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矿山安监局印发通知

开展资源整合煤矿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本报讯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近日
印发关于开展矿山外包工程和资源整合
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的通知 （以下简
称“通知”），就整治范围、重点内容、时间
安排等方面进行明确。

通知称， 此次专项整治重点整治托
管煤矿未按照 《煤矿整体托管安全管理
办法（试行）》的规定进行整体托管，或者
违规将井下采掘工程分包转包的； 托管
煤矿承托方管理机构设置、 管理人员配
备以及特种作业人员配备不符合要求，
不具备托管能力的； 托管煤矿委托方超
能力下达生产计划和经营指标的； 托管
煤矿承托方上级公司未按规定将托管煤
矿纳入本单位统一管理、 未实施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存在包而不管情形等 26 项
内容。

根据通知， 此次专项整治分为企业
自查整改、 专项检查、 抽查复查三个阶
段，分别需要在 6 月 30 日前、10 月 30 日
前、12 月 31 日前完成。 各省级煤矿安全
监管部门、应急管理部门根据职责，分别
作为煤矿、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专项整
治工作牵头部门， 要明确本部门分管负
责人为本地区专项整治工作联系人，明
确 1 名处级干部为联络员， 及时制订工
作方案。 各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要严格
执行 《煤矿整体托管安全管理办法 （试
行）》《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
定要求， 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
规行为。 （马晓敏）

贵州兴达煤矿主体
工程没完工就试生产

本报讯 日前，按照国家矿山安监局
开展煤矿安全异地监察执法工作要求，
安徽煤矿安监局与贵州煤矿安监局组成
联合执法组， 对贵州省六盘水恒鼎实业
有限公司盘县柏果镇兴达煤矿 （以下简
称“兴达煤矿”）开展监察执法。

兴达煤矿年设计能力 45 万吨，是一
家在建的兼并重组主体保留矿井， 属煤
与瓦斯突出矿井， 去年年底已在煤炭行
业主管部门报备开展联合试运行。

通过查阅资料和图纸， 执法人员发
现， 兴达煤矿 1350 水平水仓刚形成，尚
未安装永久排水系统。 在没有对开采设
计和安全设施设计进行修改并取得批复
的情况下， 该矿拒不执行 2020 年 11 月
26 日水城监察分局下达的监察指令，仍
以联合试运转之名继续施工二采区巷
道，造成井下作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发现这一严重情况后， 联合执法组
立即停止下井检查， 并针对兴达煤矿存
在的违规建设行为进行重点调查。

实际上， 这已不是兴达煤矿第一次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2020 年 11 月 23 日 14 时 53 分，贵
州煤矿安监局监控室值班人员通过远程
系统发现兴达煤矿瓦斯监控系统异常，
立即责成水城监察分局对其开展监察。

当日， 经水城监察分局执法人员现
场监察执法查明， 兴达煤矿二采区 1350
回风石门掘进工作面放炮时， 未按规定
实施防突措施导致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
故，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水城监察
分局执法人员责令该矿二采区立即停建
整顿，并处罚款 227 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联合执法检查
中，兴达煤矿主要负责人竟然对“11·23”
煤与瓦斯突出事故和违规建设二采区的
事只字不提、刻意回避，只提及正在做变
更设计。

通过检查， 执法人员发现兴达煤矿
不认真汲取事故教训、 未试验确定工作
面煤与瓦斯突出预测的敏感指标和临界
值， 且突出煤层采掘工作面未编制防突
预测图。

同时， 兴达煤矿通防副总工程师兼
任通防科科长， 未实现专职。 经现场查
验， 与兴达煤矿签订服务协议的恒鼎公
司矿山救护队到矿时间长达 74 分钟，远
远超过规定的 30 分钟时限。

此外，联合执法组还发现，兴达煤矿
安全管理不到位，存在违规、违章作业情
况。 该矿监控系统显示，4 月 20 日 7 时
23 分至 19 时 28 分，1415 东翼顶抽巷主
备局扇 4 次切换过程中，1415 东翼顶抽
巷馈电均显示“有电”，且当班掘进队安
排 8 人在 1415 东翼顶抽巷施工锚杆、喷
浆作业。 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通过查阅资料，联合执法组发现，兴
达煤矿采掘工程平面图显示有 9 处老
窑， 但该矿未对采空区积水情况进行动
态监测，也未标注积水范围。 该矿西翼矿
界外 200 米范围老沙田煤矿开采情况在
采掘工程平面图上也未进行标注。 经过
初步调查，老沙田煤矿已涉嫌越界开采。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隐患， 联合
执法组责令兴达煤矿立即停建整顿、停
止试运行并移交盘州市能源局督办整
改。 对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由水城监察分
局立案查处。 对老沙田煤矿涉嫌越界开
采的问题， 移送六盘水市自然资源局调
查处理。 （张安妮）

以案为鉴，再鸣警示之钟。
连日来，为发挥警示作用，推动问题

整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曝光了
一批典型案例并进行公开通报。如，晋中
市介休、平遥、灵石等市（县）不顾水资源
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 盲目上马一批高
耗水、高耗能、高污染的焦化项目，带来
严重生态环境问题； 山西焦煤集团下属
山西西山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斜沟煤
矿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问题敷
衍应对、表面整改，实则未改，煤炭资源
开发的生态破坏问题突出，等等。

通报中涉及的地方和企业为什么罔

顾中央三令五申，敢于“污染绿水青山”，
“底气”从何而来？ 细说起来，原因很多，
但个别地方政府和企业执行政策不力，
恐怕难辞其咎。 尤其是个别地方政府和
企业主要责任人， 他们对保护环境的重
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或者因“私心”太
重而明知故犯 ，为了 “经济利益 ”，忽视
“生态利益”， 在当下高压的环保形势下
仍心存侥幸、铤而走险，为一些高污染、
高耗能的问题项目大开“绿灯”。 与此同
时，面对企业存在的污染问题，相关监管
部门也未从源头上加以治理， 以至于相
关问题长期没有解决。更有甚者，对相关

项目包容包庇、放任自流。对于很多企业
来说， 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往往要投入
大笔费用，故而能应付则应付。

这种明知故犯从一个侧面表明，不
能手软，只有“零容忍”才能破除一些人
的侥幸心理，只有“动真格”才能打掉一
些人的“底气”。

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
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前，生态文
明建设仍处于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
要杜绝上述问题，除了对破坏生态环境、
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的项目， 特别是群众
意见很大的污染产能、偷排的违法项目，

坚决“一锅端”之外，还要进一步强化地
方政府及相关企业负责人、 尤其是主要
负责人的责任。比如，将防治环境污染责
任与其乌纱帽直接挂钩，决不允许“你吹
你的号，我唱我的调”。只有敢于“亮剑”，
严惩违规违纪行为，才能起到惩前毖后、
以儆效尤的作用。

推动突出问题有效整改， 既需要严
肃的追责问责，也需要精准的追责问责。
唯如此，才能让其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
持之以恒地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担当，对
任何污染环境行为说“不”。

一家之言 精准问责才能压实责任
■于孟林

关关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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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下，
现代煤化工行业面临更加巨大的
减排压力。未来，二氧化碳处置费
用将直接增加运营成本， 部分产
品将失去竞争力。 ”日前，中国石
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寿生
用一组数据， 直观说明行业所处
境地———煤间接液化制油、 煤直
接液化制油、 煤制烯烃和煤制乙
二醇， 吨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分

别为 6.5 吨、5.8 吨、11.1 吨和 5.6
吨。而截至“十三五”末，我国煤制
油、煤（甲醇）制烯烃和煤（合成
气） 制乙二醇产能， 已分别达到
823万吨、1672万吨和 597万吨。

作为典型的高碳产业，现代煤
化工以煤为原料，反应过程伴随大
量碳排放，质疑由此而生。面对“要
不要”“行不行”“好不好” 的问题，
行业如何作答？

如何做好现代煤化工产业，走出一条高碳产
业低碳排放的新路子？

靳国忠认为，从全生命周期来看，化石能
源利用从原理上不可能避免碳排放。 除了行
业内部加强原始创新，从源头出发解决碳基能
源低碳化发展的关键问题， 还可打破行业壁
垒，与石化、钢铁行业融合协调发展、与新能
源制取绿氢耦合发展等路径，大幅降低现代煤
化工反应过程中的碳排放。“以一个年产 60 万
吨的煤制烯烃项目为例，通过补入绿氢来调节
合成气碳氢比， 吨产品煤耗可下降 48.8%、碳
排放可下降 70.6%。 ”

为进一步扬长避短，靳国忠提出，基于煤炭
富含“碳”和“氧”的特征，现代煤化工更适合做含
氧化合物、芳烃等缺氢的产品。同时，还可充分发
挥煤的物质属性，通过催化剂对其进行“量身剪
裁”。 “事实上，现阶段并未真正弄清煤炭的分子

结构，通常是把煤‘一烧了之’生成合成气，再将
烧出来的小分子‘砌成’化学品。若能利用先进催
化技术，将煤中的大分子‘剪’成大小不同的分
子，高效得到所需化学品，则可大大减少碳排放，
少用水甚至不用水。 ”

这一说法，得到余薇的赞同。“全行业要高度
重视低碳发展，研究采用可再生能源制氢进行源
头减碳，通过优化工艺、设备来实现生产过程的
减碳。利用煤化工生产排放二氧化碳纯度较高的
特点，积极开展二氧化碳的捕集、封存和资源化
利用。 ”

“只有找到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的技术和产
品，现代煤化工才能在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实
现主动发展。”李寿生建议，二氧化碳亦是一种重
要的工业气体， 煤化工行业副产大量二氧化碳，
可在小分子化合物、高分子材料等领域寻求新的
突破。

一边是现实需求，一边是减排目标，现代煤
化工产业到底行不行？

“我们要看到， 现代煤化工产业与要求还有
一定差距，特别是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展
任重道远。 ”余薇表示。 靳国忠也称，如何通过前
瞻性和变革性技术，提高煤、水利用率，进一步降
低碳排放，实现二氧化碳高效转化利用，是“十四
五”期间亟待解决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更多现实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加
剧减排压力。 “鄂尔多斯的现代煤化工产业已形
成一定规模，但目前，延伸转化只能到烯烃、二甲
醚等产品，精深加工几乎为空白。产业链条短、产
品单一，整体处于初级阶段。 随着一批项目陆续
投产，工业用水、能耗指标、环境容量等生产要素
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瓶
颈。 ”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炽举例。

李寿生证实，上述情况不是个例。 以水资源
为例，“我国煤炭资源与水资源呈逆向分布。特别
是黄河中上游的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地区，
煤炭占有量为全国的 67%， 水资源仅占全国的
3.85%。这些地区的项目用水主要依赖黄河，但黄
河来水减少、项目用水不断增加，今后较长一段
时期，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

随着技术工艺日趋成熟， 项目建设速度加
快、数量增加，建设方案、终端产品雷同的现象频
发。“目前，采用费托合成技术生产煤制油品的企
业就有宁煤、伊泰、潞安等，产品同质化突出，同
业竞争激烈，导致终端价格持续走低，加剧项目
生存压力。再如，煤制乙二醇项目产品结构单一，
下游用于聚酯消费的占比高达 95%。 ”李寿生直
言，若不从高端化、差异化上解决问题，产业很快
将陷入产能过剩、无序竞争局面。

碳减排时间紧、 任务重，自
带高碳属性的现代煤化工还要
不要发展？

“我国资源禀赋具有缺油少
气、煤炭相对丰富的特点，适度
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是实施能
源替代战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的重要举措，其与传统石油化工
形成了互为补充、协调发展的产
业格局。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
副司长余薇表示，“我部高度重
视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 ”

李寿生进一步称，现代煤化
工承担能源安全、技术创新和产
能储备的任务，肩负着推动煤炭
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重要使命。
“无论从创新能力、产业结构、产
能规模，还是从工艺技术管理等
方面，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均走
在了世界前列。 ”

除了具备基础，中国科学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专家靳国
忠认为，发展现代煤化工还有着
现实需求。 “在碳中和目标下，

煤炭消费占比势必呈下降趋势，
到 2030 年， 预计维持在 45%左
右。 然而，煤炭的兜底作用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作为基
础性保供能源储备的地位也不
可替代。 ”

在靳国忠看来， 下一阶段，
我国需继续稳妥推进现代煤化
工产业发展。 “出于国家能源安
全考虑，我国难以完全依赖石油
化工，现代煤化工可实现能源化
学品生产的多元化，拓展石油化
工原料来源。 相比传统利用方
式， 现代煤化工的转化效率更
高、产品附加值更大、污染物排
放更少，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
必由之路。 同时，随着可再生能
源技术发展、成本降低，煤炭不
再是发电的唯一选择，加上国家
严控煤电消费，煤炭用于发电将
受抑制。而煤炭又是最丰富的碳
源，我们要‘精打细算’用好这些
不可再生的碳源，让煤炭多用于
制备化学品。 ”

煤是最丰富的“碳源”，应多用于制备化学品

在充分发挥物质属性的基础上，对煤炭进行“量身剪裁”

进一步降低碳排放，是“十四五”期间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确保矿井平安度汛，
近日， 华亭煤业集团东峡煤
矿组织开展“雨季三防”应急
演练活动。 本次演练模拟矿
区突降暴雨，山洪水流下，井
口水沟疏水不及，流入井下。
在演练过程中， 各抢险小组
行动迅速，反应敏捷，听从指
挥， 高效地完成了各项抢险
任务。 通过演练，切实增强了
广大员工雨季“三防”意识，
充分检验了各抢险队伍的应
急能力和雨季“三防”方案的
可行性， 有效提高了矿井的
防灾抗灾能力， 为矿井的安
全生产保驾护航。 图为演练
现场。

白银宝/摄

开展应急演练
确保安全度汛

案案例例警警示示

●碳减排时间紧、任务重，自带高碳属性的现代煤化工还要不要发展？
●一边是现实需求，一边是减排目标，现代煤化工产业到底行不行？
●如何做好现代煤化工产业，走出一条高碳产业低碳排放的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