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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高高井井下下矿矿工工待待遇遇重重在在落落实实

关注

“煤矿井下作业劳动强度大，职工以
青壮年男性为主。 这些人员往往处于上有
老、下有小的年龄阶段，负担供养多人的
家庭责任， 很多人甚至是家庭唯一依靠，
工资成为主要生活来源。 对于煤矿艰苦行
业职工， 建议实行差异化个人所得税制，
实行税收优惠调整。 ”作为来自一线的全
国人大代表，河南能化永煤公司车集矿机
电一队主副井电工班班长游弋长期关注
矿工们的切身利益。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他带来一份《关于适当提高煤矿井下工人
个税免征额的建议》，引发行业热议。

煤矿井下环境艰苦， 人员劳动强度
大。 为了让矿工拥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
感，近年来关于改善作业环境、规范工作
时间、提高人员待遇等呼声不断。 如何真
正落到实处？ 记者了解到，更多细节有待
推进与改善。

井下艰苦岗位津贴国家标准
15 年未变

“记得十几年前我刚参加工作时，采掘
一线人员每个月能拿到 1万多块。 当时，行
业正值‘黄金十年’，煤价达到历史高峰，企
业效益自然没得说。 而目前，井下职工月平
均工资也就在 1 万-1.5 万， 我们这里资源
条件好、开采成本低，这一工资水平已经处
于行业最高区间了。 ”陕北某千万吨级矿井
人力部门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了解，除根据产量、效益而浮动的
绩效部分，井下人员收入包括岗位工资及
井下津贴、班中餐补贴、夜班津贴等固定
部分。 今年 1 月，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对
当地煤矿津贴发放情况展开调研。 结果显
示，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三部委在 2006 年

发布的《关于调整煤矿井下艰苦岗位津贴
有关工作的通知》， 陕西省于 2010 年底出
台文件，提高井下艰苦岗位津贴标准。 此
后 10 年， 津贴标准再未调整。 而在此期
间， 陕西省职工平均工资增长 139.41%。
“提高井下津贴标准是煤矿求之不得的，
希望协会多方协调解决这一问题。 ”陕西
省益秦集团公司总工程师齐海清感慨。

“多年来，物价涨幅越来越高，煤矿
井下艰苦岗位职工的津贴标准却迟迟没
有提高。”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杜儿坪
矿掘进一队副队长董林表示， 以井下采
掘工为例， 国家规定标准为 15-30 元/
工， 陕西、 山西地方标准为 30-50 元/
工，山东、河北分别为 25-30 元/工、20-
30 元/工。 “尽管各省标准均高于或在国
家规定范围之内，但自 2006 年出台政策
以来，至今 15 年没变，井下职工对津贴
反映比较强烈。 建议从国家层面出台政
策，提高煤矿井下艰苦岗位津贴标准，并
缩小各地差距。 ”

呼吁实行差异化
个人所得税制

记者了解到，税收标准也是广大矿工
关心的话题之一。

游弋坦言， 井下作业环境虽有改善，
但一线人员长期处在地下数百米深处，每
天面对阴暗潮湿的环境，承受着身体和精
神双重压力。 “煤矿生产带来的高温度、高
噪声、高震动是无法避免的，同时伴有瓦
斯、煤尘等潜在灾害。 随着开采深度和广
度增加，每天深一脚浅一脚，在井下来来
回回要走数公里、甚至十几公里。 现场作
业 8 小时，加上前期准备、升井洗澡等，每

天可能需要十几个小时，十分辛苦。 ”
多位一线人员还证实，由于煤矿多处

于偏远或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少职工家属
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单职工家庭是特征
明显。 “矿工不仅总体收入水平相对低下，
而且多为 1 人就业、负担整个家庭。 据测
算， 煤矿井下职工平均每人要承担 3.5 人
以上生活费用，家庭人均收入实际水平远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董林提出，根据现行
政策，对山西某煤矿井下职工个人所得税
进行测算，平均每位井下职工每年缴纳个
税 2280 元左右。

“建议对井下职工个税实行差异化征
收，比如将现行起征点提至 6000 元，针对
煤矿工人可按 1.5 倍系数扣除。 ” 董林表
示，山西曾针对采掘业出台“全年汇算清
缴”等政策，并于 2017 年 11 月对煤矿井下
职工实施入坑费、夜班费免征个人所得税
政策， 由此使井下职工年均减少个税约
1400 元。

游弋也建议，对煤炭艰苦行业职工的
个人收入实行税收优惠调整，将个人所得
税免征额上调到 8000 元至 10000 元。引入
以家庭为单位的申报制度，以家庭的总收
入及依据家庭人口数得出的总扣除额统
算应纳个税，减轻井下工人纳税负担。 “我
们为此专门做过调研摸底，矿工兄弟们呼
声很高。 ”

从职业身份、
工作时间等方面给予保障

如果说，收入是“里子”，更多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还离不开“面子”。 如何提高福
利待遇，同样事关广大矿工的干劲。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90 后大学生车车

刚办完离职手续， 在井下待了 3 年多，最
终选择另谋职业。 “在山西，我们矿的收入
其实还可以。 但来了煤矿，一定要做好吃
苦的准备，受得了委屈、熬得住寂寞。 最忙
时候，一天在井下待过 13 个小时，平均每
月上班 29 天，没有假期、没有周末，偶尔
有事才请假。 看着身边的工友，有些跟我
一般大， 很多已经到了我父亲的年纪，总
有那么一股心酸。 ”

“除了收入， 实际上还有很多方面可
以提升。 ”上述企业人士举例，目前，很多
矿井仍在使用劳务派遣工，比例高的占到
1/2-2/3。 与正式合同工相比，这部分人员
收入偏低，“五险一金”及福利待遇也有较
大差距，很多权益难以保障。 “相关部门已
提出，逐步取消井下劳务派遣用工，要求
各地在不影响煤矿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
的前提下，有序将劳务派遣用工转为直接
用工或实施转岗。 给予这部分人员一个正
式身份，无论从待遇还是心理上都有实实
在在的好处。 然而，身份转换意味着企业
人力成本增加，并不是每个矿井都愿意主
动支出，如何落实、监管到位是重点。 ”

董林表示， 煤矿工人长期加班加点、
黑白颠倒，取消夜班诉求强烈。 近几年，很
多矿井已在逐步推行。 “但从实际情况看，
有些单位将夜班改为检修班进行检修作
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取消夜班。 本意
是取消各个环节的生产和检修，井下只留
守安全员、值班电工等，保证矿井通风、供
电及其他辅助设施有效运行。 检修恰恰是
下井人员量最大、 工作最繁重的环节，变
相把检修时段放在夜班，等同于没有取消
夜班，而且更不利于安全生产。 建议从顶
层设计出发，规范合理安排煤炭行业工作
时间。 ”

■本报记者 朱妍

本报讯 记者朱妍报道：在山西，2000
米以浅的煤层气资源总量超过 8 万亿立
方米， 接近全国煤层气资源总量的 1/3。
其中， 探明储量占到全国总量的 75%，累
计产量占比超过 70%。“实践证明，开发利
用煤层气能够从根本上改善煤矿安全生
产条件、持续不断补充清洁能源，对于山
西能源转型意义重大。 ”近日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华新燃气集团蓝焰煤层气公司执
行董事田永东表示，煤层气主要成分为甲
烷， 这是一种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强 23
倍的气体，若不进行科学抽采，将造成严
重的温室效应。 “每利用 1 亿立方米煤层
气，相当于减排 150 万吨二氧化碳。因此，

开发利用煤层气是真正意义上的碳减排
行动。 以我们企业为例，2020 年，华新燃
气集团累计施工钻井近 400 口，煤层气抽
采量 15.3 亿立方米， 相当于替代标准煤
184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2300 万吨。 ”

作为煤炭大省的山西，煤矿开采遗留
下来大量的采空区， 这些采空区仍有遗
煤，其中蕴藏着大量的煤层气，久而久之
很容易释放到空气中。 结合地质特征，我
们专门研究了采空区煤层气的安全高效
开采，采出来的低浓度瓦斯可用于取暖和
发电，将潜在危机转化为实际效益。 ”

记者了解到，正大力开展能源革命的
能源大省山西于 2020 年启动煤成气增储

上产三年行动计划，正全力加快国家非常
规天然气基地建设。 “届时，该基地将成为
保障全省、服务京津冀、雄安新区等重点
地区的气源供应地，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
之中。 在市场需求带动下，煤层气高端装
备制造的生产能力、国产化水平等，也将
随之大幅提升。 ”田永东表达了信心。

但同时，田永东坦言，由于我国多数
煤层气资源赋存条件差、 开采难度大，产
业技术尚未完全成熟，目前仍存在气井产
量低、产业规模小等问题。 加上大部分地
区煤层具有松软低渗透、煤层埋藏深等特
点，煤层气开发的钻井、压裂及不同抽采
井型等关键技术与之不相适应，有待进一

步突破。 “考虑到保障煤矿安全生产、减排
二氧化碳等效益，煤层气产业还需国家在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重大科技项目等方
面给予支持。

田永东说，在碳减排趋势下，建议加快
碳交易市场的建设， 将煤层气利用纳入到
全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中进行交易，来体
现煤层气碳减排的市场价值，让市场机制
来推动煤层气的开发利用。 “在山西晋城寺
河矿有一个 120 兆瓦煤层气发电项目，参
与了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取得一定的额外
收入。 不但体现了碳减排的市场价值，企
业还可将这笔收益反过来应用到开采利
用上，实现行业良性、可持续性发展。 ”

华新燃气集团蓝焰煤层气公司执行董事田永东：

煤层气利用应纳入全国碳交易市场

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 年 1-2 月份进口煤炭 4112.6 万吨， 较去年同期的 6794.4 万吨减少
2681.8 万吨，下降 39.5%。 1-2 月份煤炭进口额为 261800 万美元，同比下降 47.7%。 刘建玲/摄

浙江：2025年煤炭
消费占比降至 33.9%

本报讯 浙江省发改委近日发布
的《浙江省煤炭石油天然气发展“十四
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2025 年，
煤炭消费量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
占比下降至 33.9%。 煤炭利用集中化、
清洁化水平不断提高，发电和供热用煤
占煤炭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 85%左右。
建成布局科学、责任清晰、清洁高效、绿
色智慧、 应对有力的煤炭储备体系，主
要煤炭用户形成相当于年消费量 3%左
右的可调节库存，形成相当于年消费量
2%的多元化煤炭产品储备,煤炭集疏运
网络进一步优化。

进一步完善煤炭储备体系。 着眼
于构建煤炭供应保障长效机制， 优化
储备制度， 鼓励和引导省内大型煤炭
消费、 物流企业及其他可承担储备能
力建设的企业， 积极主动承担社会主
体责任， 建立健全以企业社会责任储
备为主体， 地方政府储备为补充的煤
炭储备体系。 按国家要求落实煤炭储
备能力建设，编制“十四五”煤炭储备
能力建设方案， 将新增煤炭储备任务
落实分解到具体项目、 建设地点、规
模、投运时间等，通过新建、改扩建煤
炭储备能力，在煤炭主要运输通、主要
接卸港口区重要的物流节点、 煤炭主
要消费企业建设煤炭储备项目， 形成
布局合理、保障有效的煤炭储备能力。
支持煤电企业通过签订中长期合同、
建立储备基地、实施煤电联营等方式，
与大型煤矿企业建立煤炭储备合作机
制，形成互利共赢、长期稳定的供需合
作关系。

健全煤炭集疏运设施。 以港口和
燃煤电厂码头为主体， 健全海河联运
和铁路、公路、水路运输网络系统，提
高煤炭“公转水”能力。 加快主要耗煤
企业铁路专用线建设， 提高煤炭消费
大户特别是年运量 150 万吨以上用煤
企业铁路专用线接入比例， 支持内河
作业区和煤炭码头发展。 加快推进六
横煤炭中转储运基地二期建设， 提升
嘉兴港煤炭海河联运接卸能力， 完善
浙北煤炭运输高等级航道网， 提升宁
波舟山港六横煤炭中转码头和乍浦港
码头接卸能力。 积极构建煤炭运输物
流“一主两副多点多通道”新格局。 提
高煤炭储运场所智慧化、清洁化水平。
到 2025 年，形成年煤炭接卸能力 5000
万吨左右。

同时，持续控制煤炭消费，推进高
效清洁利用。持续推进发电供热用煤高
效清洁化。 坚持优化煤炭利用方式，煤
炭消费主要用于发电和集中供热，适度
控制煤电机组发电利用小时数，逐步改
造低效供热机组，提高热电联产机组能
源转换效率。不断完善和创新超低排放
技术，持续推进大型燃煤机组节能和环
保改造。

有效控制其他工业用煤。在高能耗
冶金、 建材等行业推广煤炭清洁化改
造、打造煤炭清洁化利用升级版。 积极
寻求重大石化项目用煤需求替代方案，
有效压减建材、 钢铁等行业用煤量，采
用进口焦炭替代炼焦用煤。

鼓励碳减排技术研发和应用。 积
极研发碳捕捉、 利用和封存技术，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以大型清洁煤
电、分布式能源等项目为依托，加强
技术创新，不断提升核心技术的自主
研发能力。 （林轩）

资讯

宝泰隆：拟定增 15.77
亿元建设煤矿项目

本报讯 日前， 宝泰隆发布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称拟非公
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3.2 亿股，拟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77 亿元。 其
中，公司实际控制人焦云的认购数量
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2.86%。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全部用
于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矿
项目、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二
矿项目、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三矿项目。 （李明）

黄骅港 2月份
装卸量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2 月份，国家能源集团
黄骅港务完成卸车 1694.8 万吨，超
计划 72.8 万吨， 同比增长 24.1%；完
成装船 1677.6 万吨， 超计划 78.6 万
吨，同比增长 22.1%，装卸生产均创
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进入 2 月份以来，黄骅港务公司
以“保卸车”为生产组织原则，全月卸
车达到日均 60.5 万吨； 合理安排船
舶动态和拖轮辅助作业，日均装船达
到 59.9 万吨。 （杨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