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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稳步智行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武武晓晓娟娟

智能化元年
示范矿井批量启动

智能化建设事关 250 万煤矿职工安全，事关
煤企的高质量发展，事关能源生产技术革命。

今年 2 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应急部、煤
监局、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教育部 8 部委联
合印发 《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
见》， 首次提出智能化发展的 3 个阶段性目标，
并明确 10 项主要任务。 由此，煤炭行业按下智
能化发展加速键，开启智能化元年。

为更好发挥示范煤矿的引领带动作用，8
月，国家能源局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下发《关
于开展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推荐工作有关
事项的通知》，正式从国家层面组织相关单位开
展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工作。

智能化建设既是现实需要，也是趋势所在。
但煤矿智能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策激励、
装备投入、技术创新、管理科学等多环节支撑，
既不宜操之过急，又要避免“一刀切”。

抗疫度夏暖冬
煤企全力保供见担当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煤炭行业积极主动复
工复产。 3 月初，各主产煤省（区）煤炭日产量已
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 夏季高温叠加复产复工
加速推进， 局部地区用电高峰时段出现供需偏
紧， 煤炭行业多方统筹协调， 全力保障资源供

应；冬季气温骤降，工业生产快速增长，电煤供
应吃紧，煤炭行业最大限度释放先进产能，积极
做好民生供暖工作。

无论是防疫之求，还是稳定所需，煤炭行业
都主动克服困难，尽己所能保障煤炭供应，履行
社会责任，彰显担当作为。

保供同时，小煤矿退出工作也在加速推进。
继续推行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加快退
出低效无效产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
煤炭行业仍面临结构性去产能重任， 需加快推
进改革重组、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等重点工作。

打通区域壁垒
全国煤炭交易中心成立

10 月 28 日，全国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在
北京正式开业，成为首家“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的全国性煤炭交易平台。 该平台由国家发改委
牵头，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煤炭、电
力、钢铁、港口、地方交易中心等 35 家煤炭上下
游优势企业成立， 将为客户提供煤炭交易、物
流、交收、仓储、质检、结算、信息指数、供应链配
套及数据服务等一站式全方位服务。

长期以来， 在全国煤炭统一交易规则还没
有完善的情况下， 市场配置的效率不能得到充
分体现。 全国煤炭交易中心不仅可以打通我国
煤炭运输瓶颈，协调各个区域供需情况，也可以
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区域和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
力和话语权。 同时，全国煤炭交易和物流服务的

互联网化和电子化，还有望推动煤炭流通
领域数字化， 推动能源领域的数字化经济发展
和产业互联网发展。

重构行业格局
煤企重组步伐加快

随着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
深入 ，新一轮煤炭兼并重组步入快车道 ，煤
炭 “巨无霸 ”相继诞生 ，整合体量和难度近
年罕见。

7 月， 原山东能源与兖矿集团联合重组敲
定， 重组后的山东能源集团煤炭产量达 2.91 亿
吨。 9 月底，山西省将同煤集团、晋煤集团、晋能
集团进行联合重组，同步整合潞安集团、华阳新
材料科技集团的煤炭、 电力、 煤机装备制造资
产，以及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成立晋能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组后的晋能控股集团煤炭
产能约 4 亿吨。

兼并重组有利于行业格局重构， 有利于抵
御未来行业消费下行产生的风险。 但是，兼并重
组不应仅在规模上做文章，还需在人才、技术、
市场等方面持续投入，注意专注短板所在，不断
“闻风而思”“闻风而变”， 才能创建能源革命驱
动下的新业态。

安全面临新挑战
科学有序关闭退出矿井

截至 12 月 20 日，全国共发生煤矿死亡事故
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26.2%和 26.8%。 已连
续 48 个月没有发生特别重大事故， 创历史最长
周期。

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同时也
必须注意，“十三五”期间，煤炭行业已淘汰落后
产能 9 亿吨左右， 越来越多的小煤矿将处于关
停状态或即将进入废弃矿井行列。 12 月 4 日，
重庆市永川区停产关闭两个多月的吊水洞煤
矿， 因自行拆除井下设备发生重大事故， 造成
23 人遇难。

事实上，煤矿在最后实施关闭阶段，所有灾
害隐患在关闭过程以及关闭后一直存在， 其安
全防控难度甚至比正常生产过程还要大，关闭、
废弃矿井安全问题面临新挑战。

关闭、废弃矿井同样不能简单地一关了之。
煤矿从决定关闭开始， 就应制定好安全关闭的
完整方案和措施，针对每项灾害隐患做好科学、
严格、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聚焦生态保护
黄河流域煤炭高质量发展提上日程

黄河流域是我国最为重要的煤
炭资源富集区、原煤生产加工区和煤炭产
品的转换区，在全国已探明储量超过 100 亿吨的
26 个大煤田中黄河流域有 12 个， 全国 14 个大
型煤炭基地中有 9 个分布在黄河流域。

但煤炭开发对地表环境和生态、 地表水和
地下水资源产生严重影响， 成为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最严重的人为干扰因素。 值得庆幸的是，相
关部门及企业、科研院所已纷纷先行探路，以煤
炭资源开发利用为切入点， 开展黄河流域保护
行动。

黄河流域煤炭实现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是全国能源经济、 煤炭行业以及黄河流域全
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支撑。 10 月，黄河
流域煤炭产业生态治理技术研究院揭牌成
立， 将围绕黄河流域煤矿生态治理发挥智库
优势， 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的煤炭方案。

打造新型物流体系
首条输煤管道带浆运行

9 月，四代煤浆管道人在中国建设长距离输
煤管道的梦想终成现实， 神渭输煤管道成功带
浆运行。

这条设计年输送精煤 1000 万吨的管道，规
模为世界之最。 它实现了我国长距离管道输煤
关键技术突破， 不仅可以满足渭北地区大型精
细化工产业发展的煤炭供应需要， 还有望改善
煤炭企业运输瓶颈问题， 进而改变煤炭运输方
式过分单一依赖铁路的固有格局。

管道运输让环保要求趋严下的煤炭行业打
破运输受限困境，实现了“运煤不见煤”的零污
染、低排放；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管控，在节省
人力的同时大大提高安全性。

事实上，面对“最后一公里”的铁路货运难
题，管道运输不仅为“门到门”运输提供了可选
方案，还可成为矿区固体废弃物、充填材料的运
输载体。 期待这条中国造输煤管道不断优化终
端工艺，满足更多用户需求。

2020 年，煤炭行业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打响复产保供战，在高质量发
展进程中按下智能化加速键，在深化供给侧改革过程中掀起兼并重组小
高潮。这是煤炭行业负重前行，彰显企业担当的一年，也是煤炭企业升级
发展的智能化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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