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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朱朱妍妍

黄黄骅骅港港今今年年煤煤炭炭装装船船量量已已突突破破 22亿亿吨吨

截至 12 月 8 日 ，
黄骅港今年煤炭装船
量已突破 2 亿吨，同比
增加 4.1%，创历史同期
最高水平，有力保障了
能源稳定安全供应。

今年以来，黄骅港
煤炭港区坚持科技赋
能 ，综合运用 “5G+北
斗 ”技术 ，实现了煤炭
装卸全流程自动化、智
能化。 通过发挥智能作
业高效率优势，并进一
步优化装卸生产流程，
港口全年有 6 个月装
卸量创历史同期最高
水平。 刘建玲/摄

“根据国家发改委相关要求， 煤炭中
长期合同的供应方原则上覆盖所有煤炭
生产企业，规模以上煤炭企业签订的中长
期合同数量应达到自有资源量的 80%以
上，2019 年以来核增产能煤矿核增部分签
订比例应达到 90%以上， 核增产能煤矿核
增部分全部签订电煤中长期合同，此前未
签订中长期合同的煤炭生产企业要参加
合同签订。 发电供热企业中长期合同必须
实行全覆盖，全年用煤量应全部签订中长
期合同（含进口煤）。 ”在 2022 年度山西省
煤炭交易大会上，山西省能源局副局长王
茂盛对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工作提
出要求。

中长期合同是煤炭市场的 “稳定器 ”
“压舱石”， 形成产运需合作长效机制，有
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减少煤价波动。 临近
岁末，签订工作正在各地加紧开展，如何
签好签实、保障实施？

三年及以上合同量不低于 50%

今冬保供期间，煤炭中长期合同的作
用进一步凸显。 主产地鄂尔多斯 40 家煤
炭企业，与黑龙江、天津等 18 个省区市签
订四季度长协，涉及煤炭 5364 万吨；山西
承担 14 个省市 5300 万吨保供任务， 要求
合同签订率达到 100%；国家发改委、国铁
集团联合下发通知，提出优先保障电煤中
长期合同兑现……

“2022 年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进入
关键阶段，电力、煤炭企业宜高度重视，
签好签实， 确保各项条款机制的合规性
和规范性，为确保后期顺畅足额履约，切
实发挥中长期合同保供稳价重要作用打

下坚实基础。加强运力同步衔接，尤其首
次签订中长期合同的煤矿企业， 尽快与
电力企业选择铁路计划单位， 形成有效
的产运需三方供应合同。”中电联相关人
士表示。

根据《2022 年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履
约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
求意见稿”）， 新一年覆盖范围较往年扩
大。供应方原则上覆盖所有核定产能 30 万
吨/年及以上的煤炭生产企业，煤企合同数
量应达到自有资源量的 80%以上，2021 年
9 月份以来核增产能的保供煤矿核增部分
按承诺要求全部签订电煤中长期合同。 扣
除进口煤后，发电供热企业年度用煤应实
现中长期供需合同全覆盖， 相比去年 75%
的比例，这是发电供热企业首次 100%按长
协执行。

在期限方面，征求意见稿要求原则上
为一年及以上合同，鼓励按照价格机制签
订 3 年及以上长期合同。 探索地方供暖企
业、地方政府认定的农村居民采暖用煤经
营单位签订季节性合同。 其中，3 年及以上
长期合同量不少于各企业签订合同量的
50%，去年要求该比例为 30%。

部分企业仍缺乏自律影响履约

覆盖范围扩大，对产运需各方的要求
更高。 合同兑现有保障吗？ 征求意见稿提
出，“中央企业要将煤矿、电厂中长期合同
签订率、履约率纳入绩效考核指标。 各地
经济运行部门要商有关部门制定煤矿、电
厂的中长期合同签订率、 履约率考核办
法， 定期开展合同履约情况第三方评估，
督促提高履约水平。 ”

按照征求意见稿，履约率延续 2021 年
度的水平———单笔合同月度履约率应不
低于 80%，季度和年度履约率不低于 90%。
在此基础上，部分地区更加严格。 “产运需
各方要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将年度中长
期合同细化分解到月，月度履约率应不低
于 90%，季度和年度履约不低于 95%。 ”王
茂盛称。

记者了解到，履约也是难点所在。以
产煤大省陕西为例， 陕西省发改委于今
年 6 月通报全省 2021 年履约情况，自 2
月 1 日执行以来，截至 5 月 31 日，陕西
渭河发电有限公司、 陕西商洛发电有限
公司合同兑现率仅为 37.2%、11.4%。 17
家煤企兑现较差， 其中陕西榆林能源集
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兑现率
为零。 其中，有的矿井因煤质变化，无法
满足用户需求；有些矿井受环保、检修、
安全改造、手续到期等影响，无法正常生
产；有些是贸易型企业，由于煤炭主产地
产量有限，采购难度大；另有部分矿井铁
路专用线、 站台施工改造或站台合作未
谈拢，无法正常发运。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还称：“部
分电力企业本身缺乏自律，市场供应宽松
时挑肥拣瘦， 市场供应紧张时饥不择食。
保供出现问题， 就利用国家应急保供机
制，挤压其他正常履约兑现企业的运力资
源，使得整个中长期合同履约考核出现问
题，形成恶性循环。 ”

加强中长期合同清单动态管理

为进一步细化落实 ， 履约情况将
实行月度统计 、 季度通报 、 半年度考

核。征求意见稿表示，国家发改委将会
同有关部门 ， 对中央和地方违约企业
实施约谈、通报、信用公示和追责问责
等惩戒措施。

10 月以来， 国家发改委已通过甄别、
分析确定重点案例，指导地方经济运行部
门对首批纳入重点监管的 9 笔电煤供应中
长期合同履约行为进行了核查、 提醒、约
谈、督导。 目前，9 个案例涉及的问题均已
得到解决。

“履约兑现涉及产运需三方， 缺一不
可。 同时要加强监管力度，以真实、详细的
数据作为基础， 长期跟踪、 掌握履约动
态。 ”上述人士坦言，合同录入、数据上报
等工作， 目前主要仍靠企业自觉主动，由
于企业量、合同量大，履约过程难以完全
公开透明。 “面对海量信息，主管部门很难
一笔一笔核实，客观增加了监管难度。 杜
绝履约不规范、不诚信，监管要真正戳到
违约者‘痛处’。 ”

国资委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特聘
教授叶春建议， 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
第三方征信机构的优势， 建立信用管理
常态化机制，实施失信联合惩戒，联合相
关各方签署联合惩戒备忘录， 并确保各
项奖惩措施落实到位。“加强煤炭中长期
合同清单动态管理。结合履约评价结果，
及时剔除占运力合同、 未实际签订经济
合同的不完整合同， 将运力等转移给履
约率高、信誉好的合同主体。进一步完善
中长期合同履约支持政策， 建立履约率
与资源开发、运力保障、进口煤采购等激
励措施挂钩的机制， 对中长期合同履约
率高的企业给予正向激励， 形成奖优惩
劣的市场环境。 ”

铁路电煤保供
专项行动成效显著

本报讯 国铁集团近日发布消息称，
11 月以来，国家铁路电煤发送量、装车
数保持强劲增长态势，铁路电煤保供专
项行动取得显著成效。

截至 12 月 6 日， 国家铁路 11 月以
来发送电煤 1.64 亿吨， 同比增加 4129
万吨，其中有 20 天单日电煤装车超 6.5
万车；国家铁路电煤日均装车 64453 车，
同比增长 33.8%； 全国 363 家铁路直供
电厂存煤 7063 万吨、 较 9 月底增长
136.8%，平均可耗天数达到 25.3 天、较 9
月底增加 11.3 天， 存煤可耗天数 12 天
以下的直供电厂全部清零。

国铁集团各下属集团在煤炭装车
重点地区设立“调度分所”，做好重点地
区运输组织，精心制订电煤运输组织方
案，解企业燃“煤”之急。 在强化服务协
调的同时， 国铁集团保障运力供给，千
方百计增加运力投放，发挥大秦、唐包、
瓦日、浩吉、石太、侯月等重载铁路作
用，统筹利用机车车辆装备，为电煤运
输提供充足运力。

各地铁路部门开辟电煤运输绿色
通道，针对部分电厂电煤集中到达造成
的卸车困难，协调电厂加强劳力、机具
调配，落实防冻车措施，提高卸车效率，
加快车辆周转。 （于林）

云南全力做好
煤炭增产增供工作

本报讯 今年以来，云南在保障安全
生产的前提下，大力推进煤炭先进产能
释放，全力做好电煤保供工作。

加快推动煤炭产能释放。 进一步优
化行政审批服务， 加快项目手续办理。
印发加快推动煤炭产能释放的通知，从
完善项目审批会商机制、简化项目审批
条件、加快矿业权联勘联审、金融支持
服务等方面助推产能释放。 1—9 月，生
产原煤 4000 多万吨，同比增长 10.7%。

压实增产保供主体责任。 召开全省
电煤供应保障专题工作视频会议， 进一
步压实昭通市、曲靖市、红河州等重点州
（市）及有关能源企业电煤保供责任。 对
电煤库存水平较低市能源局进行谈话提
醒，对电煤合同履约率低煤矿进行约谈，
要求全力做好增产保供稳价工作。 组织
三个电煤保供督导组赴曲靖市富源县、
昭通市镇雄县和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开展驻厂驻矿督导工作， 密切跟踪调
度辖区内电煤供应合同签订、 履约及电
厂进煤、存煤情况，督促电厂和煤矿企业
双方严格履行电煤购销合同。 （董亮）

河南出台煤炭消费
替代管理办法

本报讯 为完成能耗双控和煤炭消
费总量控制目标，《河南省耗煤项目煤
炭消费替代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以
下简称《办法》）近日印发，对煤炭替代
核算方法、监督检查等作出明确规定。

《办法》明确，煤炭替代实行行业和
地区差别政策。 行业上，焦化、化工、煤化
工等行业“两高”项目燃料用煤消费替代
系数为 1.5，其他行业为 1.2；煤电以及原
料为 1.0。 地区差异上，郑州、开封、洛阳、
平顶山、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三
门峡、济源等重点地区(含直管县、市)耗
煤项目煤炭替代系数为 1.1，其他为 1.0。
跨区域项目， 按替代系数高的地区政策
执行。

《办法》提出，煤炭替代来源主要有
五种途径：淘汰落后产能、压减过剩产能
以及企业关停、转产减少的煤炭消费量；
耗煤设备节能技改或拆除淘汰燃煤锅炉
等设备减少的煤炭消费量； 以可再生能
源、天然气、电力等清洁能源替代的煤炭
消费量； 通过用能权市场购买的煤炭消
费指标； 通过其他途径减少的煤炭消费
量。 同一项目煤炭消费削减量不得重复
使用。 （钟强）

河北在国内率先形成
散煤全链条快检能力

本报讯 近日，河北省质检院科技计
划项目 “立式对辊散煤快速制样设备”
通过专家组验收。 该设备与该院研制成
功的“散煤智能快速取样站”和“煤中灰
分快速检验仪器”联合使用，可在 30 分
钟内完成散煤的抽样、 制样和检验，形
成填补国内空白的全链条快检能力，以
上成果均已申报专利。 标志着河北在国
内率先形成散煤全链条快检能力。

据悉，“立式对辊散煤快速制样设
备” 可在 10 分钟内对散煤进行三级粉
碎，实现全水分煤样、一般分析试验煤样
和存查备样的一次性制备。 已经投入使
用的“散煤智能快速取样站”，可在多种
环境条件下随机布点，10 分钟内对运煤
车辆实现单次智能快速取样。 “煤中灰分
快速检验仪器” 可同时检测 2 个散煤样
品，在 10分钟内快速检验灰分指标。

据介绍， 目前使用的散煤制样设备
体积较大，制备环节多，制样周期较长，
人工抽样更是耗时耗力。 （季烨）

本报讯 记者朱妍报道：12 月 9 日召
开的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第四季度新闻
发布会通报，进入 12 月，全国矿山周期性、
阶段性、 系统性安全风险相互交织叠加，
安全生产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严峻形势。
一是周期性风险高， 一些企业为赶工期、
抢进度、完任务，无视安全盲目生产建设，
非法违法、 冒险蛮干带来的风险加剧；二
是阶段性风险高，随着煤炭增产保供进入
关键期，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生产冲动
强烈，小马拉大车，设备满负荷甚至超负
荷运转，极易发生群死群伤事故；三是系
统性风险高，今年以来矿产品价格持续高
位运行，一些企业为多出煤、多出矿，灾害
治理工程跟不上， 导致采掘接续紧张，带
来系统性安全风险加剧。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副司长、
新闻发言人赵玉辉表示，下一步，在周期

性安全风险防范上，紧盯“三个不放松”，
即紧盯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不放松，紧
盯瓦斯“第一杀手”不放松，紧盯顶板管理
不放松。 在阶段性安全风险防范上，要求
处理好安全与保供、当前与长远、国内与
国外矿产资源、 国内与国外矿产品价格
“四个关系”，既严守安全底线、又为保供
保驾护航，确保煤炭安全保供、确保人民
群众温暖过冬。 在系统性安全风险防范
上， 严防严控采掘接续紧张甚至失调，在
“减存量、遏增量、控风险”上下功夫，坚决
遏制岁末年初事故多发势头。

今年以来，全国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取
得了“三个历史最好”成绩，即煤矿连续 60
个月未发生特别重大事故、非煤矿山连续
13 年多未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煤矿连续 24
个月未发生重大瓦斯事故。 全国矿山安全
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国家矿山安全监察

局未放松要求，目前已开展矿山安全生产
综合督查、煤矿井下防溃水溃砂专项检查
等工作。

专项检查主要发现以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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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矿周边老窑、塌陷区等水害情
况调查重视程度不够；对区域性极端暴雨
天气应对处置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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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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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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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人员缺乏必要
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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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溃水溃砂措施不完善，水

害防治措施不落实。
另据介绍，矿山外包工程、资源整合煤

矿、托管煤矿三个专项整治工作取得进展，
重点治理矿山工程转包和违规分包、资质
挂靠，煤矿假整合、假重组，煤矿未实施整
体托管和托管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 截至
目前，累计检查“三类矿山”3767 处，发现
问题隐患 16284 条， 其中重大问题隐患
134 条，责令停产整顿矿山 353 处，实施行
政处罚 3626.65 万元， 责令停止使用设备
74 台（套），暂扣、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13
处，提请关闭矿山 24 处，对企业管理人员
问责 31 人次，清退外包队伍 382 个，通过
专项整治，进一步加强了煤矿外包工程管
理，推动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属
地监管责任的落实，深化矿山安全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等重点工作，促进矿山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坚决遏制岁末年初事故多发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