警、事故案
例剖析、专家指导以及督导检查，层层压
实汛期水害防治工作责任，落实落细煤矿
汛期安全防范各项工作措施。

“今年以来，通过短信平台及煤矿水害
防治微信群向全国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
负责人及煤矿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发送汛期
安全预警信息 20次、 事故警示信息 3 次、
安全提示信息 3次、通报信息 2次。 截至 7
月 31日，各级煤矿监管部门开展防汛检查
煤矿 2747 处，覆盖率达 91.4%；各级安全
监察机构防汛重点抽查煤矿 1344处。 ” 事
故调查司副司长杨以民介绍。

力争实现“三个下降”

另外，国家煤矿安监局今年还发布

了《关于落实煤矿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的指导意见》， 对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提出了八方面要求，紧盯“关键少数”，
强化监管监察，着力解决安全红线意识
不牢、管理责任层层递减、内部监督弱
化等问题。

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下一步，国家
煤矿安监局将以遏制重特大事故为“牛鼻
子”， 以开展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为主线，力争实现煤矿事故总量、较大以
上事故和百万吨死亡率“三个下降”，为做
好“六稳”“六保”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
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具体而言， 将扎实推进煤矿安全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等重点工作， 统筹抓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煤矿安全风险防
范工作，严格规范精准执法，加快推进信
息化智能化建设， 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
平。 同时，深入开展强化政治机关意识教
育、“灯下黑”问题专项整治，严格执行煤
监系统“禁酒令”，强化正风肃纪，狠抓煤
监队伍建设。 此外，还将加快修制订《煤
矿安全条例》《煤矿防灭火细则》《煤矿顶
板管理规定》等，编制煤矿安全生产“十
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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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向好
■本报记者 武晓娟

“绿色复工”确保如期建成

“张北坝上地区气候条件较为特
殊， 这里曾经是铁马冰河的古战场，
是凛冽酷寒的贫瘠地， 冬季严寒漫
长，最低气温可达零下 40℃，在极寒
天气下， 一天的施工时间仅有 3—4
个小时。 ”王帅告诉记者，为了实现工
期要求，首先安全防护不能有丝毫马
虎， 其次施工时间要做到精准计算，
再次就是团队配合要做到准确顺畅。
简而言之就是要与时间赛跑。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让全
国的城市乡村一度陷入沉静， 各地
企业的生产经营更是被按下了 “暂
停键”。

为了确保工程在疫情期间如期复
工， 在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部的统筹
下， 国网冀北电力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 国务院关于复工复产工作的决策
部署，落实国网公司“四早”“四清”要
求，积极主动对接地方政府，3 月 15 日
冀北段全面复工， 施工高峰期同时在
场施工人员多达 2846 人， 持续保持
“双零”目标。

“我们在工程现场成立了疫情防
控工作组，备齐防护物资，设置隔离
室， 严格落实封闭式管理、 体温监
测、 定时消毒、 分餐就餐等防护措
施，扎实落实各项防疫工作要求，做
好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准备工作 ，加
强与属地卫生行政部门、 卫生防疫
部门和专业医疗机构沟通协调 ，实
现疫情信息共享。 ”王帅介绍。

崇山峻岭间， 一组组闪亮的导线犹
如条条银龙穿梭其中。如果说建设张北
柔直工程， 让张北的风点亮了北京的
灯， 那么建设张北-雄安特高压工程，
就是用张北的“风光”点亮雄安的美。

从保供北京到送电雄安， 冀北电
力正在凝心聚力打造 “绿色引擎”，为
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中国赋能。

1月至 7月，全国共发生煤矿死亡事故 63起、死亡 88人，同比下降
39.4%和 51.1%，未发生重大及以上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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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
跑，氧气吸不饱”，这是荒凉的柴达木盆地
的真实写照。从位于甘肃省敦煌市的青海
油田基地向西南方向驱车近 200 公里，便
进入柴达木盆地腹地， 一路上茫茫戈壁，
偶尔有泛黄的骆驼刺零星点缀。

近日，记者跟随中国行业报协会组织
的“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高原油气田
经济社会贡献”主题采访活动一行，来到
位于柴达木盆地的世界海拔最高油气
田———青海油田，一路调研了青海油田冷
湖老基地、英东油田作业区、尕斯库勒联
合站、花土沟原油生产基地、格尔木天然
气和炼化基地。

自 60 多年前新中国第一支石油勘探
队伍挺进柴达木盆地，到今天茫茫戈壁上
井架林立、机器轰鸣，青海石油人从未停
止过对柴达木盆地的探索。 如今，几代青
海石油人在戈壁大漠中建成了尕斯、英
东、涩北、东坪等几大主力油气田，年原油
生产能力 230 万吨、 天然气生产能力 64
亿立方米，成为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油气
生产基地。

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

据了解， 青海油田的勘探始于 1954
年， 是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先驱之一。
主要勘探开发领域在素有“聚宝盆”之称
的柴达木盆地，油田工作区平均海拔 3000
米，空气中的含氧量是内地的 70%，气候
干燥、风沙肆虐、高寒缺氧，是国内自然条
件、工作环境最为艰苦的油田。

在位于柴达木盆地西部南区的采油
五厂英东作业区，记者见到了几位平均年
龄仅 30 岁的“守井人”，由于常年暴露在
强烈的紫外线下，加之高原缺氧，他们皮
肤略显粗糙。

“我们一般需要在生产现场连续工
作两个月，这里海拔高、风沙大，条件比
较艰苦， 但能为祖国的能源建设贡献出
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是值得的。 ”青
海油田采油五厂英东作业区采油操作人
员肖倩告诉记者， 她从小跟随父母在青
海油田长大，4 年前从中国石油大学 （北
京）毕业后，便毅然选择回归家乡，扎根
青海油田。

正是由于这一代代不畏艰难的青海
石油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才成就了今
日的青海油田，成就了甘、青、藏三省区重
要的能源基地。

记者从青海油田获悉， 截至目前，青
海油田已发现油田 23 个、 气田 10 个，累

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 10 亿吨以上， 年原
油生产能力 230 万吨、天然气生产能力 64
亿立方米、原油加工能力 150 万吨。 建成
了 8 条输油气管线， 年输油能力 300 万
吨、输气能力 101 亿立方米，天然气远输
到西宁、兰州、银川、北京等地。

以青海油田下属涩北气田为例， 它是
中国第四大气区，是涩-宁-兰管道的气源
地和西气东输主要战略接替气源之一，作
为甘、 青、 藏等省区天然气保供的 “大本
营”， 担负着下游 1300 多万居民的供气重
担，同时肩负着“气化西藏”的重任，截至
2019 年底，涩北气田已累计产气 755 亿立
方米。

“打造千万吨规模高原油气田”

无论是在青海油田的生活基地，还是
在生产一线，“打造千万吨规模高原油气
田”的标语随处可见。 据介绍，作为已开发
了 65 年的老油田， 青海油田油气探明率
依然较低，如何确保稳产、增产，成为当务
之急。

中国石油第四次油气资源评价数据
显示，柴达木盆地油气资源总量达 70.2 亿
吨，石油探明率 19%，天然气探明率 13%，
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后发优势。

“我们要深化创新驱动，全力增储上
产， 高质量推进千万吨规模高原油气田
建设， 为中国石油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
国际能源公司、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

更大贡献。 ”青海油田党委书记、总经理
张明禄表示。

据青海油田油田开发处开发规划科
科长张永锋介绍，为了增储上产，青海油
田按照“老区内部挖潜，老区滚动扩边，新
区精细评价”三个层次，优选油气富集区
块，按效益排队，今年优化部署原油产能
43 万吨。 其中，在南翼山Ⅲ+Ⅳ、英东等老
区，按照层系细分、局部完善井网的思路
部署产能，新井投产 119 口，平均单井日
产油同比提高 0.38 吨。在风西、英中、切探
2 井区等新区，突出勘探开发一体化，风西
102 井日产油达 35 立方米，风平 1 井实现
2 年稳定试采，累产油 4700 吨。

同时， 青海油田气田开发在老区稳
产、建产区试采和接替区块试采三个层次
上加大评价力度， 计划部署评价项目 18
个， 实现老区 60 亿立方米再稳产 2 至 3
年、新区评价储量 400 亿立方米的工作目
标。 目前已经提前实施完成了 1.5 亿立方
米产能，新钻 47 口气井全部投产，日增产
天然气 40 万立方米。

来自青海油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 青海油田共生产原油 114.62 万吨，同
比增加 3.06 万吨， 日产天然气由 1675 万
立方米上升至 1780 万立方米， 实现逆势
增长。

变“熬冬”为“冬训”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

情以及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使石油行业进
入“寒冬”，包括壳牌、BP、雪佛龙等在内的
几大国际石油巨头上半年集体亏损， 我国
几大石油央企同样面临严峻经营形势。

在此背景下，年初以来，青海油田认
真贯彻“六稳”“六保”要求，超前谋划，主
动作为。 以提质增效为核心，变“熬冬”为
“冬训”，并提前制定下发开源节流降本增
效工程实施方案，确定了原油完全成本同
比同口径降低 2 美元/桶的目标。

“油气勘探是龙头，持续推进高质量
勘探，强化勘探质量效率，优化勘探部署，
持续推进成熟区块精细勘探、重点领域高
效勘探和探索领域风险勘探，并强化理论
研究和技术攻关，控制勘探成本。 ”青海油
田勘探处（勘探事业部）副总地质师张长
好对记者表示。

据悉，今年以来，青海油田减少高成本
深井 3 口，压减试油 8 层组、减少压裂 3
层组。 优化了特殊测井项目，在风西区块
实施两开结构， 使得单井钻井投资降低
了 33%。 天然气生产则坚持单井治理日
分析制度，新投、调层、大修作业效率同
比提升 20%—36%， 措施有效率达 90%，
措施增气量 3 亿立方米，均创历年新高。
累计降低投资、优化生产费用数亿元。

今年上半年，青海油田油气产量当量
和提质增效项目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的 50%和 59%，利润位列中国石油勘探板
块国内上游公司第 4 名， 交出了亮眼成
绩单。

青青海海油油田田：：打打造造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新新样样板板
■本报记者 李玲 通讯员 李凌波

走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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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展曙
光举例说， 假设平均输配电成本为
0.15元/千瓦时，220千伏及以上真实
的输电成本为 0.05 元/千瓦时，10 千
伏配电成本为 0.25 元/千瓦时，增量
配电所获输配电价差为 0.20 元/千
瓦时；在高电压补贴低电压 0.08 元/
千瓦时的情况下，220 千伏输电费变
成 0.13 元/千瓦时，10 千伏配电费变
成 0.17 元/千瓦时，220 千伏到 10 千
伏的输配电价差减少为 0.04 元/千
瓦时。 “交叉补贴导致输配电价格变
化，在输、配不分的情况下，可以由经
营输配电业务的省级电网企业进
行内部收支调整，‘肉烂在锅里’；
但在输、配分开核算的情况下，价差
缩小意味着能够获得的配电费也会
减少。 ”

针对输配电价衔接问题，《意
见》提出，不同电压等级输配电价
与实际成本差异过大的，省级价格
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国务
院价格主管部门申请调整省级电网
输配电价结构。 “但这个解决方案基
本上不具备可操作性， 这几年还没
有任何一个省区据此对省级电网输
配电价结构作出调整。 ”沈贤义说。

地位存争议，配电网企业成“用户”

除了缺少合理配电价格机制
外，增量配电网与省级电网之间的
结算问题也尤为突出，各方对于配
电网企业市场地位的理解，也在业
内引发了广泛争论。

“现在很多地方都把增量配
网当成用户对待， 要求配电网企
业按照电压等级缴纳价差。 从权
利义务匹配的角度来说， 这其实
是非常不公平的。 ”展曙光说，配
电网运营商与电力用户二者承担
的法律责任完全不同 ， “作为用
户，是要享受电网提供的服务；而
配电网建设运营是要去投入设
备、运维队伍 ，承担保底供电 ，为
用户去提供服务的。 ”

对于这一问题，《意见》明确，配
电网与省级电网之间的结算电价，
按现行省级电网相应电压等级输配
电价执行。 展曙光认为，这条政策正
是导致了目前各地配电网市场地位
“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同样在此附件中， 又明确提
出 “配电网与省级电网具有平等的
市场主体地位”。 但多位受访人士透
露， 配电网企业在结算中已经被当
做电力用户要求缴纳价差， 所谓平
等地位，根本无从体现。

“目前增量配电项目的营商环
境和法律地位都不具备电网特征，
最多也就是介于大用户和转供电之
间， 一边要承担社会对电网企业的
责任和义务， 一边却不具备正常运
营电网的企业环境， 这类配售电公
司的运营难以为继是可想而知的。 ”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彭立斌指出。

机制待理顺，顶层设计亟待明确

“实际上，现在反映在价格方面
的所有问题， 都是机制设计上存在
的问题。 ”某不愿具名的业内专家直
言，“比如说， 如何定位增量配电项
目？ 地方政府就应该将其直接看做
是在自己行政区划内的另外一张电
网，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制定规则，许
多问题就可以简化。 ”

“增量配电改革开启后，一部分
增量配电投资者看中的是配电网
资源，及用户资源背后潜在的售电
等业务的盈利能力。 ”中国社会科
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冯
永晟指出，“从一开始的顶层设计
上，其地位就没有得到明确，这也
导致各方对于增量配电改革的具
体理解产生了差别。 ”

华东电力设计院智慧能源室主
任吴俊宏认为，目前省级输配电价
难以反映各个电压等级的真实成
本，是目前增量配电价格机制难以
形成的根源。 “相较于省级电网，对
增量配网进行成本监审的优势在
于，由于其规模相对较小，各类成
本相对更加清晰。 因此，现阶段不
妨将‘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优先
应用于增量配电网。 ”

“不同背景的投资者也有不同的
出发点。 有的人就拿它当个副业，但
也有的把身家性命都放在这了。 ”上
述天津泰达电力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更多地关心增量
配电项目的发展，“现在不少项目已
经拿了‘出生证’，其生存空间也应该
得到保障。不然最后小孩子营养不良，
还是大人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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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配电改革
“雷声大雨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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