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志荣

当前，煤矿智能化建设如火如荼，也
突破了很多关键技术。对此，作为一名从
事煤矿信息化建设 10 余年的老兵，笔者
由衷地感到高兴。 但近期笔者参加了几
家公司的智能化项目介绍会， 特别是看
了一家国内知名的软件公司为一座千万
吨级矿井做的设计方案，却又有些忧心。

设计方案中虽然通篇都是智能化，
但基本就是搭建了一个“采集、建模、展
示”的平台，典型的“新瓶装旧酒”。有的
项目 ，4 月还没有招标 ，7 月就要见成
绩 ，不免让人产生疑问 ：智能化建设真
的这么简单吗？

笔者经历过煤矿“四化”建设，深知
在煤矿智能化建设上， 既存在客观的难
题，也存在认知方面的局限，突出体现在
观念、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不做好扎

实的准备，抱有“一蹴而就”的想法，智能
化建设一定会吃大亏。

首先是观念。 煤矿一般都在比较偏
远的地方，往往会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
区域式管理模式。 在这个封闭区域里，
体现的是矿长的管理理念。 信息化系统
是用计算机语言把管理者的思想体现
出来的系统，是“一把手工程”。 煤矿每
一套软件系统或多或少，都有一把手的
管理理念在里面。 不过，一套系统从开
发到应用是有周期的，往往是这套系统
还没有用顺 ，矿长就换了 ，结果是老系
统推行的动力会打折扣 ， 或更换新系
统。 有些地区，煤矿信息化搞了十几年，
没有几套系统能用得很好。 这就造成人
们对信息化建设认知的偏差，认为信息
化就是摆设。

其次是技术。 “四化”建设使煤矿发
生了巨大变化，安全管理、生产工艺、职

工素质也由量变上升到质变， 但仍有一
些关键技术难题尚未解决。 关键技术是
制约煤矿智能化发展的一个瓶颈。 关键
技术每突破一小步， 煤矿智能化建设将
会迈出一大步。 比如，当前，大多数煤矿
不能够精确知道每天生产了多少原煤，
是哪个区队或工作面生产的。 这是因为
皮带秤传感器这么多年没有新的突破，
皮带秤只是结构上有些变化， 数据不准
确和系统不稳定的问题没有发生质的突
破。如果能够努力突破这些关键技术，煤
矿智能化必将取得大发展。

再次是人才。 培养一名合格的电工
需要几年时间， 而要培养一名合格的信
息化、智能化人才比这更难，所需时间更
长。 选拔和培养对象，一要看教育基础，
二要看悟性，三要看能不能耐得住寂寞、
是否有吃苦耐劳的品性。煤矿环境特殊，
不把所学与井下特殊环境结合起来，就

不会真正成才。 同时，由于信息化、智能
化涉及专业较多， 不但单个专业人才不
足，系统性思维人才更是匮乏。 因此，煤
矿应该加快培养信息化、智能化人才，建
立自己的专家库， 并在相关待遇上给予
倾斜，扭转不利局面。

最后，还有资金问题。 同一个项目，
不同的公司对项目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开发出的软件也完全不同。 有的表面上
有相同的功能， 但职工在应用中的感受
完全不一样。 同样是一个流程后面的数
据，校对却不是一个水平。智能化建设投
入巨大，如何把有限的资金花在刀刃上，
是一个重大考验。

因此， 笔者希望在煤矿智能化建设
的道路上，煤炭人能脚踏实地，少走些弯
路，多取得实质性进展。

（作者系陕煤集团黄陵建庄矿业公
司信息化中心原主任）

一家之言 脚踏实地，走好智能化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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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煤矿矿如如何何走走出出““冲冲击击地地压压””困困局局？？
■■本报记者 朱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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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矿山安监局通报煤矿安全生
产大排查工作情况并要求———

将各类风险隐患
查个水落石出

本报讯 国家矿山安监局煤矿安全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领导小组近日通报
了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工作开展情况。

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工作开展以
来，国家矿山安监局持续动员部署推进，
不断规范排查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建立
主动报告机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共开展 “全
系统各环节”监察执法 1077 矿次，对正
常生产建设煤矿覆盖率达 43%， 其中河
北、江苏、四川等省局已实现 100%；发现
一般隐患问题 16850 条、 重大隐患 107
条，罚款 16142.35 万元，责令停产整顿煤
矿 63 处， 责令停止采掘作业头面 740
个，停止使用设备 4416 台（套），从危险
区域撤出作业人员 6 次， 暂扣安全生产
许可证 82 个， 实施联合惩戒 1 矿次，公
开曝光 13 次。

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共排查煤矿
4679 矿次、企业 1853 次，发现一般隐患
问题 111557 条、 重大隐患 95 条， 罚款
11143.63 万元， 责令停产整顿煤矿 169
处，责令停止采掘作业头面 585 个，停止
使用设备 452 台（套），从危险区域撤出
作业人员 139 次，实施联合惩戒 9 矿次，
提请关闭矿井 12 处，纳入“黑名单”2 矿
次，公开曝光 139 次。

通报指出，从近期发生的生产安全
事故及明查暗访、 督导检查情况看，煤
矿安全生产大排查整体开展情况并不
乐观。

一些煤矿企业思想重视仍不够，组
织开展不认真、走形式，自查不深入，避
重就轻、 敷衍应付， 问题根源不分析研
究，防范措施悬空不落实。

一些监管部门思想重视还不够，对
企业自查自改不把关、不审核，集中攻坚
有差距，工作完成不及时。

一些监察机构履行监察职责不够，
大排查工作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距“两
个根本”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通报要求，各煤矿企业、各级监管监
察部门要围绕“从根本上消除隐患、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继续全面深入开展煤矿
安全生产大排查， 对通报中指出的问题
举一反三，切实加以改进。

一要领导带头抓排查。 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要落实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亲
自组织每半年对矿井开展一次 “全系统
各环节”自查自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
门“一把手”要亲自抓，检查督查并重，组
织精兵强将和专家，一家一家“过筛子”，
将各类风险隐患查个水落石出， 保证大
排查质量并做到四个百分百。

二要突出重点抓排查。 各省级煤矿
安全监管部门要针对重点县、 重点企业
加强抽查， 市县监管部门要优先对灾害
重、风险大、管理差、安全保障程度低的
煤矿开展大排查。 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
构要在大排查基础上， 分析各地存在的
突出问题，及时向地方提出监察意见。

三要集中攻坚抓排查。 要聚焦重大
灾害防治开展集中攻坚， 紧盯重大灾害
治理，确保治理措施落实到位。 （安监）

日前，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
区建设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 《全省落实
“三个坚决”行动方案（2021—2022 年）》提
出，“综合考虑煤矿资源禀赋、 开采条件、
灾害威胁程度等因素，分类处置，精准施
策”。记者注意到，在今年计划关闭退出的
27 处煤矿中， 有 19 处为采深超千米的冲
击地压矿井，合计产能 3160 万吨。 作为全
国冲击地压灾害最严重的省份，山东已采
取多项措施，治理任务艰巨。

事实上，影响不止于山东一地。 在全
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根本向好的情况下，
冲击地压灾害仍是极大困扰。相比水、火、
瓦斯等灾害，其治理难度更大、防控形势
更严峻， 且随着煤矿开采深度不断增加，
此类矿井数量上升、影响加剧。 如何吸取
教训防范于未然？

“仍是煤矿最严重的动力灾害之一”

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发布的《冲击
地压矿井安全论证及专项监管监察情况
分析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共有冲击地压
矿井 138 处 （含 2 处按冲击地压管理矿
井），分布在山东、陕西、内蒙古等 13 个省
区。 截至去年 12 月中旬，各级安监部门开
展安全检查 138 矿次，查处一般隐患 1242
条，行政处罚 100 次，责令停止使用设备
16 台（套)、停止作业采掘工作面 28 处、停
产整顿煤矿 6 处。

一位资深人士告诉记者，“上述 130
余处矿井，对应年产量约 4 亿吨。 我国与
冲击地压灾害 ‘作斗争’ 已有近 90 年历
史，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取得很大成绩。 但
目前，冲击地压仍是煤矿最严重的动力灾

害之一。 比如在山东，此类矿井占全国总
量的 1/3 左右，2011 年以来发生的 10 起
事故，教训非常深刻。 若不治理到位，全省
冲击地压矿井都有可能面临关停。 由于不
少是主力矿井，一旦关闭，对该省煤炭及
上下游产业将造成严重影响。 可以说，预
防冲击地压事故是关系煤矿 ‘生死存亡’
的大事、要事。 ”

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鄂尔多斯监
察分局监察专员张迎中也称， 该辖区现
有 10 座冲击地压煤矿， 虽然在 290 座煤
矿中占比重不大， 但随着煤矿开采年份
增加、越来越转向深部，冲击地压问题日
益凸显。 “如何保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 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面临的
重大挑战。 ”

中国矿业大学冲击地压防治工程研
究中心主任窦林名进一步称，按照“区域
先行、局部跟进、分区管理、分类防治”原
则，治理越来越注重从源头入手，冲击地
压事件发生的次数及隐患有所减少，解放
了大量受威胁的煤炭资源。 “与此同时，还
有很多防治短板亟待补齐。 ”

措施落实不到位、预警效能参差不齐

记者了解到， 煤矿特殊的开采条件，
首先给防治工作带来难度。

“井下系统像一个黑箱子， 环境本就
多变。 冲击地压又属于应力问题，应力本
身看不见、摸不着也难测准。 尤其进入深
部开采，应力、覆岩结构等情况更加复杂，
相关机理及防控技术，特别是能够准确预
测危险等级、 危险区域的方法仍待突
破。 ” 窦林名举例，冲击地压与采掘工程

密切相关，而后者受控于地质因素，在设
计中不可避免形成高应力叠加状态。 加上
采掘是动态过程， 冲击危险也是动态变
化，防治难上加难。

上述人士表示，不同于地震，冲击地
压是由人的开采行为所诱发，因此可以进
行人为干预。 “多年实践证明，通过合理的
防控方案，能使大量发生过冲击地压的矿
井恢复到正常生产状态。 但重点在于，措
施落实是否到位。 ”

窦林名直言， 部分矿井长期存在对
防范措施不重视、 缺乏防冲顶层设计理
念，局部防冲措施落实不到位，监测监控
系统预警效能参差不齐， 以及监测数据
采集和分析缺乏系统性、连贯性、完整性
等问题。 “90%以上的冲击地压发生在地
质构造异常区，煤层厚度、断层等条件不
同，影响也有区别。 知道哪个地方、哪个
方向存在问题才能对阵下药， 不少矿井
却缺乏扎实的前期工作， 措施针对性不
强、治理效果欠佳。 ”

此外，冲击地压矿井管理难度大，不
同煤矿在措施落实、监测预警、安全技术
管理等方面往往存在差距。 “有些矿井从
上到下的认识全面而到位， 发现问题随
时反应、及时处理，危险没有解除则严格
禁止下井作业。 有些矿井为追求效益、抱
有侥幸心理，认为今天做了没事、明天做
了没事，一旦出现事故为时已晚。 ”窦林
名举例说。

有条件实现“可预可防可控”

那么，冲击地压灾害能否避免？ 窦林
名表示，理论上说，目前只有 5%-10%的

冲击地压矿井难以实现防治。 “这部分矿
井可划为禁采区，暂时不予开采。 只要措
施到位，其他冲击地压灾害均有条件提前
预警、防治，甚至完全消除。 ”

窦林名表示， 防治冲击地压应贯穿
于规划、设计、生产、管理各个环节，坚持
源头治理，实现全过程防范。 建议积极推
动出台地区性防治法规标准， 推动煤矿
建立“零冲击”目标管理制度，强化防治
现场管理和监测预警， 加大对示范矿井
建设的支持力度， 增强示范矿井的表率
作用。

张迎中提出， 因地制宜的技术路线
及人才储备也很关键。 “鄂尔多斯冲击地
压防治工作有特殊性， 其他地区的治理
经验只能参考、 不可照搬。 但因起步较
晚，我们目前主要是靠人才引进。 部分煤
矿所在地条件有限， 人才难引进、 不好
留， 防冲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性与其他
省份有较大差距。 ”

这一观点得到窦林名的赞同。 “冲
击地压专业型人才较少，而且几乎全部
就职于高校、科研院所，人才供给与需
求结构错配严重，极大制约煤矿的灾害
治理能力及水平提升。 部分一线人员认
识不足，自我安全防护意识薄弱，发生
事故时应急自救能力不足。 对此，还需
加强冲击地压灾害防治科技创新和专
业人才培养。 ”

上述人士还称， 在冲击地压防控中，
有效管理不可或缺。 特别针对严重冲击危
险区域，在加强巷道支护的基础上，要求
严格限制人员数量，充分做好人员与设施
的安全防护。 “思想对头、技术对路、管理
对症， 冲击地压基本能够实现可防可治、
能防能治，少伤人甚至不伤人。 ”

今年以来，中煤新集地
勘公司坚持把人才培养作
为企业发展的第一要务，注
重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注
重激发职工创新潜能，通过
技能培训 、实操比武 、鉴定
等活动 ，让精益求精 、追求
卓越、爱岗敬业的品格和工
匠精神，深深植根于员工心
中。 图为近日举办的高级矿
井维修电工技能竞赛实操
考核现场。

李根 崔文通/图文

中中煤煤新新集集地地勘勘公公司司：：
为为员员工工成成长长搭搭建建平平台台

消除风险隐患
没有休止符
■■于孟林

近年来， 我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向好，事故总量，较大事故、重特大事
故数量继续下降。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
要清醒认识到我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瓦斯、水、火、冲击地压等灾
害仍然存在， 防治难度加大， 安全欠账
多，资源整合矿井安全管理薄弱，煤矿管
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素质不能适应现场管
理需要， 监管监察执法还有不适应和不
严不实不细等问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煤价持续
上涨诱发多出煤的冲动， 正常生产的矿
井可能会趁机超能力生产， 基本建设矿
井可能会边建设边生产， 停产的矿井可
能会蠢蠢欲动、伺机开工复产，这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安全监管的难度， 也加剧
了安全生产压力。

事故源于风险隐患， 风险隐患不除，
事故未已，这个道理人尽皆知。关健是如何
抓好安全，如何让“消除风险隐患”的思想
真正深入人心，真正实现“筑牢安全防线”。

开展安全大排查的意义在于， 切实
让“消除风险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成为
全煤炭行业共同的追求。 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消除隐患更非一时之功，仅靠一
个大排查行动不可能根除所有隐患，安
全生产必须常抓不懈。 我们应以安全大
排查活动为契机， 以消除风险隐患为着
力点， 扎实推动安全文化理念的进一步
形成，唯有将“消除风险隐患，筑牢安全
防线”这一理念贯穿煤炭生产全过程，使
之成为全行业共识， 煤矿职工才能安心
放心，企业发展才能高质高效。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