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2 月 26
日，18001 次首列万吨
重载列车，从朔黄铁路
黄骅南站驶出，标志着
环渤海能源新通道黄
大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黄大铁路是国家
环渤海湾铁路通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 ， 全长
216.8 公里， 以朔黄铁
路黄骅南站为起点，经
河北省沧州市，山东省
滨州市、东营市、潍坊
市，接入益羊铁路大家
洼车站。 开通后，将有
力保障环渤海地区能
源安全稳定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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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碳中中和和””来来了了，，煤煤炭炭行行业业如如何何接接招招？？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武武晓晓娟娟

关注

黄黄大大铁铁路路全全线线开开通通运运营营

莫让新式培训成为职工负担

国家发改委：
全力组织煤炭增产增供

本报讯 记者武晓娟报道： 入冬以
来，全国煤炭需求超预期高速增长，局
部地区高峰时段供需偏紧， 国家发改
委经济运行调节局主要负责人日前表
示，将全力组织增产增供，指导山西、
陕西、 内蒙古等煤炭主产区和重点煤
炭企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产
能释放。

该负责人说，供暖季以来，电煤需
求有所增加，但供应总体稳定，可以满
足生产生活等用煤需要。 对即将到来
的寒冷天气， 有关部门已提前做好准
备，制定了周密的煤炭保供应急预案，
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一是全力组织增产增供。 指导山
西、陕西、内蒙古等煤炭主产区和重点
煤炭企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
产能释放，千方百计满足用煤需求。 根
据供需形势适当增加煤炭进口， 优先
用于发电供暖用煤需要， 充分发挥好
进口煤补充调节作用。

二是加快提升电厂存煤水平。 每
天监测全国重点电厂的存煤水平，及
时跟踪掌握电煤供应情况， 第一时间
协调解决供应中出现的突出问题。 针
对少数电厂存煤偏低的情况， 立即协
调落实煤源和运力， 目前电厂存煤稳
步提升。 全国统调电厂存煤保持 18 天
以上的合理水平。

三是加强重点地区用煤保障。 对
电煤供应相对偏紧的湖南、江西，协调
煤炭主产区和煤炭企业对存煤水平较
低的电厂给予资源保障， 协调铁路企
业优化运输结构，最大程度给予支持。
目前两省重点电厂存煤可用天数均在
18 天的合理水平。

四是组织应急保供资源。 已经组
织煤炭主产区和煤炭企业在产地、铁
路沿线和北方主要港口， 准备了一批
应急保供煤炭资源， 长则 3—4 天，短
则 1—2 天就能供应重点地区。

五是强化应急保障机制。进一步完
善应急预案，建立由有关部门、地方政
府、煤炭企业和运输企业的多方协同联
动机制。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及时启动
预案， 调动煤炭生产企业组织煤源，协
调衔接运力，保障电厂正常运行。

资讯

2020年前11月采矿业
利润同比下降32.8%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消息
称，2020 年 1-11 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7445.0 亿元，同
比增长 2.4%。 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3440.5 亿元，同比下降 32.8%。 其中，煤
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2022.2
亿元，同比下降 24.5%。

2020 年 1-11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 94.22 万亿元，同比增
长 0.1%。 采矿业主营业务收入 34456.8
亿元，同比下降 9.4%。 其中，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7794.7
亿元，同比下降 9.7%。

2020 年 1-11 月，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营业成本 12581.5 亿元， 同比下降
8.1%。 采矿业营业成本 25469.1 亿元，
同比下降 5.2%。 （王强）

国家能源榆林化工
项目投料试车成功

本报讯 日前， 国家能源集团榆林
化工榆林循环经济煤炭综合利用项目
一阶段工程（CTC-1 项目）一次投料试
车成功打通全流程， 产出 MTO 级甲
醇。这将为国家能源集团榆林能源化工
有限公司甲醇下游加工项目提供稳定
的甲醇原料，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

CTC-1 项目是陕西省重点建设
项目，2017 年 6 月开工建设， 位于陕
西省榆林市榆神工业区清水工业园
北区，占地面积 133.4 公顷，包括 186
万吨/年煤制甲醇和 40 万吨/年合成
气制乙二醇装置等， 年转化煤炭 440
万吨。 （李小虎）

宁夏煤业成功研发
新型聚甲醛专用料

本报讯 近日， 由国家能源集团宁
夏煤业公司研发的一种可用于土工建
材领域的高强高模纺丝级聚甲醛专用
料，填补了国内纺丝级聚甲醛专用料工
业化大规模生产的空白。

经应用试验证明，该专用料制备的
工程纤维能够大幅度增强混凝土道路
等的抗开裂性，延长其使用寿命。

此前， 土工建材领域使用的纺丝
级聚甲醛专用料尚无工业化产品。 为
拓宽年产 6 万吨聚甲醛装置产品应
用领域，宁夏煤业公司开展了高强高
模纺丝级聚甲醛专用料的项目研发。
历 时 两 年 ， 于 2020 年 6 月 产 出
MC90—F 高强高模纺丝级聚甲醛专
用料 50 吨。 （王艳 方伟）

■高运峰

近日，笔者到一煤矿访友，正赶上朋友
忙着用手机 APP 学习。 笔者夸赞其乐于学
习，朋友却表示很无奈。

原来 ， 朋友所在单位为强化职工培
训， 与相关院校共同开发了学习小程序，
并以文件形式要求职工必须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相应题目，以后台数据作为衡量学
习效果的标准，对未完成题目的职工进行
经济处罚。

近年来，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手机
APP 也走入了矿山，职工培训打卡、业务考
核等，只要轻轻动一下手指就可以完成。

学习 APP 的开发应用，无疑让职工学
习更加方便。但片面追求点击率，效果不佳
者被通报批评、扣罚工资，让学习乐趣消失
得无影无踪。

许多一线矿工年龄偏大，文化底子薄，
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灵活，通过手机 APP 自

主学习受限，为不受经济处罚，只能求助于
身边的工友，实现所谓的学习。 如今，在一
些矿区、班组，已经出现了专门为人答题的
助人为乐者。

如此一来，APP 的答题点击率提升了，
平均分值高了， 但并没有达到让职工通过
自主学习提高岗位业务素质能力的目的。

笔者认为，要提高职工运用手机 APP
自主学习的能力，应做好以下几点：

提高学习培训认识。 当前煤炭企业正
处在进行智能化建设、 迎接智能化生产的
新阶段， 这也对职工的岗位业务素质提出
了更高要求。因此，不论是管理者还是一线
职工， 都要提升对岗位业务学习培训的认
识。 认识的提升， 有助于职工提高自主学
习、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 同时，企业需要
推进培训方式、 方法的创新， 优化评定标
准，以达到提升培训效果的目的。

创新线上培训管理。 培训是提高职工
素质的有效途径， 是保障煤矿安全生产的

基础。 企业管理者要结合自身实际制定管
理考核办法，不以偏求全，不在量化考核中
搞一刀切。

例如，对年长职工、家庭条件困难职工
进行摸底， 了解职工使用智能手机、 使用
APP 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同时，可
广泛征求基层负责培训工作人员、 矿区职
工的意见，完善培训考核机制，从内容构架
到推广形式等实现全方位联动， 做好新媒
体培训的文章。 这样既能满足安全生产培
训的需要， 又能解决好不同职工群体接受
程度不同的问题。

做好新形式培训服务。 用新媒体平台
助力企业职工安全教育， 不能单一以抓学
分学时为目标，而是要转变思维，从企业生
产实际入手。

例如 ，通过建立包保小组 、联动培训
等方式 ， 解决答题操作过程中存在的困
难和实际问题 。 线上学习和线下服务相
结合，理论知识和生产实际相结合 ，让枯

燥的知识变得有用 、有趣 ，让职工从强制
管理到自主参与转变 。 同时 ， 可以以竞
赛、测试等多种形式激励职工 ，多用奖励
政策，少用惩罚政策 ，激发职工主动学习
的热情。

优化新媒体资源。新媒体时代是“内容
为王”的时代，不能只关注形式而忽略了内
容。企业可以通过链接相关权威教育网站，
增加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 让职工的学习
内容更硬核、更有料，自然会引起职工的密
切关注。

在新形势下， 煤炭企业要积极迎接智
能化时代的到来， 从做实做细职工培训工
作入手，切实让职工
共享煤矿智能化建
设红利，为全面实现
企业安全高效发展
提供有力保障。

（作者供职于龙
煤集团）

减什么？ 二氧化碳和甲烷

碳减排加速， 煤炭行业倍感
压力。

“绝不是简单地伸一伸手就
能触及的， 也不是踮一踮脚尖就
能够到的，需要助跑、加速、奋力
向上跃起才能达到。 ”针对碳中和

愿景， 中国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
变化司司长李高稍早前如是表
示。 那么，长期贴着“高碳”标签的
煤炭行业， 应怎样 “奋力向上跃
起” 才能够到 “2030 年碳排放达
峰、2060 年碳中和”目标？

“碳减排是过程，碳中和是
目标。 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导致
海平面升高、 极端天气频发，农
业生产和生物多样性受到直接
威胁，对人类影响日益深重。 作
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积极
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碳达峰、碳
中和也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必然选择。 ”中国矿业大学低
碳能源研究院院长桑树勋教授
近日对记者表示，碳减排对我国
能源发展有重大影响。

受资源禀赋影响，以煤为主
的化石能源长期在我国能源结
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煤
炭行业要实现碳减排目标，将面
临一次能源碳基比例过高的巨
大挑战。

也正因如此， 煤炭行业被推
入争议的漩涡。 2020 年，中国煤炭
工业协会和世界煤炭协会在一份
联合倡议书（以下简称“倡议书”）
中提到：“我们正深陷于一场极端
的争议中， 否定煤炭作为未来低
排放的一部分， 也忽略煤炭对诸
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支撑作用。 ”
与此同时， 倡议书也表明了

煤炭行业直面巨大挑战的决心：
“煤炭工业数百年的发展史已经
证明可以实现现代化， 能够通过
创新和技术进步应对运营和环境
挑战； 可以通过与政府和投资者
的合作支持经济发展。 ”

在煤炭行业进行碳减排，需
要减什么？ 桑树勋给出的答案是
煤炭生产过程中的甲烷和煤炭消
费过程中的二氧化碳。 “甲烷的温
室效应是等体积二氧化碳的 21
倍， 这种煤矿瓦斯气体不仅在煤
炭开采过程中会风排到大气中，
在废弃矿井关闭后， 也仍会从地
裂缝里不断向大气逸散排放。 二
氧化碳主要产生于煤炭消费过
程， 高碳问题集中体现在电力行
业煤燃烧发电阶段。 污染物超低
排放技术解决了燃煤电厂颗粒物
等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但
二氧化碳高排放的难题还未得到
有效解决， 燃煤火力电厂也成为
我国最大的二氧化碳工业集中排
放源。 ”

怎么减？ 强化开采与捕集封存两手抓

为减少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煤炭行业当务
之急需做什么？

在桑树勋看来，煤炭行业必须通过创新和技
术进步来主动应对环境问题挑战：“煤基温室气
体减排与资源化利用，应在三个方面加快技术开
发研究。 甲烷是煤层气的主要成分，煤矿甲烷减
排需要强化煤层气高效开采技术； 二氧化碳捕
集、利用与封存（以下称“CCUS”）被公认为显著
减少燃煤发电、煤化工等碳排放最具可行性的技
术，应大力发展和应用；另外，通过煤制油、煤制
气等技术进行能源转化，也是低碳化利用途径之
一，可解决部分高碳排放问题。 ”

CCUS，即把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
进行捕获提纯， 继而投入到新的生产过程中
进行循环再利用或封存。 如何将二氧化碳封
存固定， 一直是诸多学者倾力探究的重要研
究内容，近年来，国内多家能源企业和科研院
所也加大了 CCUS 的研发力度。 但多位业内

人士对记者表示， 该技术在实现产业化方面
还存在困难。

“CCUS 亟需解决有效性、 安全性和经济性
难题。 ”桑树勋告诉记者，一方面，二氧化碳如何
大规模有效捕集、封存，相关技术还不成熟。 另
一方面， 二氧化碳地质封存可能宿体比较多样，
如地层、废弃煤矿、海底等，目前最接近商业化的
地质封存方式是将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枯竭油气
藏中。 但这样封存是否会引发地质灾害、一旦集
中泄露该如何应对等安全性问题还没有研究清
楚。 此外，目前运行的 CCUS 示范工程处理一吨
二氧化碳的费用一般在 300-800 元， 这些附加
费用对火电厂而言， 维持正常运营都难。 所以
说，降能耗、降成本也是是 CCUS 技术研发和应
用推广的关键所在。

桑树勋还指出，全国碳市场成熟发展对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将逐渐发挥重要作用，应尽
快构建科学的碳交易市场监管体系。

减了么？ 技术探索初现成效

碳减排研究工作，煤炭行业从未缺席。
以中国矿业大学低碳能源研究院为例， 作为我

国成立最早的专门从事碳减排研究的省部级重点
实验室-煤基温室气体减排与资源化利用的依托
单位，10 年来，一直聚焦煤基碳减排与煤炭高效洁
净低碳化利用，致力于我国煤基温室气体减排与资
源化利用的技术水平提升以及相关学科发展。

记者了解到， 该研究院以山西省沁水盆地为主
要工区， 创新发展了深部煤层二氧化碳地质存储与
煤层气强化开发有效性关键理论，并对沁水盆地 3#
煤层做出二氧化碳有效存储容量达 13.68亿吨、可增
产煤层气超 1000亿立方米的评估，降低了工程探索
和示范工程实施风险；煤层甲烷绿色勘查、开发与减

排关键理论与技术的创新成果，在陕西、山西、新疆
等多个煤层气基地推广应用后， 相关区块布井成功
率提高 16%—21%，单井日均产气量最高可达成果实
施前的 6倍， 有效促进了上述地区煤层甲烷资源化
利用； 煤与矸石山自燃防治与温室气体减排关键技
术成果，推广应用于山西、新疆、内蒙、山西等 200多
个煤矿、30多个煤田火区以及 60多个煤矸石， 每年
可减排温室气体 654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桑树勋表示， 碳中和目标不代表不需要煤
炭， 煤炭行业必须加快解决煤炭低碳化利用和
碳去除技术问题。 正如倡议书所言：“我们的世
界仍然需要煤炭，煤炭工业不会消失，而是向洁
净煤方向过渡和转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