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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资讯讯

四川建立煤矿安全隐患
整治督办工作机制

本报讯 日前，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
发布《关于建立煤矿安全隐患整治督办
工作机制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对强化煤矿安全监管工作责任做出明
确要求。

《通知》要求，各煤矿企业、煤矿上级
公司、属地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及时报送
安全隐患，每月分两次报送检查中发现的
安全隐患。 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按照
监管权限每周严格对安全隐患进行审查，
确定等级并定期报送煤矿安全隐患分级
督办建议表。 属地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煤
矿上级公司要实施隐患整治过程监督，
每月由督办单位分管负责人带队采用明
查暗访、突查夜查等方式对督办煤矿至少
进行一次督查工作。 要实施隐患验收销号
管理，对安全隐患严格按照“五落实”和“八
定”要求进行整改后，由直接监管部门（国
有煤矿集团公司）负责验收销号。应急管理
厅将组织专家组每季度对督办的隐患进
行抽查，发现对督办的隐患整改走过场、整
改不合格、验收不实、销号弄虚作假的，一
律严肃追责并全省通报。

《通知》明确，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
隐患实行安全隐患分级督办，应急管理
厅主要对煤矿灾害治理不到位、生产系
统缺陷和安全保障系统失效等方面的
重大安全隐患进行督办。市（州）应急管
理局主要对煤矿 “六假六超”“三瞒三
不”等方面的违法行为和相关重大隐患
进行督办，县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主要
负责督促煤矿按质按标整治各类安全
隐患。 （刘凤碧）

陕西对春节后煤矿
复工复产作出安排

本报讯 日前， 陕西省应急管理厅
下发 《关于加强春节后煤矿复工复产安
全工作的通知》，对春节后煤矿复工复产
作出安排。

通知强调， 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
和煤矿企业要主动应对新情况， 深入解
决新问题，超前精准研判风险，细化实化
管控措施， 统筹兼顾做好复工复产环节
和正常生产建设煤矿安全防范工作，坚
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通知要求， 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
要严格落实 《煤矿复工复产验收管理办
法》（煤安监行管﹝2019﹞4 号）规定的复
工复产条件， 同时对安全监控系统不健
全和不能正常运行的煤矿、 未按全面深
入开展安全大排查要求形成自查报告的
煤矿、 复工复产前未制定隐患排查整改
措施或未完成隐患治理的煤矿、 各级监
管监察部门检查督查发现问题隐患未按
要求整改到位的煤矿、 存在开采保安煤
柱和未对违规承包井下工程队伍清理到
位的煤矿、 分类处置纳入关闭退出和列
入 2021 年淘汰退出计划的煤矿、长期停
产停工和疫情防控没有把握的煤矿、安
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不达标的煤矿、
“五职矿长”和技术管理人员不齐全或因
为疫情不能到岗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煤
矿、 职工培训不合格和特殊工种不能满
足安全生产要求的煤矿、 重点危险作业
岗位和关键设备应急管理处置措施不完
善的煤矿，不得以任何理由复工复产。要
求安康地区石煤矿复工复产严格按照煤
矿复工复产条件和标准， 不得降低标准
和条件。 （安康）

安徽省开展
矿产资源国情调查

本报讯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近日印
发 《安徽省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总体工作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于 2022
年 2 月底前完成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摸
清全省矿产资源家底、资源潜力、供应能
力， 推动建立矿产资源定期调查评价制
度，实行资源储量基础数据信息化、精细
化管理，为判断矿产资源形势，科学制定
矿产资源规划和政策， 促进矿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基础资料。

《方案》提出，本次调查的主要任务
是， 开展查明矿区矿产资源的数量、质
量、结构和空间分布；更新矿产资源潜力
评价；实施能源矿产资源、重要功能区矿
产资源、压覆矿产资源、资源基地矿产资
源等专项调查和评价以及重要矿产资源
可利用性评价； 开展矿产资源储量动态
更新机制和重要矿产资源保障程度研
究；建立国情调查数据库。

《方案》强调，要建立质量保障和纠
错机制。建立调查单位自查自检、省级全
面检查和全国核查的三级质量保障体
系。 生产矿山调查数据资料进行 100%
自检，存疑数据均须形成举证材料。 对
缺失数据和存疑举证材料进行逐项复
核或实测，不符合技术规范的应进行补
测。 配合自然资源部对调查数据信息进
行核查，实地抽查不少于 5%。 对检查核
查发现的问题，依据举证补正材料修正
完善。 对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偏差超过
30%或达中型储量规模以上的， 要求矿
山企业编制储量核实报告， 经评审备案
后纳入调查数据。 （洪曙光 杨靖韬）

■丁百川

2020 年，面对极其严峻复杂的国内外
形势，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和广大煤矿企业统筹抓好疫
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国煤矿事故总
量、较大事故量、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持续
下降，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事故基本情况

事故总量情况 。 发生死亡事故 122
起、死亡 225 人，同比减少 48 起、91 人，分
别下降 28.2%和 28.8%。

较大事故情况。 发生较大事故 10 起、
死亡 49 人，同比减少 12 起、56 人，分别下
降 54.5%和 53.3%。其中，山西 4 起、陕西 2
起、山东 2 起、重庆 1 起、云南 1 起。

重特大事故情况 。 发生重大事故 3
起、死亡 52 人，同比持平；没有发生特别
重大事故， 同比持平。 3 起重大事故分别
为：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松藻煤矿

“9·27”重大火灾事故，造成 16 人死亡、42
人受伤；湖南省衡阳市耒阳市导子煤业有
限公司源江山煤矿 “11·29” 重大透水事
故，造成 13 人死亡；重庆市永川区吊水洞
煤业有限公司“12·4”重大火灾事故，造成
23 人死亡、1 人重伤。

事故类别情况。 瓦斯、顶板、运输、冲
击地压等事故下降，特别是首次遏制了重
特大瓦斯事故，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但火
灾、水害、机电等事故上升，且发生了 2 起
重大火灾事故。

事故主要特点

事故总量持续下降。 近 10 年，煤矿事
故总量逐年下降， 但事故下降幅度趋缓，
2020 年比 2015 年减少 230 起、373 人，分
别下降 65.3%和 62.4%。

较大事故保持下降趋势。 较大事故总
体呈下降趋势，2020 年比 2015 年减少 25
起、108 人，分别下降 71.4%和 68.9%，但从
2013 年开始曲线斜率明显趋平，2016 年后
呈锯齿形下降，2017 和 2019 年出现反弹。

重特大事故保持下降趋势。 重特大事
故呈锯齿形下降，同时波动幅度较大。 2020
年比 2015 年减少 2 起、33 人， 分别下降
40%和 63.9%。 2016 年、2019 年出现反弹。

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持续下降。从 2016
年开始下降幅度趋缓，2020 年比 2015 年
减少 0.103，下降 63.9%。

国有煤矿事故比例提高。 国有煤矿事
故多发，较大以上事故占比高。 国有煤矿
共发生事故 72 起、119 人， 分别占全国煤
矿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的 59%和 52.9%
（2015 年占 53.1%和 47.3%）。 其中，较大以
上事故 8 起、45 人， 分别占全国煤矿较大
以上事故起 数 和 死 亡 人 数 的 61.5%和
44.6%（2015 年占 35.0%和 36.8%）。

部分时间段事故集中。 2 月底、9 月底
至 10 月初、11 月初至 12 月初煤矿较大以
上事故集中， 是 3 个明显的高峰期时间
段。2 月下旬的 8 天内发生 3 起较大事故；
9 月底至 10 月发生 1 起重大事故、2 起较
大事故；11 月初至 12 月初接连发生 2 起
重大事故、2 起较大事故。 13 起较大以上
事故中有 6 起发生在夜班，死亡 39 人，占
较大以上事故总量的 46.2%和 38.6%。

事故原因简要分析

安全红线意识不强。部分煤矿重生产、
轻安全，重效益、轻安全，该停时下不了决
心停，该减少产量时下不了决心减；有的煤
矿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仍然继续生产。

违法违规行为仍然突出。2020 年发生
的 13 起较大以上事故均存在违法违规行
为，主要表现为超层越界开采，未经批准
擅自复工，隐瞒作业地点，采取假图纸、假
资料逃避监管，违规转包分包等，大多数
事故矿井同时存在多种违法违规行为。

国有煤矿安全管理滑坡。一些国有煤矿
开采时间久、企业负担重、投入不足、设备老
化，加上生产环节多、管理不精不细、队伍不
稳定，有的甚至违规承包、以包代管；一些国
有煤矿靠着技术装备提升掩盖了管理上的
不足，盲目自信、思想麻痹、管理松懈。

安全风险防控乏力。 一些煤矿对冲击
地压、煤与瓦斯突出、水害等重大灾害不
重视，漠然视之，隐患整改和风险管控不
力，甚至流于形式。

汲取事故教训走过场。同一地区同类事
故反复发生，同一煤矿死亡事故反复发生。

安全监管监察有漏洞。 在抓重点的同
时兼顾全面不够，片面强调执法次数、忽视
执法质量，发现不了大隐患、大问题。 有的
地方驻矿盯守制度形同虚设， 驻矿安监员
对煤矿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隐患不
制止、不查处、不报告，甚至弄虚作假。

（作者系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事故调
查和统计司事故调查处处长）

2020 年全国煤矿事故特点及原因分析

2 月 11 日，中煤新集二矿供电部门职工对供
电线路、机电设备进行精细化检修，确保矿区供电
安全。 赵军磊/摄

2 月 14 日，华亭煤业集团砚北煤矿检修班职
工正在检修 250208 自动化综放工作面设备。

肖彦太 /摄2 月 12 日，淮河能源集团煤业公司朱集东矿 110KV 变电所值班人员正在观察系统运行情况。 卢传伟/摄

春节前，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将加强煤电油气供应监测预警， 保障春节
假期能源供应安全。 各大煤炭企业及煤炭
产区积极采取措施增加产量，保障供应。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获悉，2
月 11 日至 17 日，全区正常生产煤矿数量
200 处、 累计生产煤炭 1400 万吨， 日均
200 万吨。 在产煤矿数量和日均产量较去
年春节期间分别增加 140 处和 70 万吨，
有力保障了节日期间煤炭供应。

单月产量连创新高

据有关研究机构测算，2020 年前三季
度全国煤炭消费量约 30.3 亿吨，同比下降
1.0%。 受煤炭消费需求不足影响，煤炭产
量随之减少，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煤炭
企业原煤累计产量 27.9 亿吨。

去年四季度以来，全国煤炭消费先抑
后扬、复苏态势明显，火电、钢铁、有色、建
材等行业增长快速， 同比分别增长 6.6%、
6.5%、5.5%和 1.3%， 叠加冬季大范围寒潮

天气居民取暖用煤需求激增，拉动煤炭需
求短时快速增长。

在消费增长的带动下，内蒙古煤炭企
业生产开足马力，第四季度煤炭产量分别
达到 9290 万吨、9480 万吨、9978 万吨，单
月产量连创新高，日产量保持在 320 万吨
左右，创下历史新高。

据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副局长张占
军介绍，去年煤炭生产呈现“前低后高”态
势：“受疫情以及全国煤炭市场需求不足
影响，前三季度，全区煤炭产量 7.18 亿吨、
同比减少 5000 万吨。 进入第四季度，国家
‘六稳’‘六保’政策效应明显发挥作用，全
国煤炭市场需求逐步增加， 自治区党委、
政府积极支持煤炭企业复产复工、增产保
供，采取加快手续办理、压实增产责任和
日调度等措施，取得积极成效，第四季度
生产煤炭 2.88 亿吨，同比增长 19％。 ”

作为国内重要的煤炭生产工业基地，
2020 年，内蒙古煤炭产量 10.06 亿吨、同比
增长 1.3％， 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 1/4，与
2019 年基本持平。 张占军指出，煤炭供应
“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凸显，对全国煤
炭市场的支撑作用十分稳固。

带动市场煤价回调

根据国家发改委监测情况，约 3/4 以
上的煤炭供应均执行煤炭中长期合同，全
年 5500 大卡下水动力煤中长期合同均价

543 元/吨，每吨同比下降 12 元，价格始终
保持在绿色区间内。

2020 年 11 月份以来，受阶段性、季节
性等多重因素影响，市场煤价出现大幅度
波动。 环渤海港口 5500 大卡动力煤平仓
价年内价格上下振幅近 550 元，12 月末价
格水平约 835 元/吨， 全年均价 577 元/
吨，同比下降 16 元。

自 2021 年 1 月中旬开始，内蒙古一些
大型煤企陆续下调煤炭价格， 部分煤矿一
次最高下调 50 元/吨， 带动全国煤炭市场
价格回调，逐步进入理性合理区间。

根据 2021 年 2 月 13 日-2 月 19 日最
新鄂尔多斯混煤价格指数报告，该期鄂尔多
斯混煤价格指数报收 415点， 环比下降 68
点，降幅 14.08%。从本期坑口价格来看，六个
规格品的价格全面下降，各规格品热值价格
不同程度下降 39-85元/吨。 坑口销售价格
运行情况表明， 产地煤矿销售转向冷清，煤
炭市场价格回归理性。 报告分析指出，一方
面，立春之后气温回暖，下游电厂煤耗水平
回落，采购需求下滑叠加下游对市场价格看
跌，抑制采购情绪；另一方面，春节期间工人
留置矿区过年， 节后煤炭开工率迅速恢复，
煤炭价格虽然下降但仍能保障生产利润，煤
炭供给能力同比提高。

春节保供“不打烊”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2020 年内蒙古

全年外送超过 5.7 亿吨。 其中，供应东北
地区 1.4 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去
年入冬以来， 东北地区电煤库存平均可
用天数保持在 20 天左右；区内电厂煤炭
库存均在 7 天以上， 确保去年冬天以来
全国范围内两次大寒潮期间人民群众温
暖过冬。

张占军告诉记者，春节前内蒙古统筹
做好春节期间煤炭生产、供应等各环节疫
情防控和煤炭保供工作，督促当地主要产
煤盟市和重点煤炭生产企业，充分组织现
有资源，调动有效产能增产增供。

另外，春节前各产煤盟市、煤炭企业
也建立了完善的生产调度机制，有效调度
煤炭产量、销量。 铁路部门也进行了周密
安排，运力准备充足，以满足春节期间煤
炭运输需求。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数
据，春节前夕，内蒙古煤炭库存在 2500 万
吨以上， 秦皇岛港煤炭库存 506 万吨，保
持在合理水平。

据悉，内蒙古有 8 万煤矿工人积极响
应“就地过年”的号召，加班加点生产，确
保春节期间煤炭生产平稳。

与此同时，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要
求各盟市行业主管部门、 煤炭生产企业
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扎实开展岁
末年初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坚决遏
制各类事故发生， 确保全区煤矿安全生
产形势稳定。

2 月 11 日至 17 日，全自治区正常生产煤矿数量 200 处，日均 200 万吨，在
产煤矿数量和日均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加 140处和 70万吨

■■本报记者 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