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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煤企企培培训训效效果果缘缘何何打打了了折折扣扣？？
■本报记者 朱妍

煤企职工应持续“充电”应对挑战

自然资源部：

加强改进矿产执法
维护勘查开采秩序

本报讯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日
前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矿产执法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强调维护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秩序，
促进矿产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

《通知》明确，严肃查处矿产资
源违法突出问题。 从严查处无证、
越界勘查采矿和破坏性采矿等违
法行为，对违法情节严重、严重破
坏生态环境的，从重处罚并公开通
报； 对建设工程实施中采矿牟利、
以修复治理名义违法采矿的依法
严肃查处；同一违法主体 2 年内曾
因非法采矿受过 2 次以上行政处
罚，又实施非法采矿行为，涉嫌构
成非法采矿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
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通知》提出，持续深化矿产资
源日常执法。 加强矿产违法形势分
析研判，对一段时期内矿产违法数
量多、上升快的地区和矿产品价格
迅猛上涨的矿种进行重点关注；把
长江、黄河沿线，自然保护地，矿产
资源禁勘禁采区、生态红线范围等
生态敏感区和违法采矿高发区，作
为矿产执法重点区域。 加强矿产违
法行为的发现制止，可通过布设视
频监控、开展无人机巡查等方式加
强监管，结合“山长制”“田长制”将
发现制止矿产违法的职责权限延
伸到乡镇、村组。 深化矿产卫片执
法，对疑似违法图斑认真开展实地
核查，将矿产卫片多年连续变化图
斑作为工作重点。

《通知》要求，着力纠正矿产执
法不严问题。 部省两级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要加强对市县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的监督指导，重大典型违法
问题部将直接立案查处、挂牌督办
或公开通报。 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要认真落实矿产执法主体责任
和属地责任，符合立案条件的必须
立案查处；作出的矿产执法处罚决
定必须严格依照矿产资源法律法
规，对违法所得和违法采出矿产品
依法没收， 不得以罚款代替没收；
涉嫌犯罪的矿产违法案件，必须移
送司法机关。 对执法不严、弄虚作
假等问题，要坚持刀刃向内，及时
纠正问题或追究相关责任。

《通知 》提出 ，努力形成齐抓
共管强大合力， 进一步完善共同
责任机制， 加强行刑衔接， 加强
与纪检监察、 审计衔接， 强化矿
产执法与矿产督察、 生态环境督
察协作 ， 认真做好矿产执法的
“后半篇文章”。 （陈琛）

资讯

鄂尔多斯高新材料公司
碳排放造假被通报

本报讯 日前， 内蒙古自治区生
态环境厅通报了内蒙古鄂尔多斯高新
材料有限公司虚报碳排放报告案。 根
据通报，2020 年 12 月 30 日， 鄂尔多
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中碳能投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将 2019 年排放报
告所附的两个分厂的 2019 年全年各
12 份检测报告中“报告编号、样品标
识号、 送检日期、 验讫日期和报告日
期”内容进行了篡改，并删除了防伪二
维码。

依据相关规定，内蒙古自治区生
态环境厅对内蒙古鄂尔多斯高新材
料有限公司下达了环境违法行为责
令改正决定书，责令其限期改正违法
行为。 （林轩）

蒲白西固煤业实现
连续7000天安全生产

本报讯 截至 7 月 19 日，蒲白西
固煤业公司实现安全生产 7000 天，
持续领航陕煤集团安全生产周期最
长矿井。

蒲白西固煤业 2003 年 10 月 31
日正式挂牌成立， 经过两次技术改
造，煤炭年产量由 15 万吨增至 60 万
吨。 该矿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最大
的政治任务， 不断完善安全目标责
任、深耕“12336”安全管理模式。 同
时，该公司还不断加大“四化”建设
力度，强化硬件设施建设，矿井安全
生产的总体水平和应变能力得以大
幅提高。 “十四五”该矿提出“0111”目
标，即连续实现安全零目标；力争年
产能达到 100 万吨以上；年利润实现
1000 万以上； 职工年人均收入突破
10 万元。 （杨晓亮 韩保住）

一家之言

“有时老师还没开口，我就知道
接下来大概要讲什么， 有时候听了
半天却没讲透，难题还是难题。花费
大量时间精力， 好不容易考个资质
证书，感觉也没多大用处。 ”

“入职初期， 每天由老技术员
带我们下井，师傅让干什么就干什
么，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虽然有收
获，但总觉得零零散散、不成体系，
传统‘老带新’的方法越来越难满
足要求了。 ”

“除了统一培训， 工作之余的

学习活动并不少，但我作为队长也
没法强制要求大伙儿参加，这种不
拿钱又‘费’时间的事只能是自愿
报名。 ”

近日在山西大同、朔州等地走
访时，谈起煤企学习培训，多名一
线矿工向记者“大倒苦水”。 能力提
升不仅是个体需求，更关系到矿井
的安全高效生产。 但目前，煤炭行
业劳动力素质整体不高，长期缺乏
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体系，如何才
能“教”到点子上？

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
《煤炭工业“十四五”人才队伍建设
指导意见》显示，“十三五”期间，煤
炭从业人员数量由 530 余万减至
2020 年的 300 万左右，专科及以上
学历人员、中级职称及以上专业技
术人员和高技能等人才数量增多。
但同时，人才结构性过剩和短缺问
题长期并存。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
长姜耀东用数据进一步说明：从
学历和职称结构看， 在煤矿采掘
一线工人中 ， 本科以上人员占
3.04% ， 专 科 及 以 上 人 员 占
14.17%，具有高级技师、技师等级
证书的工人占比为 2.62%。 从年
龄结构看，51 岁以上一线工人占
比为 14.77%，41 岁及以上人员占
比为 55.6%。 尤其是老矿区、老企
业， 职工老龄化问题更加凸显。
“例如，龙煤集团、川煤集团 41 岁
以 上 采 掘 工 人 占 比 分 别 达 到

86.95%、86.76%。 加上招工难、人
才流失等现实，若不及时改善，将
严重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 ”

对此， 培训是提升从业人员素
质的一个主要途径。“煤矿安全事故
或多或少涉及人为因素， 人员安全
意识不足、违规操作、未熟练掌握自
救互救技能等问题， 背后都离不开
培训不到位。”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
直言， 深入研究提升人员素质的对
策措施需求迫切，但到了一线，重视
程度远远不够。

另据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法
称 ，不完全统计显示 ，一线从业
人员平均年龄大于 40 岁 。 随着
煤矿智能化建设推进，人员整体
技术水平偏低的短板进一步暴
露。 “如何将计算机、人工智能等
课程与煤炭开采实践进行融合，
如何优化人才培养结构等尚不
十分清晰，煤矿智能化培养体系
有待建立。 ”

事实上，企业培训并不少，实效为何打折
扣？ 淮北矿业集团工匠大师杨杰告诉记者，相
比在校学生， 一线职工培训有着诸多不同，实
际难度也更大。

“从业人员的年龄结构、 受教育程度等客
观条件，首先决定了培训对象的特殊性。 我自
己就是初中文化，摸爬滚打多年虽然积累丰富
经验，有时遇到先进技术，学起来依然存在困
难。 边学边摸索，甚至几个月、一年才能熟练掌
握一项新技术。 技术和设备都更新了，工人们
跟不上的情况挺普遍。 ”杨杰坦言，有些地方一
开课，就是让员工坐在教室听讲。 “老师从哪里
来？ 有多少井下经验？ 用得是什么教材？ 与设
备技术更新匹配吗？ 职工培训不仅需要拓展知
识，更重要是把理论转化为动手能力，实实在

在提高岗位实用技能。 用所学内容解决生产现
场难题，这才是培训的落脚点所在。 ”

陕煤运销集团相关负责人解美强有着类
似感受。 “企业邀请专家授课、精心设计课程，
在培训方面投入不少，但还是存在员工学得不
深，所学知识用不上、不好用等情况，效果差强
人意。 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培训内容和员工
需求存在较大差异。 ”

解美强表示， 煤炭行业一线人员的文化程
度、学习能力、工作经历多有不同，培训内容和方
法或是蜻蜓点水、千篇一律，或是质量不高、内容
过时，还有些重理论轻实践。”比如，企业设计的课
程繁杂，培训结束也没有后续跟进学习情况，导致
员工学得不专。 哪怕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取得相
关资质证书，对实际工作的帮助也很有限。 ”

“煤炭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专业技术人才比
例相对较低。 必须加强从业人员素质提升，系统
有序开展员工教育培训工作。 ”姜耀东建议，健
全行业高等教育、学历教育、专业学习、岗位培
训和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支持鼓励煤企与高等
教育机构建立定向联合培养模式，实行“入企先
入校，招工变招生，校企双师订单式培养”的人
才培养方式，丰富行业人才储备库。

解美强提出， 可从三个方面尝试改变：一
是因人而异、注重实效，有计划举办各种类
型培训，为员工量身定制个性化课程，根据
个人工作能力、业务水平等变化，在不同时
期提供不同培训方案。 二是建立培训考核
与绩效工资挂钩的激励机制， 将培训效果
纳入员工考核，通过改变晋升制度，使能力
强、业绩优秀的员工得到相应待遇。 三是加
强企业内部培训， 组织具有丰富经验的一
线员工授课， 以问题为导向， 注重实践教

学 、案例教学 ，引导员工学以致用 ，充分调
动员工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结合自身经历，杨杰认为培训还需与时俱
进。 “设备更新这么快，技术越来越先进，培训
内容、教材、方法也要同步更新。 动辄百万、千
万元的设备， 买回来长期拿给员工练手不现
实，但没有真设备如何练就真本领？ 我们就想
办法提取其中的核心工艺、主要功能、生产工
艺，并研究出与之相配套的教学方法，让生产
设备走进课堂、让课堂变成井下空间。 ”

在杨杰看来，长期以来“单项”培训模式也
要改变。 “对于一线人员来说，学会了和用起来
还有一定差距。 不妨改一改过于被动传授方
式，在培训之前，请大家讲讲在工作中遇到的
实际难题，希望重点学习哪些内容。 解决难题
的过程，也是有针对性提升的过程。 把复杂技
术变成一个个通俗易懂、 易于接受的知识点，
最终才能真正为大家所用。 ”

人才结构性过剩和短缺并存，
培训需求迫切

培训内容和员工需求存在较大差异

“让生产设备走进课堂、让课堂变成井下空间”

7 月 22 日晚， 接到驰援河南郑
州灾区调派， 山东能源集团迅速集
结山东能源兖州煤业救护大队 、淄
矿集团救护大队、 枣矿集团救护大
队首批 3 支救援队 ，83 名指战员 、
15 部车辆， 携带 26 台大流量排水
泵和“龙吸水”排水车、发电车等救
援装备，连夜奔赴河南郑州，并于 7
月 23 日凌晨 2 时 30 分陆续到达 ，
迅速展开了抗洪救援工作。

据悉，3 支救援队主要承担郑州
市金水区社区地下车库排水、 城中
村地基基坑排水等任务。

李志勇/图文

山山东东能能源源集集团团首首批批 33支支救救援援队队连连夜夜驰驰援援河河南南

■刘志彪

长期以来 ， 以煤为主的化石能源在
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 随着碳
达峰、碳中和愿景目标的提出 ，煤炭行业
前所未有地站上风口浪尖，直面新变革 、
新挑战。

笔者认为 ，对于煤企职工而言 ，不必
过于悲观。 煤炭目前仍是我国的基础能源
和主要能源。

《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 白皮书显
示，2019 年， 中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
总量比重为 57.7%。2020 年，我国煤炭产量

占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的 56.8%。 煤炭在
我国能源产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短期内无
法改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保证国
家能源安全需求的“压舱石”和“稳定器”。

困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碳
达峰、碳中和给煤炭行业带来压力的同时，
也带来机遇。

机遇在于，当下，煤炭行业不再局限于
从事煤炭开采活动， 煤炭的清洁利用也涉
及各行各业。随着科技发展，煤炭将加速从
燃料向原料转变，应用领域更广泛，能源使
用更清洁。

挑战在于，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愿景目
标下， 煤炭会逐渐让出能源消费的龙头位
置，逐步过渡到发挥“补充”作用。

这也就意味着， 煤炭行业除了面临着
行业之间的竞争压力， 也面临着行业内部

企业间的竞争压力， 效率低下者要被淘汰
出局。

以山西省为例， 去年山西省通过对省
属企业改革重组，省属国企数量从 28 家调
整至 23 家，煤企数量从 7 家调整至 2 家。

这是煤炭行业的机遇， 也是煤炭职工
的机遇。

未来，煤炭行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
代，煤矿不再需要职工承担高强度 、高体
力的工作，需要的是高素质 、高技能水平
的职工。

面对这样的改变， 煤炭职工不能无视
变革，不能满足现状，更不能高枕无忧，要
及时充电，做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多年前，河北唐山一收费站取消时，一
名收费员说：“我今年 36 岁，青春都交给收
费站了，现在啥也不会。 ”煤矿有许多特殊

工种，职工技能单一，一旦离开煤矿，没有
具备市场需要的技能， 难免会像这位收费
员一样苦恼。

煤炭企业发展的趋势是智能化开采，
所需职工人数会逐步减少。在这种趋势下，
一些煤炭职工将离开自己原有的岗位，或
转岗分流，或自主创业，开启新的人生；一
些煤炭职工将通过学习、 培训走上新的智
能化岗位，成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高素质、
高技能职工。

当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不可能一蹴
而就，也不在一朝一夕。 在这段时间里，在
机遇和挑战面前，作为煤炭职工，更应该找
准方向，苦干实干，通过持续充电提升自己
的各项职业技能，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
未来的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作者供职于西山煤电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