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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开展煤矿安全生产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本报讯 为深刻汲取烟台栖霞市五
彩龙投资有限公司笏山金矿井下爆炸
事故教训，切实做好当前煤矿安全生产
工作。近日，山东煤矿安监局、山东省能
源局联合下发紧急通知，对全省所有煤
矿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这次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着力解决
“看不到、想不到、查不透”和“看惯了、
习惯了、干惯了”等问题，主要针对煤矿
企业和正常生产建设煤矿采、 掘、 机、
运、通等主要系统，瓦斯、冲击地压、水、
火、 煤尘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情况，瓦
斯抽采、石门揭煤、巷道贯通、采空区密
闭、井下动火、放炮等关键环节进行严
格的排查整治，通过对问题隐患的查找
和处理，推动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地落
实， 坚决防范化解煤矿安全重大风险，
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煤矿事故。

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由煤矿 （企业）
自查自改，监管部门异地检查，省级抽
查督查。要求各煤矿对查找存在的主要
风险和隐患，落实针对性的管控和整改
措施，确保风险管控到位、隐患整改到
位。煤矿企业要加强对所属煤矿的安全
管理，落实主体责任，对所属煤矿进行
全覆盖检查。各市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组
织异地执法检查组，对全省煤矿组织开
展地市之间异地全覆盖执法检查；山东
煤矿安监局、省能源局各派出两名班子
成员带队，联合组成 4 个督查组，并聘
请有关专家， 对部分煤矿进行抽查，对
各产煤市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开展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刘武阁）

安徽十举措加强
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为坚决防范煤矿重特大事
故，打赢岁末年初煤矿安全保卫战，安徽
煤矿安监局联合安徽省能源局日前制定
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十项措施”，并
督促煤矿企业和煤矿强化落实。

一是深刻汲取近期全国煤矿事故教
训， 督促煤矿企业对照事故暴露出的问
题，深入开展自查自纠。二是安徽省煤矿
立即开展系统性大排查自查自改工作，
严格落实“八定”措施，做到不留死角、不
留盲区。三是加强管理，做到禁止不放心
的人上岗，禁止开展不放心的作业，禁止
不放心的设备设施使用。 四是全面排查
重大事故隐患， 对重大隐患进行挂牌督
办。五是对 2020年以来隐患查处情况开
展一次“回头看”，利用大数据分析，找出
根源性问题，制定防范措施。六是研究建
立 2021年度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做
到“一矿一案”“一矿一表”。 七是全面加
强煤矿重大灾害治理，持续推进“四零”
目标管理，加大灾害超前治理力度。八是
严格落实雨雪冰冻风险防范和冬季 “三
防”安全措施，严防冰凌、冰冻造成机电
设备线路破坏和设施、构筑物失灵失效。
九是切实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工作， 煤矿
党政负责人必须确保至少一人在岗，煤
矿企业救护队要时刻保持战备状态。 十
是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 坚决杜绝非
法盗采、违规作业，对长期停建的金黄庄
煤矿、 龙王庙煤矿纳入煤矿安全监管工
作重点，加强日常巡查和突击检查，严防
违法违规生产建设。 （安监）

山西煤监局持续构建
“六个执法”体系

本报讯 从日前召开的山西煤监局
2021 年工作会上了解到，今年山西煤监
系统将继续完善科学、 严格、 规范、公
正、文明、廉洁“六个执法”体系，深化煤
矿安全监察改革创新，综合施策、精准
执法；压实煤矿安全生产责任，靶向发
力、破解难题，推动煤矿安全生产系统
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
精准治理，努力实现煤矿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向好。

2020 年，山西煤监局推动构建“六
个执法”体系，破解了多年来煤矿安全
监察执法中存在的“宽松软”问题，激发
了监察人员的内生动力，监察执法力度
不断加大，监察执法效率、效果明显提
升，煤矿企业履行主体责任、自查自改
问题隐患的自觉性明显增强。

据统计，2020 年， 山西煤监局监察
执法各项指标居全国前列。全年行政罚
款 4.35 亿元，同比增长 348%；查处重大
隐患 295 条，同比增长 265%；责令停产
整顿矿井 287 矿次， 同比增长 367.9%；
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 335 矿次，同比增
长 523.4%；到矿处罚率为 67.1%，同比
增长 228.9%；矿均罚款 47.9 万元，同比
增长 271.3%。

2021年， 山西煤监局将及时解决诸
如拆分隐患、过度处罚、唯分执法和文书
预审不及时等问题，尽快补上监察执法改
革创新过程中发现的漏洞；省局、分局将
建立健全分片分矿联系责任制，把辖区内
各类煤矿全部纳入监察范围，明确包片包
矿具体责任人； 聚焦重大隐患和重大风
险，提升精准执法的能力和水平，避免大
水漫灌、“遍撒芝麻盐”。 （牛祥 李仑）

资资讯讯�� 掘掘进进一一直直被被业业内内视视为为煤煤矿矿安安全全高高效效绿绿色色开开采采的的““卡卡脖脖子子””工工程程，，随随着着煤煤矿矿智智能能化化建建设设的的加加
速速推推进进，，掘掘进进速速度度赶赶不不上上开开采采速速度度导导致致的的采采掘掘失失衡衡问问题题越越来来越越突突出出——————

煤煤矿矿智智采采亟亟需需补补齐齐掘掘进进短短板板
■本报记者 武晓娟

近年来， 为丰富女员工
文化生活，营造崇尚学习的
良好氛围，唐山矿业公司工
会定期组织女员工开展以
“书香山矿” 为主题的诵读
分享系列沙龙活动 。 图为
1 月 18 日，开滦唐山矿业公
司 “书香山矿 ”女员工诵读
活动现场。 庞英德/摄

读书活动丰富
女工文化生活

“智能掘进机器人系统已经更新到第
三代，是我们掘进面的‘白富美’，不仅掘进
速度大幅提高， 而且对粉尘实现了有效防
控， 矿工井下工作完上来再不是满脸黑不
溜秋了。”陕煤集团榆北煤业小保当矿业有
限公司一号煤矿掘进二队党支部书记陈兵
略带沙哑的声音， 掩饰不住内心的骄傲和
自豪。他的工友告诉记者，为了这套系统能
更好适配小保当煤矿，全队卯足了劲儿，陈
兵去年总共只休息了 11 天。

掘进一直被业内认为是煤矿安全高效
绿色开采的“卡脖子”工程，随着煤矿智能
化建设的加速推进， 掘进速度赶不上开采
速度的采掘失衡问题越来越突出。为此，有
多位业内专家呼吁，煤矿开采，掘进先行，
煤矿智能化开采需补好掘进短板。

欠账多，
掘进“拖”了安全高效“后腿”

据不完全统计， 约 2/3 的煤矿事故发
展在掘进工作面。 “煤矿井下作业人员中，
掘进作业人员占比达 1/3。 掘进面遇到危
险只能往后退，基本没有逃生通道，掘进空
顶的存在给巷道管理带来极大安全风险，
瓦斯、顶板、粉尘、冲击地压等灾害严重威
胁人员安全。”中国煤炭科工集团首席科学
家王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目前采掘
工作面工作人员多，安全保障难度大。

传统掘进工艺有放炮崩伤、 机器挤伤
人等风险，顶板、片帮以及机械伤人事故时
有发生，而且掘进工作面粉尘严重超标，严
重危害一线工人健康。

据悉，在常规内外喷雾措施下，掘进面
粉尘浓度仍高达 100 毫克/立方米以上，是
国家标准的 25 倍。王虹指出：“地面成熟除
尘系统因体积大、不防爆、不防静电，不能
直接应用在掘进面， 目前较先进的快掘面
大断面固液气三幕控尘技术防控效果达
99.7%，仍达不到 2 毫克/立方米的要求，不
仅要加强个体防护， 也要加强智能化粉尘
防控技术研究。 ”

值得注意的是， 综掘和综采技术差距
越来越大，采掘失衡问题突出。 目前，全国
煤矿掘进作业人员是综采作业人员的 3 倍
以上，仍满足不了综采需求。一位业内人士
对记者直言：“多头多面违规生产曾一度是
行业‘公开的秘密’，主要原因是掘进技术
跟不上综采智能化发展速度，进尺跟不上，
巷道行不成， 掘进成为很多煤矿高效生产
的一道坎。 ”

上述人士进一步指出， 煤矿企业普遍
重开采轻掘进，掘进“拖”了煤矿安全高效
的“后腿”。 王虹认为，要实现减人提效，需
要在掘进环节下功夫，“不解决掘进这个
‘卡脖子’问题，智能矿井、智慧矿山是建不
成的。 ”

掘进界有了“白富美”，
极大改善工作环境

采煤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倒逼掘进系统
提高效率，进一步解决采掘失调问题。

以小保当煤矿为例，2020 年 7 月 25
日在一号煤矿引入第三代智能掘进机器人
系统。陈兵介绍：“这套系统集掘、支、锚、通

风、除尘等功能于一体，可实现定位导航、
自动截割、远程控制，彻底解决了采掘接续
问题，安全有了保障，还极大改善了掘进工
作面的工作环境， 井下作业完上来大家脸
再不是黑的了。 ”

“设备刚回来时， 大伙儿并不看好，那
么庞大、笨重，光是顶梁就 26 吨，安装首先
是一大难题。 ”该队技术员李军娓娓道来，
“特种设备进不去， 吊起来也不好安装，怎
么办？快速组建了智能快掘技术攻关团队，
通过安装辅助支架先进行盾体机器人安
装。 我们 15 天将设备安装好，但才掘了 2
米就遇到了设备故障。 问题解决后又遇到
巷道夹矸，360 米的坚硬岩石怎么都掘不
动，赶紧去西安科技大学‘搬救兵’……12
月， 终于创下单日进尺 52 米， 单月进尺
816 米的纪录。 ”

陈兵告诉记者，在掘进队，熟练工、煤机
司机等特别缺，真是少一个人都不行。有了智
能掘进机器人，还需要解决设备和设备、设备
和环境不匹配等难题，不断适应井下复杂多
变的地质条件。 为智能掘进机器人能早日应
用，有工友甚至推迟了婚期，大家前前后后对
这套机器进行了 60多项创新改造。 两个月
里， 老师傅带新人， 培养出 4名煤机司机、5
名地质检修工、42名支护工。

技术瓶颈待破除，
智能掘进分步走

据悉，神东煤炭集团大柳塔煤矿、汇森
凉水井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集团新集
刘庄煤矿等积极探索应用智能化快速掘进

系统，掘进工效不断提高。记者进一步了解
到，近期掘进智能化发展，主要解决工况参
数在线监测、断面自动成形截割控制、智能
化截割控制、远程控制操等问题，仍有不少
技术瓶颈有待突破。

“目前最大的难题是掘支不能平行作
业，打锚杆支护的时候不能掘进，掘进的时
候不能打锚杆支护。 与综采三机配套 ‘并
行’作业相比，掘进作业线是‘串行’式的，
无法形成安全高效作业线。 ”王虹指出。

一号煤矿机电副矿长李杰向记者透
露，下一步，小保当煤矿将在如何实现支
护自动化、智能化，解决掘进工作面辅助
运输问题进一步减轻一线矿工体力劳动，
优化皮带运输系统提高循环掘进效率等
方面发力。

“煤矿智能化发展将不断把人员换下
来，八部委印发《关于推进煤矿智能化发展
的指导意见》后，更要充分应用 5G、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
协同、 高效、 共享、 安全的智能掘进工作
面。”王虹表示，由于采掘系统欠账较多，掘
进智能化发展可以分步走： 先实现机器的
智能掘进，再进行远程干预，最后实现智能
自适应。

王虹进一步指出， 井下空间定位导航
新技术、 支护效果动态监测与支护工艺精
确调整、 掘进工作面高精度智能感知与数
字孪生、掘锚一体机器人、掘进系统平台化
等将是未来掘进智能化发展的方向。“掘进智
能化是智慧矿山建设不可或缺的支撑，必须
扭转重采轻掘现象，投入更大科研、制造、
生产等力量，推动掘进向智能化迈进。 ”

3338 处煤矿纳入“一张网”
两年已初步形成较完备的矿山安全监管监察信息化体系，打破了以往安全信息建设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局面

■本报记者 武晓娟

日前，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对外称，截
至 2020 年底， 全国 3338 处煤矿实现安全
监控、人员定位、工业视频“三大系统”联网
数据接入和风险监测， 三等及以上尾矿库
实现联网和在线监测， 率先建成煤矿安全
风险监测“一张网”，成为国家首批“互联
网+监管”系统重点示范应用。

作为推进煤矿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煤矿安全信息化建设的
整体情况怎样？推进难点以及下一步工作
重点是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采
访了国家矿山安监局政策法规和科技装
备司相关负责人。

从开到关实现网上“一站式”服务

为打破原来单打独斗、 各自为战的局
面，国家矿山安监局确立总体发展规划，推
进工作聚焦业务应用、集约、共享、融合等
内容。 经过 2019 年、2020 年两年的建设，
已初步形成较为完备的矿山安全监管监察
信息化体系。

“煤矿从开到关，可实现全过程线上
申请、线上受理和线上核准的‘一站式’
服务。 ”国家矿山安监局政策法规和科技
装备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建成“功能
完备、一体协同、智能辅助、共享共用”的监
察业务系统，实现了业务使用人员、监察执
法业务流程以及政务服务事项线上办理全
覆盖。 2020 年，全系统使用监察业务系统，
完成监察执法 15775 矿次， 查处事故隐患
118676 条，行政罚款 14.89 亿元。

在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方

面，初步实现了“先联网、先看见”的整体目
标。截至 2020 年底，全国 3338 处煤矿实现
安全监控、人员定位、工业视频“三大系统”
联网数据接入和风险监测， 三等及以上尾
矿库均实现联网和在线监测， 率先建成煤
矿安全风险监测“一张网”。据悉，去年全系
统创新监察执法方式，利用信息化系统，累
计开展远程监察执法 774 矿次， 查出隐患
2592 项，行政处罚 2738 万元。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煤矿安全监管（监
察） 事项目录清单和检查实施清单已编制
完成，36 项监管事项、319 个监管子项、119
类检查实施清单已全部录入国家 “互联
网+监管”平台。 同时，依托“全国一体化在
线政务服务平台”， 持续推进在线政务服
务，矿山安监局政务服务事项清、现阶段向
各地方共享的政务服务数据， 以及共享方
式、途径都均已明确。

缺乏统一认识和技术标准规范

在疫情防控新形势下， 矿山安全信息
化建设也解决了不能到煤矿现场进行现场
执法问题。一方面，国家矿山安监局制定了
利用信息化系统联系指导省局工作机制，
推动全系统开展远程监察执法；另一方面，
开展视频会商， 督促全系统加强信息化系
统应用，改进过去单一现场检查的方式，探
索形成“线上日常巡查+现场核查”的新监
察方式。

“通过远程监察，查看煤矿井下人员数
量是否超定额，领导带班制度执行情况，井
下主要危险场所瓦斯浓度是否存在超限情

况、一氧化碳浓度是否存在超限情况，对历
史数据回溯统计，及时发现苗头倾向、系统
性风险等。”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国家局、
各省局、分局可以在单位、家中足不出户的
情况下， 通过平台实时掌握联网煤矿复工
复产状态和井下情况。

但在推进矿山安全信息化建设过程
中，还存在不少困难。一是在联网方面，各
方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需要明确的是，
煤矿企业是利用联网数据对自身企业的
风险进行管控，政府监管部门是利用联网
数据分析企业对风险管控的情况，并利用
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分析共性问题，从而
预判区域、全国性风险，并为制定政策制
度、监管监察提供参考和支撑。 二是不同
厂家产品数据传输、 交换接口不兼容，无
法进行有效的数据采集汇聚，造成系统接
入、联网困难，难以形成合力。上述负责人
直言，煤矿信息化缺少全面、科学、统一的
标准体系，包括感知网络标准、数据资源
标准、业务应用标准。他同时指出，国家矿
山安监局正在根据工作实际制定统一适
用标准。

此外，由于部分煤矿受地理位置偏僻、
矿山基础条件等限制，存在联网困难；部分
煤矿企业因不规范使用监测系统等原因，
造成断网现象也时有发生。

重点推进“电子封条”建设

随着信息化建设不断推进， 信息技术
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但由于煤矿井下
地质条件复杂，高温、煤尘、瓦斯、水等因素

造成井下作业环境差、 各种大功率装备设
备电磁干扰大， 目前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 先进技术装备等较难适用煤矿井下恶
劣环境，使用和维护成本偏高。

上述负责人表示， 国家矿山安监局将
继续以信息化手段推进矿山安全监管监察
能力现代化， 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矿山安
全监管监察信息化体系； 全面推进 “互联
网+监管”、“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
台”两项建设工作；持续完善煤矿风险监测
预警系统建设， 统筹推进非煤矿山信息化
建设，强化数据智能分析与应用。

下一步， 为有效防范矿山非法生产作
业行为，将重点建设全国矿山“电子封条”
智能监管系统，利用视频识别、物联网、大
数据等技术， 全天候监控关停矿山企业状
态，严防明停暗开、日停夜开等非法违法行
为。同时，通过推进全国煤矿安全风险管控
和隐患排查“一张网”建设，加强监管监察
执法全过程记录留痕及可回溯管理， 以及
数据综合分析深度利用， 为矿山监管监察
部门分级、分类、动态监管、精准执法、智能
决策提供支持。

另外，上述负责人透露，国家矿山安
监局将研究制定 《露天煤矿监测监控系
统数据接入细则》《煤矿工业视频监控系
统使用管理规范》《煤矿企业生产经营和
安全管理信息数据采集规范及接入细
则》《煤矿冲击地压感知数据接入细则
(试行 )》《煤矿水害防治感知数据接入细
则(试行)》《煤矿重大设备感知数据接入细
则(试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