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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玲报道：近日，国家矿
山安全监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
上半年全国矿山安全生产形势和重点工作
进展情况。

根据通报，上半年，各级煤矿安全监察
机构共完成监察执法 9156 矿次、同比增加
1171 矿次；查处事故隐患 66281 条、同比
增加 5554 条，其中重大隐患 594 条、同比
增加 129 条； 实施行政罚款 9.21 亿元、同
比增加 2.21 亿元， 责令停产整顿矿井 373
处、同比增加 101 处，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
煤矿 476 处、同比增加 37 处，责令停止作
业采掘工作面 3252 个、 同比增加 628 个，

责令从危险区域撤出作业人员 46 次、同比
增加 14 次。

作为传统的高危行业， 矿山始终是整
个安全生产领域的重中之重。 据国家矿山
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副司长、 新闻发言人赵
玉辉介绍，今年以来，为防控煤矿重大灾害
风险，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采取了多项有
针对性措施：强化瓦斯防治，强化煤矿瓦斯
“零超限”、煤层“零突出”目标管理，出台防
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和制度措施， 督促各
地开展“一通三防”专项检查。 强化冲击地
压防治，编制《冲击地压防治“十例十问十
解”》，开展冲击地压“专家查隐患”及专项

联合执法检查活动，形成了《冲击地压矿井
安全论证及专项监管监察情况分析报告》。
强化水害防治， 督促各地开展汛期防治水
专项监察，做到早谋划、早安排、早防范。强
化顶板事故防范，研究制定《加强煤矿顶板
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加强断层等构造带
支护管理，严防冒顶等事故发生。深化矿山
外包工程、资源整合煤矿、托管煤矿和安全
评价机构职业行为等四个专项整治， 持续
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

同时， 为深刻汲取今年以来煤矿发
生的多起事故教训，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
局还专门调派百余名执法人员于 4 月下

旬至 5 月对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河南、
贵州、云南、陕西、新疆、兵团等 9 个重点
产煤地区和事故多发地区开展了第二轮
异地执法。

“今年我们计划至少开展 4 轮异地执
法，聚焦重点产煤地区、重大灾害治理、重
大风险防控、 重大事故防范。 采取不打招
呼、随机抽查等方式，深入煤矿井下现场一
线，动真碰硬，严格执法，对发现的违法违
规行为，一律依法严肃处理处罚，对典型违
法行为和重大隐患一律依法从严查处、严
厉追责。”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煤矿安全监
察司司长刘云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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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辽宁宁首首个个智智能能化化工工作作面面模模拟拟实实训训系系统统投投用用

近日，辽宁省首个智能化工作面模拟实训
系统在铁法能源大兴矿孙杰创新工作室建成
投用，并成功完成了与井下生产现场的无缝对
接，实现了对智能综采工作面设备的整体远程
操控。 该系统由智能化集中控制系统、三机远
程控制系统、皮带集中控制系统、电液支架控
制系统、组合编程系统以及多功能自动化控制
系统等组成，通过该系统学员们在工作室就能
身临其境地学习掌握智能化设备操控、维修等
技能。 鲁晓东 摄

■本报记者 朱妍

“要想聚人气，光建几座矿山公园还不
够。能不能学习巴黎迪士尼那种模式，让人
们都主动愿意来？”在近日召开的黄河流域
绿色开采与生态修复学术论坛上， 中国工
程院院士彭苏萍阐述构想。

彭苏萍所言的并非某休闲旅游都市，
而是神东、 陕北两大煤炭基地所在区域、
黄河流域中上游典型的能源城市———榆
林和鄂尔多斯。丰富的煤炭资源带来发展
机遇的同时，也不断加重环境负担。“以榆
林、鄂尔多斯为中心进行环境和生态连片
治理，建立西北地区生态公园，构建黄土
区、沙漠区、开采沉陷湿地不同生态景观
功能区域。 向北延伸有元蒙文化资源，向
南至延安黄陵一带是红色旅游区，结合文
化、休闲产业，实现煤矿资源型城市华丽
转身。 ”彭苏萍提出将生态修复与区域规
划相融合的思路。

如何做好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大
文章？在整个黄河流域，一大批因煤而兴的
地区均面临严峻考验。

“煤炭开发成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最严重的人为干扰因素”

近日召开的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指出，做好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必须坚
持问题导向，发现问题、直面问题、及时解决
问题。 而在彭苏萍看来，“煤炭开发成为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最严重的人为干扰因素”。

据彭苏萍介绍， 黄河流域蕴含我国
70%以上的煤炭储量和产量，全国 14 个煤
炭基地，其中 9 个分布于此。 “黄河流经 9
个省市，流域面积 79.5 万平方公里，含煤
面积超过 35.7 万平方公里。 相比石油开采
位于地下 2000 米深度，平均 300 多米的煤
炭开发，对于城市建设、生活环境等影响更
为直接。因此，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环
境治理，离不开煤炭行业。 ”

国家能源集团教授级高工李全生
称，黄河流域的煤、水资源呈逆向分布，
水资源短缺、 生态本底脆弱进一步加剧
环境压力。 流域水资源仅占全国总量的
3.9%。 年平均降雨量 200-400 毫升，年

蒸发量高达 1000-2600 毫升， 是降雨量
的 5-6 倍。

“井工开采扰动和破坏原有岩土层、地
下含水层，形成地表裂缝，导致地表沉陷。
采煤损毁土地面积累计约 200 万公顷，损
毁土地复垦率仅 30%左右。 露天开采占我
国煤炭产量的 16.9%， 主要位于黄河流域
干旱半干旱地区和东部严寒草原区。 露天
开采剥离岩土，影响地下含水层、原有地层
结构及地表生态环境， 为确保安全还要进
行疏排水，引起周边地下水位下降。 ”李全
生坦言，现代煤炭开采向规模化、智能化、
无人化转变， 伴随着强扰动及条件复杂多
变，生态治理难度更大。

“目前多借鉴华北矿区治理方案，缺
乏针对性治理理念和关键技术”

然而， 传统治理思路与方法已暴露短
板。“现有生态修复多借鉴华北矿区治理方
案，缺乏针对性治理理念和关键技术。国家
对黄河流域煤矿区生态修复的立项研究较
少，亟需资金及政策扶持。”李全生认为，当
前制约主要有三：多采取“先破坏后治理”
的方式，属于被动治理；忽视开采源头的主
动减损；基础研究相对滞后，不足以支撑关
键技术研发。

彭苏萍也称， 大规模煤炭开采具有干
扰强度大、 持续时间长、 影响面积广等特
点，与黄河流域地质地貌属性相叠加，生态
系统结构功能发生变化。 在黄河流域上中
下游不同区域， 生态损害机理特征与华北
矿区均有很大差异， 修复策略理应不同。
“现有方法和技术难以支撑黄河流域煤炭
开采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考虑到流域
土壤贫瘠，土地沙化，水土流失严重，很多
区域原本就没有什么绿水青山， 修复面临
的另一大问题， 是如何通过煤炭开发再造
绿水青山。 ”

一位不便具名的专家还告诉记者，在
不少企业眼中，生态修复仍是一项负担，往
往到了开采后期， 才在主管部门监督之下
进行被动治理。由于对本底环境认识不足，
缺乏整体认识和科学理念， 更没有将生态
修复计划与开采规划相结合。 “比如，治理

多以充填、人工种植、边坡防护等干预措施
为主，技术单一、范围有限。事实上，修复不
仅仅针对水、土或植被等单一要素，也不只
是以景观美化为主，而要基于‘山水林田湖
草’生命共同体进行统筹，实现整个流域生
态系统的健康和安全。 ”

“实现煤炭开采对生态环境损伤最
小化与生态修复效果最优化”

什么样的路径更合适？ 正在木里矿区
开展治理工作的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教授级
高工王佟讲述了新思路。

“木里矿区地处黄河主要支流大通河源
头，属于高原高寒地区，非法采矿造成地貌景
观破坏，遍地矿坑、河流截断，损毁情况严重。
可以说，这是国内外规模与难度最大、涉及科
学问题多且无借鉴先例的修复治理工程。 不
同地区煤炭开采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不同，在
木里，每一处矿坑面临问题都不一样。 ”王佟
举例，光是积水的矿坑，过去挖上来多少土、
现在填下去多少土， 测算显示至少花费 130
多亿元。 “治理既要技术科学可靠，也要经济
合理可行，努力更贴近自然。 ”

王佟介绍，综合考虑各采坑、渣山的规
模，稳定程度及存在问题等情况，木里矿区
最终采取“一坑一策”方案，分类因地因势
差别化治理。 在此基础上，统筹植被恢复、
水环境和资源等要素， 对矿区生态环境进
行综合整治， 形成具有高原高寒特色的生
态修复重点治理模式。

“过去的修复方式要改改了。 ”彭苏萍
进一步称，在布局黄河流域煤炭产能时，必
须基于区域环境与生态承载力， 实现开采
与生态修复的同步， 根据不同区域的生态
环境现状进行总体规划与工程实施。“煤炭
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破坏作用机理掌
握还不全面， 需采用先进方法对黄河流域
土壤、 水资源和生态特征进行系统的本底
调查。 ”

李全生也称， 生态修复应覆盖采矿全
生命周期，包括采前采中采后及闭坑之后，
不能停留在被动治理。 当前亟需一套矿区
生态稳定性评价的理论与方法， 厘清煤炭
开发对区域生态要素的影响边界和程度，
由此指导矿区开展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的
最终目标， 是实现煤炭开采对生态环境损
伤最小化与生态修复效果最优化。 ”

省份 数量 名称

青海 2 木里江仓区，热水

甘肃 8 窑街，靖远，华亭，灵台，沙井子，宁正，甜水堡，宁西

宁夏 17 沙巴台，石炭井，马莲滩，炭梁坡，石嘴山，红墩子，横城，灵武，鸳鸯
湖，石沟驿，马家滩，积家井，韦州，萌城，四股泉，炭山，王洼

内蒙古 17
万利，乌海，塔然高勒，高头窑，新街，新街台格庙，准格尔，准格尔中
部，上海庙，呼鲁斯太，纳林河，苏亥图，梀木沟，纳林希里，呼吉尔特，
包头，嘉尔嘎勒

陕西 21
榆神一、二、三、四期，榆横南区，榆横北区，神府东胜，庙哈孤，古城，
吴堡，府谷，府谷预留区，黄陵，焦坪，旬耀，彬长，永陇麟游区，铜川，
蒲白，澄合，韩城

山西 14 大同，岚县，西山，东山，阳泉，河保偏，离 柳，石隰，乡宁，汾西，霍州，
霍东，晋城，潞安

河南 3 义马，平顶山，郑州
山东 3 黄河北，新汶，肥城

黄河流域煤炭矿区分布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上半年停产整顿矿井 373处

吕梁市因煤矿事故
被约谈

本报讯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
全面查漏补缺，压实各方责任，切实
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有效防范
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日前，山西
省应急厅对吕梁市应急管理局、临
县人民政府和山西楼俊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 山西楼俊集团泰业煤业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

约谈指出，6 月 16 日， 吕梁市
临县楼俊集团泰业煤业 9 号煤层运
输大巷发生一起顶板事故， 造成 7
人被困。 虽经抢险救援，被困人员
成功获救，但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
影响。 该起事故是泰业煤业继 3 月
31 日发生机电事故致 1 人死亡后，
又发生的一起安全涉险事故，性质
恶劣，影响很坏，教训深刻。 暴露出
吕梁市煤矿安全生产存在安全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差距大、重大灾害
治理不到位、 安全监管漏管失控、
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和事故教
训汲取不深刻等突出问题。

约谈强调，今年 7 月份与往年
不同，比以往风险更加突出，形势
更加严峻， 煤矿安全生产呈现出
“四期叠加”的阶段性特征：一是思
想行动的“脱节期”；二是供需矛盾
的“凸显期”；三是防汛抗洪的“重
点期”；四是隐患整治的“攻坚期”。
吕梁市要认清形势，针对存在的问
题，认真抓好组织整改，并举一反
三，深入查找问题根源，绷紧神经、
高度警惕，采取断然措施，坚决守
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

约谈要求，吕梁市要深刻汲取
事故教训，统筹兼顾做好各方面工
作，确保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保
持稳定。 要坚持安全发展理念，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贯彻
落实山西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画出底线硬杠杠，强化做好安
全防范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 层层压实安全责任，
科学研判重大风险， 深化煤矿瓦
斯、水、顶板等重大灾害治理，尤其
是要深入推进煤矿安全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扎实开展煤矿安全生产
大排查，始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
势，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责
任担当、更多的聪明才智、更实的
工作举措，坚决遏制煤矿重特大事
故，为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好转贡献力量。 （宁静）

资讯

贵州优化煤矿安全
监管执法制度

本报讯 日前，贵州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印发 《优化完善煤矿安全监管执
法制度实施方案》，提出完善专门安全
监管执法制度等五大要求， 以进一步
规范全省煤矿安全监管执法工作。

一是完善专门安全监管执法制
度。包括优化执法组成，各产煤县（市、
区） 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根据辖区内正
常生产建设煤矿基本情况、空间布局、
灾害特点等，优化整合现有执法力量，
组建若干专门监管执法组； 提升执法
质量；规范执法行为。

二是优化巡查、驻矿监管制度。要
优化驻矿监管模式。 将现有单一的驻
矿模式调整为“小组巡查、驻矿监督”
相结合的模式，必要时驻矿蹲守监督。
每月对正常生产建设煤矿至少开展 1
次全覆盖入井巡查， 夜间及节假日突
击巡查矿次不低于当月总巡查矿次的
20%。要理清巡查工作职责。要明确驻
矿适用情形。要建立信息联络机制。要
强化信息共享互动。

三是强化网络巡查预警制度。 要
强化系统应用， 建立 24 小时值班机
制，配齐值班人员，明确带班领导，切
实建好管好用好煤矿安全风险监测预
警系统。 要强化远程巡查。

四是健全联合执法制度。 要深化
协作配合机制。要提升联合执法效能。
对多个煤矿的同类事项或单个煤矿的
不同事项， 联合执法组可分成若干小
分队实施联合执法， 原则上一次性完
成，提高监管实效。坚持“一事不二罚”
原则， 对单个煤矿存在多种违法行为
实行分别裁量、合并处罚，不得选择性
执法。

五是深化分级分类监管制度 。
要深入实施三级监管制度。 要实施
跨县域联合执法。 贵阳市、铜仁市、
黔南州等市（州）煤矿安全监管部门
统筹调配辖区内煤矿数量少、 监管
执法力量不足的县级专业监管执法
力量，由煤矿所在县（市、区）牵头主
导、其他产煤县（市、区）参与，按执
法检查计划组织实施跨县域联合执
法。要推动形成监管合力。要提升监
管执法能力水平。 （张安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