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海”山西：新中国能源安全压舱石
■■本报记者 朱妍 于孟林 卢彬

昔日的小煤窑， 今天进化为百万吨级现代
化大矿井；昔日的打眼放炮、人工攉煤，今天实
现了综合机械化、智能化开采；昔日破坏环境、
污染空气，今天采煤不见煤、蓝天白云飞……山
西煤炭工业的发展变迁， 是中国煤炭工业跃进
的一个缩影。

百年春华秋实，一路砥砺向前。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一代代煤炭人接续奋斗，中国煤炭
工业筚路蓝缕，在艰苦奋斗中持续前进，在改革
开放中升级发展，在新时代不断实现新突破，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煤炭供应保障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煤炭
供给由严重短缺转变为产能总体富余、 供需基
本平衡。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全国煤炭产量净
增 120 倍 ， 从 1949 年的 0.3 亿吨一路升至
2020 年的 39 亿吨。 在煤炭产能巨幅增加的同
时，我国煤炭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煤矿数量由最
多时的 9 万多处减少到目前的 4700 处以下。煤
炭产业集中度大大提高，实现了由多、小、散、
乱，向大基地、大集团、大煤矿的历史性跨越。
2020 年，14 个大型煤炭基地产量占全国产量的
96.6%，前 8 家大型煤炭企业原煤产量 18.55 亿
吨，占全国的 47.6%，全国建成年产 120 万吨以

上的大型现代化煤矿 1200 处以上，产量占全国
的 80%左右。

现代煤炭装备制造体系基本形成， 实现了
从产品的绝对短缺到相对宽裕的巨大转变———
煤机制造企业由新中国成立时的 3 家激增至目
前的 5000 多家，形成了生产采掘、机电、运输、
安全、地质勘探、基本建设、洗选加工等煤炭产
业链全品种、全系列装备的能力，满足我国煤炭
生产需求的现代装备制造体系成形。

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实现了从吸收、跟
随到自主创新的蜕变。为提高煤矿机械化程度，
我国于上世纪 70 年代引进综采综掘设备 ，80
年代开始推行综合机械化开采， 并尝试自行研
制大型煤矿机械装备， 逐步实现了煤机装备国
产化、煤矿工作面智能化开采。 时至今日，我国
已成为世界煤炭智能化开采的重要引领者和推
动者。大型煤企的采煤机械化程度从 1978 年的
32.5%提高到 2020 年的 98.86%。 大型矿井建
设、特厚煤层综放开采、煤与瓦斯共采、现代煤
化工技术等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 在国家层面
的高度重视和持续关注之下， 健全完善了煤矿
安全监察体制机制， 煤矿安全生产法治建设和

基础建设成效显著， 促进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实
现了明显好转，全国百万吨煤矿死亡率由 1949
年的 22.54 降至 2020 年的 0.058。

回首百年路，煤炭工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
展历程， 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了突出贡
献，也铸就了几代煤炭人“特别能战斗、特别能
奉献 ”的精神文化品格 ，成为煤炭行业 ，乃至
全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 如今，以煤为“媒”，
煤炭大省山西正在积极落实能源革命综合改
革试点，为低碳转型蹚新路。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煤
炭工业发展取得的成就已成历史，迎接更大挑
战、实现更高目标的催战“号角”已吹响。 国家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实现煤炭供应安全兜底，为煤炭工业赋予了新
的时代使命———强化兜底责任，支撑国内大循
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 与此同
时，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宏伟愿景下，煤炭“十
五五”达峰的“时间表”也已明确。

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乎峻岭。 面对新
时代、 新使命， 煤炭行业在发挥好兜底作用的同
时，必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安全智
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继续做好煤炭这篇大文章。

主管、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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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国家能源安全、保障经济社会
发展， 始终是摆在能源产业面前的首
要任务 。 而我国 “富煤 、贫油 、少气 ”的
资源禀赋，决定着煤炭的兜底作用与重
要地位。

新中国的成立拉开了我国现代煤炭
工业的大幕。 时至今日，全国原煤产量已
从 1949 年的仅约 0.3 亿吨， 一路飙升至
2020 年的 39 亿吨， 保供能力实现跨越式
提升；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煤矿数量多、规
模小， 平均单井规模低至 20.52 万吨/年，
到了“十三五”末，平均单井（矿）产能高达
110 万吨/年以上，年产 120 万吨以上的大
型现代化煤矿产量占比 80%左右，煤炭供
给在保“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质”
的显著提升。

细数全国煤炭主产区，在保供应方面，
产煤第一大省山西居功至伟。

山西 “点亮了全国一半的灯 ，烧热
了华北一半的炕”。 若是将改革开放以
来的外调煤炭装成火车排列，这些车皮
可绕地球 30 多圈。 而今，在碳达峰、碳
中和的愿景之下 ， 山西主动跳出舒适
区，以“创新、绿色、智能、安全”为方向，
从“一煤独大 ”的 “煤老大 ”变身为能源
综改的“排头兵”———“十三五”期间，山
西全省煤矿数量由 1078 座减至 900 座
以下， 过剩产能退出总量全国第一，先
进 产 能 占 比 由 不 足 30% 大 幅 提 高 至
68%， 成为煤炭全行业转型升级的一个
生动缩影。

沿斜井乘车一路下行， 地下 300 多米
的巷道深处，周身斑驳的采煤机、刮板运

输机等装备静静摆放，回风通道、紧急避
险等区域完整保留， 煤壁缝隙依稀可见
残留的细碎煤屑———位于山西大同的晋华
宫矿南山井，已于 2012 年关闭停产，完成
了 39 年运行使命。墙上“排除万难、争取胜
利”“抓革命、促生产”等标语，定格下当时
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

矿井上方的大同煤炭博物馆内， 一张
摄于 1953 年的老照片上， 几名矿工高举
“全国掘进旗帜”，格外显眼。他们是原大同
煤矿马连小组成员，在那个条件艰苦、设备
简陋的年代，用 27 个工作日，在 3 米宽、2

米高的巷道掘进 318.7 米，创造了当时电钻
掘进全国最高纪录。

据山西省能源局副局长苗还利介绍，
历经布局打基础、中小煤矿扩张、结构调
整、 整合重组及高质量发展五个主要阶
段，煤炭对于山西乃至全国国民经济发展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
山西累计生产原煤 217 亿吨，外调 140 多
亿吨，供应了全国 28 个省区市用煤。 改革
开放 40 多年，全省煤炭产量、调出量和出
口量， 分别占到全国总量的 1/4、3/4 和
70%以上。 ” 苗还利向记者打了一个比

喻———如果用这些煤炭修筑成截面为 49
平方米的城墙， 工程量相当于修筑 35 条
万里长城。

即便是在煤炭供应已由短缺变为总
体宽松的今天，山西仍将“稳价格、保供
应”作为己任。 苗还利举例说，今年 5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部署“增
产增供”专题会议，山西省能源局第一时
间响应，5 月 21-25 日向全省下发通知，
与主要产煤市和省属能源（煤炭）集团公
司对接，逐矿梳理产能核增煤矿清单、国
家核准建设煤矿手续办理清单等。 同时，

由山西省煤炭工业协会带头， 倡导煤炭
企业充分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 平抑煤
炭价格异常波动。

肩负保供重任的同时， 山西并未停下
探索煤炭高质量发展的脚步。

“干了大半辈子，以前靠挥锹抡镐，
从没想过还能动动鼠标电脑。 ”山西大
同塔山煤矿综采一队班组长高权说，过
去做支护，采煤机每割一刀煤 ，配套的
100 多根支架需要全部移动一遍 ，每根
支架有 13 个手把、26 个功能动作。 “一
个班人均手工操作五六百次，干久了满
手老茧。 现在实行智能化控制，轻轻松
松按键操作，劳动强度低了，效率提高 1
倍多。 ”

“80 后” 研究生曹平现任塔山煤矿
机电副队长，主要负责智能化装备安装
维护及研发工作。 “5G 也能下井了。 ”他
举例说 ，过去有突发状况 ，要先通过应
急电话向调度室反映 ， 再派人下井查
看、制定解决方案，耽误时间不说，还影
响处置效率。 “如今使用 5G 井下防爆智
能手机 ，直接远程视频连接 ，地面还有
自动监测系统，就能变被动接听为主动
决策。 ”

作为我国“十一五”期间建成的第一
个千万吨级现代化矿井，塔山煤矿也是国
家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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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做好煤炭这篇大文章
■■本报评论员

以一己之力供应了全国
28 个省区市用煤

坚持绿色开采， 先行先
试智能化建设

全国原煤产量

1949 年

2020 年

0.3 亿吨

39 亿吨

全国平均单井（矿）规模

1978 年 20.52 万吨/年

2020 年 110 万吨/年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