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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朱朱妍妍

如如何何打打破破煤煤矸矸石石传传统统治治理理困困局局
������煤煤矸矸石石是是目目前前存存放放量量最最大大的的工工业业固固废废之之一一，，治治理理利利用用历历史史欠欠账账多多、、新新增增产产量量大大。。 在在绿绿
色色低低碳碳的的新新发发展展要要求求下下，，传传统统思思路路不不可可持持续续

资资讯讯

关关注注

以“走动式”管理堵住科技管控漏洞

煤炭矿区绿色发展系列报道之四

4 月 22 日，自然资源部完成《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1 部
分：通则》等 6 项推荐性行业标准的公示工作。 记者注意到，在煤
炭矿山部分，煤矸石堆放与处置利用被列为主要问题之一，要求
掌握排放总量与处置措施、综合利用等情况，以及排矸场堆放数
量和高度、压占土地面积，堆体工程稳定性，煤矸石自燃等污染与
治理，生态重建等情况。

煤矸石是煤矿在开拓掘进、采煤和煤炭洗选等生产过程中排
出的含碳岩石，也是我国目前存放量最大的工业固废之一。 实现
煤矸石零排放，已成为国家级绿色矿山的硬指标。 而据记者了解，
由于历史欠账多、新增产量大，处置难题让不少矿区感到头疼。 采
取传统堆存、填埋方式，不仅压占土地，还易造成土壤及水体污
染、自燃危害等多重后果。怎么办？拓展科学且经济的综合利用途
径迫在眉睫。

处置不当问题多，用好则是“宝”

“以煤矸石为代表的工业固废处置，是事关矿区全产业链绿
色发展的关键一环。 ”在中国煤炭学会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李树志看来，煤矸石处置不当带来问题重重，用好
则是“宝”。 “比如，含煤量较多的选煤厂矸石多用于发电，含煤量
较少的掘进矸、堆积自燃后的矸石可用于筑路、井下充填和土地
复垦回填。 此外，煤矸石还有制砖、生产水泥、制备陶瓷等用途。 ”

对此，部分矿井已有成功案例。 在山东能源枣矿集团岱庄煤业
公司，煤矸石被作为主要充填骨料，资源化用于绿色充填开采。 从
2020年 9月试生产以来，该矿到 3月底累计消化矸石量 9.57万吨。
“我们已有 30多年开采历史，有效可采储量越来越少。 选择充填开
采，起初是想解决保接续、延年限的难题，在此过程中，煤矸石存量
压力得以缓解，可谓一举多得。 ”岱煤公司采煤专业主任师赵显江
告诉记者，堆积或填埋看似简便、成本最低，实际得不偿失，“传统
方式非但不产生效益，还导致地面土壤、含水层遭到破坏，后期修
复投入巨大，而且不一定能恢复原貌。 ”

除了“后处理”，“边采边治”的模式也在推行。 陕煤集团西
安重装陕西中环公司董事长姚卫平介绍， 该公司在黄陵矿业
二号煤矿建成了国内首个浆体充填项目， 充填与采煤作业相
互平行、互不干扰、随采随充。 “简单来说就是将矸石制成一种
浆体，再进行原位充填，在采煤过程中同步把煤矸石处理了。
由此，对采煤造成的地表沉陷起到控制作用，矸石不堆积也不
会污染地面环境。 同样的思路也可处理井上洗煤厂产生的矸
石，做到不出矿、零排放。 黄陵项目分为两期，全部完成后，可
覆盖全矿所有煤矸石。 ”

综合利用远赶不上矸石产生的速度

处置思路打通了，做起来却不容易。 李树志表
示， 当前矸石年产量约占原煤产量的 10%-15%。
值得注意的是， 据记者了解， 目前在不少矿
井，综合利用远赶不上矸石产生的速度。 以
陕西某煤炭主产地为例，煤矸石及粉煤灰等
工业固废综合治理形势严峻，在产废端占比
逾 65%，在利废端未实现综合利用的比例高
达 73.5%。

“杯水车薪。 ”陕北某矿人士向记者直言，
其所在煤矿选取了煤矸石制砖的方式。 “使用
粘土制砖既要取土、也要用煤，煤矸石制砖不
存在这些环节，矸石本身含有一定发热量，放
进砖窑就能内燃， 不但具备环保、 成本等优
势，做出来的空心砖耐压耐腐蚀、透水透气性
强。 但每年产出矸石太多了，制砖只能解决百
分之一二十的量，其余仍没有好办法解决。 ”

记者从多家煤矿了解到， 使用煤矸石制备

建筑材料，技术层面不存在大的障碍，市场是共
性制约。 “本地销量有限，制出的砖要卖到外地。
不超过 100 公里尚有微利，再远成本划不来，加
上运费到外地竞争力全无。 ”上述人士称。

赵显江也称， 综合利用是值得鼓励的方
式，但目前还面临成本压力。 “我们属于老矿，
矸石产量不算大，在现行煤价下尚可。 对于大
型矿井而言，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收仍是难
题，如何实现快速、高效利用是关键。 ”

李树志表示，煤矸石利用率总体呈现“东
部高、西部低”，但随着中东部地区矸石排放量
下降等原因，煤矸石砖厂越关越少，几年前基
本每个东部矿区都有的充填开采也在减少。
“综合利用的问题和难点主要在西部。 西部矿
区产废量大，固废利用难度也大，加上生态脆
弱、环境容量低，对固废处置和利用的要求和
成本相应更高，多因素造成利用量小。 ”

以大宗利用为主要方向

针对处置出现的纰漏，监管绝不手软。 在
福建龙岩，原来相对集中堆放煤矸石的矸石山
被肆意开挖、四处转运、分散加工，大面积占用
土地资源、破坏山林；山西焦煤集团斜沟煤矿
擅自变更建设内容，取消了环评要求建设的煤
矸石砖厂等综合利用建设内容，将产生的所有
煤矸石一埋了之……记者梳理近两年的中央、
省级环保督察发现，类似案例不在少数。

“国家已明确禁止新建煤矿及选煤厂建设
永久性煤矸石堆场，确需建设临时堆场，原则
上占地规模按不超过 3 年储矸量设计，而且应
有后续综合利用方案。 ”李树志也称，基于绿色
发展要求，从国家到地方的要求均在趋严。

如何科学处置？ 李树志认为，煤矸石在
传统建筑材料利用方面，继续提高综合利用
率的难度越来越大，甚至可能逐渐下降。 其
主要方向应是大宗利用， 重点在矿井充填、

生态治理、土壤改良、工程建设等方面。 “比
如，煤矸石农业土壤改良和回填采煤塌陷区
复垦成本较低，土壤改良煤矸石添加比例可
达 30%，处置利用量大。 利用煤矸石进行路
基、建筑地基、建设场地等回填既可满足工
程要求，也能消耗大量的煤矸石，使其变废
为宝。 ”

姚卫平透露，陕西中环攻克了矸石的干选、
破碎、搅拌、泵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实现浆体、
膏体和固体三种方式的绿色环保充填。 矸石处
置成本可控制在 50 元/吨以内， 均摊到吨煤成
本在 5元-6元。 “根据不同的采矿地质条件、采
掘关系和煤矿需求， 井下可利用的充填空间不
同，实施难度也有差异。 当前主要是解决充填成
本分摊，煤矸石综合利用的难题便可迎刃而解，
建议在政策层面予以一定支持， 调动煤矿开展
井下充填的积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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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 ，3 月 ，规
模以上工业主要能源产
品生产均有不同程度增
长。 与 1 月至 2 月比，原
煤生产较快增长。 3 月，
生产原煤 3.96 亿吨 ，同
比增长 14.8%，日均产量
1277 万吨。一季度，生产
原煤 10.8 亿吨， 同比增
长 10.3%。 张宁/摄

■■高运峰

近日 ，笔者在与煤矿行业的老师傅
闲聊时得知 ， 在井下生产的实际操作
中 ，有作业人员为了 “安心 ”生产 ，会采
取遮挡探头 ， 调整监控头角度等方法 ，
逃避监管。

以遮挡瓦斯探头为例，当井下瓦斯超
过设定的浓度后，瓦斯探头会像居家使用
的燃气报警器一样自动报警，提示矿工撤
出，避免因瓦斯聚集引发爆炸。 但在实际
生产中，部分作业人员心存“超限一点，算

不了什么，只要没有火花，完全可控”的想
法，认为完成生产任务挣到钱，养家糊口
最重要。 反之，不但挣不到工资，没有奖
励，甚至还会被处罚。 对于矿井管理者来
说，瓦斯探头报警后，责任追查随之而来，
不但影响矿井生产和效益，而且事关个人
经济收益。 所以，也会积极地想办法，让矿
井在自认为安全可控的条件下，默许探头
“不发声”。

笔者认为，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
于，当前，许多科技设备的日常管理和使
用混为一体， 矿井不仅要使用有关监控

设备，而且还要负责维护和管理，缺少第
三方和外部的检查、督促，导致矿井部分
作业人员耍小聪明 ，甚至 “掩耳盗铃 ”自
欺欺人。

要堵住漏洞，笔者认为，须健全当前
远程监控及设备维护管理体系，加强“走
动式”管理，弥补监管盲点。

加大“走动式”管理考核十分必要。 对
相关职能部门、人员的“走动式”管理进行
量化考核 ，对走动区域 、次数 、发现的问
题、处理方式等细致考核，才能及时有效
地发现先进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人

为或其他问题，并予以解决。 同时，积极鼓
励设备的维护人员， 在使用过程中补短
板，并打奖励牌，形成双向发力局面。

煤矿的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
化建设让煤矿安全生产更有保障， 但科技
设备的最终操控者、受益者还是人。科技管
控说到底是人的管控， 只有科技管控与人
的 “走动式 ”管理相互配
合，才能堵住漏洞，发挥实
效，真正实现安全生产。

（作者供职于龙煤集
团七台河公司）

山西：专项监察压实
煤矿安全属地监管责任

本报讯 为压实煤矿安全属地监管
责任，日前，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国家矿
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决定开展煤矿安全
监管责任落实情况专项监察。

此次专项监察对象主要为市、县煤矿
日常安全监管主体及相关责任人， 采取
市、县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自查自改、市级
检查、省级督导的方式进行。

专项监察的具体内容包括： 落实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工作要求情况，
煤矿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体系和监管能力
建设情况， 开展煤矿安全监管执法工作
情况，开展联系包保、驻矿盯守和安全巡
查工作情况， 开展打击煤矿严重违法违
规行为工作情况， 开展煤矿行政许可审
查工作情况， 督促煤矿落实重大灾害和
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推进煤矿
安全基础建设情况， 督促落实煤矿事故
责任追究及防范措施情况等。 （安监）

陕煤集团一季度主要
经济指标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日前，陕煤集团对外称，一季
度，陕煤集团主要产品产量和经济指标均
创历史新高，实现首季“开门红”。煤炭、化
工产品、 粗钢、 发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4.8%、8.4%、6.1%和 9.6%。 实现营业收入
1062 亿元，同比增长 20.9%，利润总额 80
亿元，同比增长 66.7%。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满产达产。 集
团 36 对生产矿井和所有发电企业春节
期间满负荷生产，保障能源稳定供应。扎
实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持
续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改， 大力实
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牢牢牵住项目建设“牛鼻子 ”，扎
实推进 “十四五 ” 项目前期手续办
理。 抢抓煤炭保供、发展煤基特种燃
料等政策机遇 ，加快建设孟村煤矿 、
榆林化学一期等重点产业项目。全力
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持续优化集
团管控模式，以改革创新催生稳增长
新动能。 （闫昭宇 汪琳）

自然资源部：积极推进
矿业权电子证照应用

本报讯 日前， 自然资源部对外称，
经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同意，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矿产资源
勘查许可证、 采矿许可证电子证照标准
的函》，发布新修订的《全国一体化在线
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矿产资源勘查许
可证》和《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证照采矿许可证》国家标准，为矿产
资源勘查许可证、 采矿许可证电子证照
进一步推进应用提供了基本遵循。

据了解，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
许可证电子证照标准是全国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标准的组成部分之一，2019 年
颁发。 此次新修订的电子证照国家标准
进一步明确：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
许可证的证照类型信息由自然资源部统
一固定赋值及管理， 矿产资源勘查许可
证、 采矿许可证元数据体系由证照类型
信息、基础信息、业务信息构成。 各级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意探矿权登记、 采矿
权登记后应制作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子证
照；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形成的电子
证照和电子证照目录信息， 按照相关要
求接入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据悉， 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实现在本
部级实施电子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
矿许可证，已制发电子证共 492 件。

2022 年 2 月 22 日， 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应用
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意见》， 明确在
2022 年底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证照共享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电子
证照制发机制建立健全， 企业和群众常
用证照基本实现电子化， 与实体证照同
步制发和应用，在全国范围内标准统一、
互通互认。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应
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 实现更多政务
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助力
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自
然资源系统积极推进电子证应用工作。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23 个省级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实现了电子证的应用， 占全国
的 71.9%，其中，13 个省份在省、市、县三
级均实现了电子证的应用， 占全国的
40.6%；其他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有望
在今年底前实现电子证的应用。

随着“互联网+政务服务”深入推进和
电子证照的推广实施，政务服务持续优化，
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 采矿许可证电子证
的应用， 一方面为相对人办理证照提供了
更便捷的申领途径， 大大缩减不必要的冗
繁程序，降低了申领人的证照申领成本；另
一方面，实现全流程电子化，进一步降低了
内部的行政管理成本， 推动矿业权管理效
率的提升， 在支撑政务服务事项办理减环
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等方面取得明
显成效。 （刘晓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