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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资讯讯

�� 在在有有序序退退出出煤煤炭炭过过剩剩产产能能和和积积极极培培育育优优质质产产能能的的背背景景下下，， 煤煤炭炭生生产产进进一一步步集集中中，，
造造成成区区域域性性煤煤炭炭运运输输需需求求集集中中，，铁铁路路煤煤炭炭运运输输保保障障难难度度加加大大——————

煤煤炭炭外外运运通通道道建建设设要要跟跟上上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朱朱妍妍

历史遗留废弃工矿土地
整治获专项资金支持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日前，财政部
发布 《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治理资金将支
持开展历史遗留废弃工矿土地整治。 其中，
采取项目法分配的奖补资金，工程总投资 5
亿元以上的项目奖补 3 亿元。

《管理办法》指出，治理资金将用于支
持开展历史遗留废弃工矿土地整治。 对生
态安全具有重要保障作用、 生态受益范围
较广的重点生态地区开展历史遗留和责任
人灭失的废弃工业土地和矿山废弃地整
治，实施区域性土地整治示范，盘活存量建
设用地，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修复
人居环境。

根据 《管理办法》， 治理资金应优先
用于解决生态系统突出问题， 不得用于
以下方面支出：不符合自然保护地、生态
保护红线、 耕地保护红线等国家管控要
求的项目；有明确修复责任主体的项目；
已有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公园、广
场、雕塑等旅游设施与“盆景”工程等景
观工程建设。

《管理办法》明确，用于历史遗留废弃
工矿土地整治的奖补资金采取项目法或因
素法分配。 采取项目法分配的，工程总投资
5 亿元以上的项目奖补 3 亿元。采取因素法
分配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统称
省） 奖补资金根据各省历史遗留废弃工矿
土地损毁面积等因素确定， 同时考虑各省
财政困难程度， 并根据资金使用绩效等对
测算结果进行调整，体现结果导向。 各省历
史遗留废弃工矿土地损毁面积因素， 由自
然资源部负责提供。

据悉，《管理办法》 实施期限至 2023
年底。

贵州新增释放
煤炭产能 2190万吨/年

本报讯 日前， 贵州省政府发布消息
称，今年以来，贵州对全省煤矿进行了逐
一梳理，实施“日调度”，实现新增释放煤
炭产能 2190 万吨/年， 原煤日产量增加 4
万吨左右。

据介绍，除加强调度外，贵州还通过推
动资金支持加快产能释放、 推动停产停建
煤矿复工复产、推动在建煤矿加快建设、坚
持采掘并举均衡生产等行动， 在确保安全
前提下切实保障煤炭增产增供。

推动资金支持加快产能释放方面，贵
州按照“投资见效快、产能释放大、保供作
用突出、资金需求合理”等原则，对全省急
需资金支持的煤矿项目全面筛查， 精准投
放省财政资金 20 亿元，撬动融资，促进产
能释放。

推动停产停建煤矿复工复产方面，贵
州指导 13 处停产煤矿重新颁发煤矿安全
生产许可证，产能 525 万吨/年，日均增产
约 1 万吨。

推动在建煤矿加快建设方面， 贵州督
促推动 26 处在建煤矿、产能 1245 万吨/年
进入联合试运转，日均增产 1.5 万吨以上。

坚持采掘并举均衡生产方面， 贵州推
动 9 处煤矿优化采掘部署， 释放产能 420
万吨/年，日均增产约 7000 吨。 推动现有 2
处露天煤矿完善手续、合法生产，日产量 1
万吨左右。

据介绍，接下来，贵州省将进一步加强
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继续组织有序复工复
产、煤矿项目投融资、推动露天煤矿建设，切
实保障煤炭增产增供。 （桂轩）

国内煤炭行业首个
5G漏缆技术测试成功

本报讯 近日，全国煤炭行业首套基于
pRRU+漏缆组网的 5G 技术在国家能源集
团神东乌兰木伦煤矿 12406 综采工作面测
试成功， 实现了综采工作面 5G 信号全覆
盖， 使得煤机远程控制和煤机上搭载的 4k
高清摄像头视频回传成为可能。

该技术是在工作面电缆槽内与液压
支架内各铺设一条漏缆， 两条漏缆用两
台 5GpRRU 连接， 共同组成一个 2T2R
单一小区， 实测达成综采面任何地方随
时随地上行传输 100 兆， 能够有效避免
综采面中部区域小区切换带来的丢包和
时延抖动， 可大幅度提高采煤机数据传
输的可靠性。 此外，无线信号的传输损耗
远小于在空气中的传播损耗，能实现 5G
信号无缝全覆盖。

尤其在薄煤层综采工作面， 该技术能
够有效克服薄煤层因采高低， 不平直导致
的 5G 天线部署困难，且 5G 天线容易被采
煤机或工作人员遮挡， 又属于非视距传输
环境，难以打穿整个综采面等弊端，为煤炭
企业井下安防、危险场所作业、虚拟现实、
高清视频回传、 高精度实时定位、 远程控
制、 井下无人驾驶、 协同运维等提供新途
径， 为加快推动远程控制和自动作业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 该技术是由国家能源集团神
东煤炭集团公司、华为公司、煤炭科学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榆林分公司联
合推出， 填补了井工煤矿应用的空白。 目
前，该技术已在地铁、隧道等场景使用，属
于常态化技术， 是无线领域天线技术的一
种特殊形式。 （白佩云 武瑞杰 ）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日前，国家
矿山安全监察局发布 《关于煤矿井下防
溃水溃砂专项检查情况的通报》（以下简
称 《通报》）。 专项检查共涉及煤矿 418
处，查处隐患 5217 条（其中重大事故隐
患 22 条）， 实施行政处罚 387 次， 罚款
3100.64 万元，责令停产整顿 14 矿次，停
止作业采掘工作面 230 个， 停止使用相
关设施、设备 312 台（套）。

《通报》显示，检查共发现四类主要
问题:

一是水害风险防范意识不强。 主要
表现为：对溃水溃砂风险认识不足，对水
害威胁存在侥幸心理。 如江西省个别煤
矿防治水的重点仅放在防采空区水和灰
岩水等水害上， 对采矿塌陷区治理不到
位； 安徽省部分煤矿防溃水溃砂危险性
分析未根据煤层赋存情况、 覆岩工程地
质特征、 构造发育情况及实际采高等提
出有针对性的防抽冒措施。 对煤矿周边
老窑、 塌陷区等水害情况调查重视程度
不够。 如辽宁省个别煤矿未查清开采塌
陷波及区积水情况； 江西省个别煤矿未
查清与相邻煤矿的空间关系以及历史贯

通情况； 四川省部分煤矿对煤矿充水有
影响的地表河流的汇水情况、疏水情况、
历史降雨量及历史最高洪水位等情况调
查不全面。 对区域性极端暴雨天气应对
处置不力。 如河北省个别煤矿涌水量超
过煤矿排水能力，造成煤矿被迫停产；山
西省部分煤矿存在排水能力不足、 应急
演预案启动不及时、 灾害天气导致矿井
停电等问题。

二是隐蔽致灾因素普查不到位。 主
要表现为： 对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工作不
重视，工作流于形式。 如云南省部分煤矿
未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 部分煤矿普
查报告内容照搬照抄， 对煤矿周边已关
闭煤矿和历史上非法开采及积水情况掌
握不清；贵州省部分煤矿缺少采空区、废
弃老窑、封闭不良钻孔、陷落柱、导水裂
隙带等不良地质体的普查； 甘肃省个别
煤矿普查报告仍是 3 年前的。 开展普查
的手段单一、报告结论不可靠、针对性和
指导性不强。 如辽宁省部分煤矿普查内
容没有突出煤矿水害灾害重点， 主要以
往年经验和调查分析为主，缺少物探、钻
探、化探等技术数据支撑；黑龙江省部分

煤矿普查报告中缺少采掘工程平面图、
矿井充水性图等相关附图及普查方法；
江苏省个别煤矿对下组煤层开采受底板
灰岩水威胁普查缺少富水性评价、 岩性
结构、抽水参数等内容；甘肃省一些煤矿
开展走访调查、 结合原地质报告就形成
了普查报告，没有开展物探、钻探等探查
工作。

三是煤矿防治水专业力量普遍比
较薄弱。 主要表现为：煤矿企业普遍缺
乏水害防治专业人员，现有的防治水人
员缺乏必要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经验。部
分煤矿水文地质技术人员由其他专业
人员（如采矿、通风等）兼职，对水文地
质工作的理解不深、认知程度不高。 一
些煤矿技术人员能力不足、 责任心不
强，防治水工作浮于表面。 如吉林省部
分煤矿技术人员对井下巷道出现淋水
原因分析不清楚，顶板淋水涌水量观测
不准确，导致水害预测预报工作开展不
到位。

四是水害防治技术管理存在差距 。
主要表现为：防治水基础工作不扎实。 如
辽宁省、 内蒙古自治区等地部分煤矿没

有实测垮落带、导水裂隙带发育高度，部
分煤矿对是否存在离层水灾害不清楚，
也未论证和探查；黑龙江省部分煤矿《矿
井和周边煤矿采空区资料台账》 缺少本
矿采空区、 周边煤矿采空区具体形成时
间、采空区面积、采空区煤层号、标高范
围等内容。防溃水溃砂措施不完善。如黑
龙江省部分煤矿掘进工作面施工前开展
地质情况调查不到位， 穿采空区巷道的
作业规程缺少有针对性的过采空区和揭
煤安全措施； 云南省部分煤矿存在第四
系砂砾土弱-中等孔隙含水层，但未查清
该地层具体分布位置， 未分析该地层对
煤矿井下开采的威胁程度， 未研判因开
采引发溃水溃砂的可能性并采取有效处
理措施。水害防治措施不落实。如宁夏回
族自治区部分煤矿未查明煤矿水文地质
条件和井田范围内积水等情况就盲目组
织施工；河南省个别煤矿未针对 2021 年
7 月强降雨以来情况，对周边小煤窑采空
区及本矿老空区可能积水等情况开展风
险研判， 未同时采取物探和钻探方法进
行探查，重新确定积水线、探水线、警戒
线和停采线。

当前， 国内运量在 4000 万吨/年以上的铁路主
要承担“三西”地区（山西、陕西和内蒙古西部）煤炭
调出，1500-4000 万吨/年的线路主要承担 “北煤南
运”，800-1500 万吨/年为集疏运系统线路 。

“西煤东运+海铁联运” 是当前主要的煤炭运输
方式， 煤炭一次下水量经由大秦线和朔黄线集中在
北方秦皇岛、唐山、天津、黄骅四个港。

“北煤南运” 通道除浩吉铁路为专用通道外，其
他大多为路网干线， 同时承担大量普速客运以及其
他大宗物资运输任务，如京沪线、 京九线、京广线、
焦柳线、兰渝线等。

“疆煤外运”，随着兰新高铁、临哈铁路等项目建
成投产，目前已形成既有兰新铁路，又有新建临哈铁
路的对外运输通道。

截至 2020 年 ，全国煤矿数量为 4000 处左右 ，
规模以上煤矿 （120 万吨及以上 ）1200 个左右 。 根
据铁路统计 ，目前共有输出型煤炭专用线 600 多
条 ， 主要集中在山西和内蒙古两地 ， 其次为河
北 、安徽 、四川等地 。 值得注意的是 ，对比发现 ，
内蒙古 、山西 、陕西 、安徽 、新疆等地的专用线数
量明显低于当地规模以上煤矿数量 。

背景链接

上海清算所近日发布消息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陕煤集团”）拟发行 2021 年度第九期中期票据，发
行规模不超过 20 亿元。 募集资金专项用于日常经营周转、降低运
营成本、适时扩大释放产能，实现今冬明春能源保供。

记者进一步获悉，扩大煤炭供应相关的煤炭运输，被列为能
源保供用途的重点。 “如果不能保证充足的运力，将会对企业煤炭
产品销售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陕煤集团在募集说明书中表示。

这不是陕西一地遭遇的困境。 在有序退出煤炭过剩产能
和积极培育优质产能的背景下，煤炭生产进一步集中。 总体
来看，全国煤炭产量的 60%是依靠铁路运输，但受到西部省
（区）产量快速增长影响，其运力增长明显滞后于产量。 在外
调煤中，增量多依赖于汽车运输，运输环节对煤炭市场的制
约愈发凸显。 更多煤炭如何运出去，成为主产地普遍面临的
现实问题。

送受两端均面临运输瓶颈

作为陕西最大国有煤炭企业，陕煤集团肩负省内、省外双重供
应任务。 省外销售主要面向华中、西南、华东，以及进入环渤海港
口辐射东南沿海区域，2020 年销售占比为 51.9%。

煤炭资源分布对运输有着先天影响。 据了解，陕煤集团所属
矿井主要分布于陕西省内榆林、延安、咸阳等地。 随着老矿区资源
减少，其生产重心将逐步移至开发条件较好的彬黄西区和陕北新
区。 目前，对外输送主要依靠蒙冀线、太中银线、侯月线、陇海线、
西康线、宁西线、浩吉线。

“受地理位置所限，铁路运输一直是制约陕煤发展的瓶颈。 ”
有熟悉情况的业内人士向记者举例， 西延线是陕西省内北煤南
运的唯一通道，但受运力所限，年运煤量不足 500 万吨。 西平线
是彬长矿区主要运输线路，由于资金问题却一直缓建。

募集说明书还称，陕北煤炭向东的唯一通道为国家能源集团
的专用线———神朔线。 为解决煤炭外销的运输瓶颈问题，陕西省
以资源换运量的方式与国家能源集团达成相关协议，后者利用自
有铁路每年为陕煤集团提供 1500-2000 万吨运力。 此外，陕煤集
团自身也在积极投资相关铁路建设。 “公司现有全资和控股铁路
线 438.27 公里，正在建设的参股铁路线 21 公里，待建铁路为冯红
专线 80 公里。 ”

我国煤炭生产与消费呈逆向分布，从而形成北煤南运、西煤
东运的格局。除了送端，受端也有苦恼。以煤炭调入地重庆为例，
上述人士表示，“疆煤入渝”方案酝酿已久，最大难题就卡在运输
环节。 “陕西的煤一直是重庆市场主力，但受到种种因素制约，陕
煤集团入渝的量基本达到极限。 新疆的煤价格便宜，运距太远、
运价过高。 从哈密、准东煤田到重庆，吨煤运费超过 300-400 元。
除非煤价高企，差额足以抵消多出的运输成本，否则疆煤很难走
过去。 ”

铁路专用线建设进度不及预期

根据《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十
三五”期间，铁路规划煤炭运力 36 亿吨，可满
足“北煤南运、西煤东调”需求。 事实上，全国已
形成“九纵六横”的煤炭物流通道网络，并积极
推进煤炭运输公路转铁路等工作。 “运出去”为
何依然受限？

中寰卫星网络货运平台煤炭物流负责人
李琭告诉记者，铁路运输虽是趋势，长期却存
在痛点。 “铁路干线网络越来越完善，不少大型
煤炭企业还有自己的专用线路。 但煤炭主产地
多位于西南、西北等内陆区域，要想实现两地
之间的‘门到门’运输，往往需要公路短倒配
合。 背后反映出，业内呼吁多年的煤炭运输‘最
后一公里’难题仍未解决。 ”

修建铁路专用线， 被视为补充干线运力、实
现精准运输的主要措施。 如果说铁路干线是大动
脉，支线好比毛细血管，打通全程才能真正顺畅。

“当前，铁路专用线发展进度不及预期。”交通运输
部规划研究院总工刘胜强坦言， 主管部门制定了
建设规划，试图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据不完
全统计，按计划开工的项目只有 60%左右，能够如
期建成、开通运营的比例更低。 不可否认，铁路专
用线投资高、回收周期长，但这个问题不解决，进
一步导致运价很难降下来。 ”

如其所言，运价是又一关键因素。 “铁路干
线运价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但煤炭运输离不
开短驳，这部分收费有时占到全程运价的 30%-
40%。 ”刘胜强表示，铁路天然垄断特征既影响价
格，还造成服务水平与市场需求存在差距。 “对
于货主来说，公路运输的自主选择性更大，什么
时候运、具体怎么运、包括价格都可以谈。 铁路
却反着来，越是运力紧张的极端情况，企业越要
服从铁路方面安排。 这也是即便有铁路线，不少
货主仍不愿使用的主要原因。 ”

建设晋陕蒙运输结构调整示范区

记者了解到，《综合运输服务 “十四五”发
展规划》已提出，建设晋陕蒙煤炭主产区运输
结构调整示范区。 到 2025 年，山西、陕西、内蒙
古（呼包鄂地区）大宗货物年货运量 150 万吨
以上且有出省运输需求的煤炭矿区和煤炭物
流园区铁路专用线或专用铁路接入比例大幅
提升，出省（区）运距 500 公里以上的煤炭和焦
炭铁路运输比例力争达到 80%左右。

多地已纷纷行动。 例如，陕煤集团计划新
建神瓦铁路神木北（红柳林）至冯家川段线路
为单线电气化铁路，工期为 4 年。 建成后，近、
远期运力为 5000 万吨/年，依托中南部铁路通
道，为陕北煤炭外运开辟新的通路。 此外，陕西
境内和毗邻省份铁路客运专线的建设，将有效
促进既有线路货运能力释放。

“现在推进铁路专用线建设， 不少是在
补历史旧账。 新建、改扩建企业在设计之初
就应该把问题解决， 而不是到后边再补欠

账。 ”刘胜强表示，铁路专用线多由煤炭企业
自主修建，花费或达十几亿元，客观来说确
实存在压力。 对此，建议加大“公转铁”财政
支持，采取“财政适度补贴+铁路适度降价+
货主适度承担”等方式，提高铁路竞争优势；
通过中央或地方财政补贴、贷款优惠、绿色
发展基金，支持物流园区和工矿企业铁路专
用线重点项目建设； 规范铁路货运收费，进
一步取消合并铁路货运杂费，降低地方铁路
运价水平，规范铁路企业收费行为，鼓励长
期协议制运输。

李琭认为，从短期需求看，公路运输尚有
存在的必要，水平也要相应提升。 “相比之下，
公路方式更加灵活，运输节奏可根据库存需求
进行调节。 特别是铁路运力吃紧时，公路就成
为有力补充。 建立合理调配机制，有效控制成
本，进一步提升效率及安全管控，并兼顾绿色
低碳发展是方向所在。 ”

防范意识不强、工作流于形式、专业力量薄弱、基础工作不扎实———

煤矿井下防溃水溃砂超 5000条隐患被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