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多举措确保
汛期煤矿安全

本报讯 近日印发的《山东煤矿安
全监察局 山东省能源局关于加强汛期
煤矿防治水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汛期
煤矿防治水工作。

通知指出，要全面压实责任，强化
汛期隐患排查治理。 各煤矿企业要成
立雨季“三防”工作领导机构，安排部
署雨季“三防”工程，细排工期，确保 5
月底前完成。

各煤矿企业要严格执行 24 小时
应急值守、领导带班下井、安全生产隐
患和事故省级直报等制度， 建立健全
雨情实时预报系统， 及时掌握灾害性
天气预报预警信息，突出抓好“调度员
十项应急处置权”“灾害性天气停产撤
人” 等刚性措施落实， 一旦出现强降
雨、强雷电、大风等极端天气果断停产
撤人。 进一步完善强降雨、强雷电、大
风等极端天气突发性停电、 水害事故
等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切
实开展预案实战演练，实施 24 小时不
间断巡查。 （高文静）

山西：煤矿安全监管
专员制度显成效

本报讯 日前，从山西省应急管理
厅了解到，自 2020 年底《山西省煤矿
安全监管专员制度》实施以来，山西已
对全省 656 座井工生产煤矿派驻 1141
名安全监管专员， 累计诊断出主要风
险隐患 3283 条。

据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邓
维元介绍，自煤矿安全监管专员制度
实施以来，各级监管专员监管责任心
明显增强，对日常检查发现问题的跟
踪督促不断加强，企业整改力度显著
加大；各级监管专员职责定位更加精
准，专门针对煤矿落实《山西省加强
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特别规定 》情
况，以及煤矿是否存在瓦斯、水、顶板
等方面的重大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监督检查。

据了解，山西省即将启用全省煤
矿安全监管专员移动 APP 系统 ，推
动监管专员利用信息化手段对煤矿
实施常态化监管。 下一步，山西省还
将出台煤矿安全监管专员考核奖惩
办法，确保煤矿安全监管专员制度走
深走实走细。 （景宁）

云南能投子公司
煤矿分析记录作假被罚

本报讯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日前公告称， 所属子公司云南
能投威信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
投威信”）收到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昭
通监察分局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出具
的国家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告知书
（云煤安监昭告 （2021）26009 号）。 处
罚告知书中显示， 能投威信观音山煤
矿一井存在防突预警及通风瓦斯日分
析记录作假等行为。

对于上述行为， 云南煤矿安全监
察局昭通监察分局对能投威信给予警
告， 并处罚款一百八十壹万贰仟元整
的行政处罚。

根据行政处罚告知书内容， 能投
威信观音山煤矿一井存在以下行为：

2021 年 3 月 11 日， 观音山煤矿
一井 W1103 运输顺槽第 25 循环防
突预测 (校验 )报告单显示：所测“最
大 K1 值 1.04”， 动力现象描述为施
工过程中 6m -10m 孔内有喷煤现
象， 突出危险性结论为有突出危险
性。该矿 2019 年印发的《防突预警分
析处置制度》明确 “K1 值大于 0.8”
时由总工程师组织分析。 同日，观音
山煤矿一井工程师杨志勇主持进行
了防突预警及通风瓦斯分析，填写的
观音山煤矿一井防突预警及通风瓦斯
日分析记录中， 在打钻地点是否存在
顶钻?喷孔等异突出预兆栏填写“否”？
在是否存在 K1 值超限等情况栏填写
“否”？在采掘工作面是否有突出预兆
栏填写“否”，防突预警及通风瓦斯日
分析记录作假。

此外， 经现场测试，3 月 23 日在
W1102 综采工作面回风顺槽工作的黄
加贵 90 秒内未将自救器外壳打开，不
会按压补气阀补气， 不能熟练掌握自
救器的使用方法；W1102 综采工作面
形成通风系统后， 未按设计构筑防火
门墙， 并储备足够数量的封团防火门
的材料；中央变电所入口处未悬挂“高
压危险”警示牌。

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昭通监察分
局对能投威信作出暂扣能投威信观音
山煤矿一井安全生产许可证、 责令停
产整顿 30 日， 对能投威信给予警告，
并处罚款一百八十壹万贰仟元整的行
政处罚。 （林轩）

“两高———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是污
染排放大户。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严管、严
查、严控，通过源头准入、全程监管等措施，
有效遏制了“两高”行业的盲目扩张。 但是
“两高”项目也是产值大户、纳税大户。在经
济下行压力下，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一些地
方对“两高”项目依赖度依然较高。

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曝光的典型案例中， 就有河南省安阳
市压减焦化产能不力、 辽宁省一些地方
项目能耗“双控”面临较大压力等。 这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部分地方对“两高”项
目还有“偏爱”和发展冲动，绿色政绩观
尚未完全树立， 地方行业监管部门还存

在着不同程度的把关不严、管控不力。
坚决遏制高耗能、 高排放项目盲目

发展，推动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是十分必
要且十分紧迫的重大任务。 各级党委政
府作为“两高”项目管控责任主体，要把
从严从紧从实控制“两高”项目上马，作
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行动、 重要抓
手，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明确时间表、
施工图。

全面清理存量。对照国家最新要求，
全面梳理并建立区域煤化工、 火电、石
化、钢铁等“两高”项目清单，逐一核查相
关手续的完整性和合法性， 对于手续不
完善或审批手续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要限

期整改，特别是违法违规建设的“两高”
项目，要坚决叫停。

全面优化增量。 坚决遏制“两高”项
目发展冲动，深入论证分析区域内“十四
五”拟建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 对市场容量已经饱和的拟建项
目，应按“减量替代”原则，以行业先进水
平控制能耗和排放水平； 市场容量确未
饱和的拟建项目，符合要求的情况下，也
应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应用绿色技术，不
断提高项目能效水平。

全面用活容量。 摸清区域二氧化碳
排放现状，深入挖掘二氧化碳减排、管控
潜力，建立区域 “两高 ”项目清单 ，围绕

“两高”项目清理和碳达峰、碳中和，加快
编制区域二氧化碳达峰方案和气候应对
规划，找到适合区域实际的碳达峰路径，
确保既能完成目标任务， 又推动区域社
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保持工作定力，前期严把准入关，中
期进行有力有效监管， 后期对于发现的
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整改， 对于
故意违法违规建设“两高”项目的建设单
位要严惩重罚。 通过利刃铁腕破解 “两
高”行业企业生态环境主体责任缺位、事
中事后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加快缩短与
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差距。

（作者为乐山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

一家之言 坚决拿下不符合要求的“两高”项目
■■任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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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发现山西焦煤集团斜
沟煤矿擅自变更建设内容，取
消了环评要求建设的煤矸石砖
厂等综合利用建设内容， 将产
生的所有煤矸石一埋了之”；山
西小回沟煤业有限公司小回沟
矿井 3.0Mt/a 新建工程变更项
目 “未按照环评要求建成矸石
井下充填系统， 擅自将洗选矸
石承包给山西鑫泰建筑有限公
司处理”；山西省 2019 年对南白
石河挂牌督办时明确要求，彻
底清理清徐县精细化工循环产
业园等区域煤矸石、 粉煤灰，

“但督察发现， 周边掩埋的工业
固废未彻底清理”……在生态环
境部近期通报的多起违规案例
中， 煤矸石处置问题集中突出，
值得重视。

作为采煤过程中产生的主
要废弃物，煤矸石也是我国存放
量最大的固废品种之一。 统计显
示，其存量累计超过 70 亿吨，且
每年以 3 亿-3.5 亿吨的体量持
续增加。 传统堆存处置方式，不
仅占用土地， 还易造成土壤、水
体、大气等多重污染。 如何吸取
教训、妥善解决？

“随着煤炭产能进一步集中，原煤洗选比例
提高，现有资源化利用处理能力极其有限，煤矸
石堆存利用问题将更加突出。”张绍强呼吁，重视
煤矸石的科学处置。

张绍强称，在煤矸石组分中，接近一半是难
以利用的砂岩、石灰岩，只能进行堆存或充填，
剩余属于页岩类的矸石才可能具备资源化利用
价值。 “后者主要用于生产利废建材等，但是生
产成本高、基建投资大。而且多数煤矿远离消费
中心，即便做出建材产品，还要解决运输成本、
市场消纳问题，经济效益很差。华东地区利用情
况相对较好， 主要占据区位优势， 加上人口稠
密、经济发达，对建材需求旺盛。因此，必须客观
对待煤矸石综合利用途径，既需严格要求，也不
可夸大作用。 ”

周宏春认为，在煤矿项目新建、改扩建之初，
首先从源头把关、科学论证，要求企业配套煤矸
石综合利用生产线，加大对煤矸石利用技术的开

发力度。 在生产过程中，建立煤矸石处理和综合
利用体系，加大环保、税收综合执法力度，完善以
生产者责任延伸的法律制度，倒逼企业提高煤矸
石综合利用率。“以市场为导向，扩展煤矸石在新
型建筑材料、新型化工产品等领域的应用，加大
治理和综合利用技术推广力度，提高煤矸石资源
化利用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

“我不建议逼迫煤矿把选煤厂搬到井下，或
者把费力分选出来的洗泥、煤泥再掺混在动力煤
中流向社会。 仅靠环保政策高压，并不能从根本
解决处置难题。”张绍强提出，“井下充填”是目前
最可靠、最彻底、监管成本最低的处置方式，核心
问题在于成本问题，“井下充填技术、工艺、装备
已经成熟，若能由政策解决一点、煤矿消化一点、
用户承担一点，高昂成本即可分摊。对此，建议国
家按照原煤产量征收煤矸石治理基金，对开展井
下充填的矿井予以返还和补贴， 保证公平负担，
调动矿井积极性。 ”

除了安全环保处置，现行政策进一步提出煤
矸石资源化利用的要求。 3 月中旬，由国家发改
委、生态环境部等 9 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十四
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再次
强调，“持续提高煤矸石和粉煤灰综合利用水平，
推进煤矸石和粉煤灰在工程建设、 塌陷区治理、
矿井充填以及盐碱地、沙漠化土地生态修复等领
域的利用”。 但据记者了解，实践难度着实不小。

“督察发现的情况不是个例，尤其在中西部、
西南及东北地区，煤矸石违规排放问题具有一定
普遍性，目前只有华东地区做得稍好。”张绍强坦
言，其中既有矿区环保意识不足、责任心不强等
因素，也反映出煤矸石处置难的共性问题。

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学院教授黄艳利也
称， 以煤矸石为代表的煤基固废合理处置及资
源化问题， 已成为影响矿区环境的制约因素之
一。 “以新疆为例，煤矸石主要集中在准噶尔和

吐哈两个煤田， 年产量分别达到 1177.5 万吨、
832.5 万吨， 实际处置量与利用量远小于产出
量。 面对多种方式、复杂工艺，如何确定适宜新
疆煤矸石特征的资源化利用方法？ 根据新疆特
殊的地质资源环境， 如何实现矸石处置与水资
源保护协同发展？ 单一处置方法难以形成规模
化经济效益， 如何建立资源化利用的产业链布
局？ 这些都是现实难题。 ”

另据多位煤企人士向记者表示，利用煤矸石
进行煤矿井下充填， 被视为最彻底的处置方式，
但动辄需要 100 元/吨，充填成本让人却步。 “中
小型煤矸石综合利用电厂、 煤矸石砖厂等方式，
先后产生过一定效果。近 10 年，随着环保标准提
高、市场竞争加剧、支持政策收紧，原有综合利用
企业大多关停退出，整个煤矸石综合利用工作基
本停滞。井下充填虽然有效，成本却难以承受，大
多数煤矿开展意愿不强。 ”张绍强证实。

煤炭开采、 洗选加工的过程
中，必然产生大量煤矸石，这是长
期困扰煤矿环保的老问题。 据中
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理事长张绍
强介绍， 其数量约占原煤产量的
15%-20%， 在部分中小型煤矿，
该比例超过 30%。 “按照 2020 年
煤炭生产和洗选加工总量测算，
一年产生的煤矸石总量就超过 7
亿吨。 全国尚有 4700 多处煤矿，
必然伴随着相应数量的矸石产
生点和排放点，这是不可避免的
现实。 ”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
究员周宏春的印象中，由于大量
堆存处置，部分煤炭产区的煤矸
石可以用 “堆积如山” 来形容。
“有些煤矿附近常见白天冒白
烟、晚上有火光的山包，正是由
煤矸石自燃导致。 一座矸石山自
燃可长达十余年乃至几十年，大
约 1/3 的矸石山均发生过不同
程度的自燃现象，对空气环境造
成严重危害。 长期简单堆存，还
会破坏矿区地貌、植被，污染周

边土壤、水体，堆积过高、坡度过
大，易造成坍塌、滑坡等灾害。 ”

部分矿井非但未做到妥善
处置，甚至屡屡违规。 以情况突
出的山西焦煤集团斜沟煤矿为
例， 记者了解到， 自 2014 年以
来， 该矿累计产煤超 1 亿吨，对
应煤矸石产量 2000 多万吨。 然
而，大量煤矸石被倾倒在黄土沟
壑中，排矸场周围山体和矸石堆
裸露，黄土扑面，扬尘污染严重。
相关检测结果显示，煤矸石淋溶
产生的氟化物浓度最高超过地
下水Ⅲ类标准 80%，斜沟煤矿从
来没有开展过排矸场周围地下
水水质监测，给地表水和地下水
带来污染隐患。

在无环评手续的情况下，斜
沟煤矿还非法建成一处占地面积
近 40 公顷的排矸场，面积是环评
批复排矸场 3 倍以上。 上千万吨
矸石倾倒在排矸场， 再用削山平
坡取来的黄土覆盖在上面， 不但
大幅改变原有地形地貌， 更是破
坏地表植被，加剧水土流失。

造成地下水污染最高超标 80%

仅靠环保政策高压，不能根本解决处置难题

煤矸石综合利用工作基本停滞

今年以来， 开滦范各庄
矿业公司将加强机电管理
作为保障安全生产的重要
基础 ，围绕设备管理 、隐患
排查、 质量管理等方面，科
学谋划针对性举措，着力提
高机电管理水平。 图为该公
司机电科员工正在巡视检查
机电设备运转情况。

曲志新/摄

加强机电管理
夯实安全基础

案案例例警警示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