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翟延民 刁琳波 报道
本报新泰讯 今年30岁的新疆小伙子苏力坦

木拉提，是山东能源新矿集团伊犁一矿在当地招
收的职工。他在掘进一区工作，每月收入近6000
元，全家最高。他高兴地说：“我买了车还买了
房，让我的朋友都很羡慕。”

能成为新矿人，无论是在新疆、内蒙古，还
是在陕西、云南，当地人都以之为荣。这得益于
新矿集团异地再造新矿区的蓬勃发展。

新矿集团是一个具有百年开采历史的老矿

区。随着长期超强度开采，该矿在山东省内的多
个稳产富产矿井相继进入衰老期，本部资源匮
乏、包袱沉重、人员富余、后劲不足等问题日益
突出。

但多年的实践让新矿集团形成和掌握了一整
套独有的煤矿开采特色技术，积累了丰富的采矿
技术管理经验，同时锻炼了一支技术全面的人才
队伍。优势在煤、潜力和希望也在煤。在老矿区
可采资源日趋减少的情况下，新矿集团外拓资源
的脚步遍及我国大江南北。

近几年来，新矿在新疆等省区获取煤炭资源
280亿吨，拥有各类矿井68个，设计产能1 . 03亿
吨。异地再造了一个个新矿区，让新矿集团呈现
出稳产增产高效的发展态势。

2012年在煤炭需求持续收紧、价格接连下滑
的情况下，新矿集团新区完成原煤产量占集团总
产量的 8 3 . 3 %，实现利润占集团利润总额的
75 . 19%。随着新区产量的不断释放，外部资源已
经成为新矿集团增产增收增效和老区人员转移的
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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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思凯

春天本是生命萌动的季节，但在今年的这个
春天，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却相继凋零：

4月5日，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运达煤矿发生
透水，目前发现两具遇难者遗体；

3月29日，吉煤集团通化矿业公司八宝煤矿
发生两次瓦斯爆炸，死亡36人；

3月12日，贵州省水城矿业集团格目底矿业
公司格目底一号矿井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
成22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

3月11日，黑龙江省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振
兴煤矿发生溃水溃泥事故，18人被困；

2月28日，河北省冀中能源集团张家口矿业
集团公司艾家沟煤矿发生火灾事故，造成12人死

亡，1人下落不明。
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五起重大事故相继发

生、近百名矿工失去生命，让人扼腕长叹！追问
事故发生的原因，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外，
盲目追求产量、进度，不遵守国家相关安全生产
规定超能力生产，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和国家煤矿安监局3月17
日通报后三起矿难时，指出三起矿难的共同原因
是：一些煤矿企业特别是部分国有重点煤矿矿长
保护矿工生命安全的意识不强；部分煤矿企业经
济效益下滑，盲目追求产量、进度而超能力生
产，防突、防水、防火等安全措施不落实，冒险
组织蛮干；部分煤矿技术管理粗放……

诚然，自去年5月份以来，中国的煤炭行业
遭遇了10年未遇的寒冬，而且肃杀之气至今未见
明显消减。量价齐跌、销售受阻，让煤炭企业的
负责人背负重重压力：资源税费的上缴、各项成
本的支出、节能减排的限制……而要减轻压力，
在煤炭央企限产协议未能达成的情况下，不少煤
矿企业负责人认为，多出煤、多卖煤是缓解这种
压力的惟一途径，为此忽视了对煤炭安全生产的
关注。

其实，国家和省市相关部门一直高度重视煤

矿的安全生产，并采取了一些重大举措极力确保
煤矿的长治久安：过去的5年，国家每年提供30
亿元资金扶持煤矿技术改造，补还了安全的欠
账，从而使中国煤矿安全形势逐年好转——— 我国
已连续10年实现事故总量、事故死亡人数的双下
降，去年全国煤炭产量达到了37亿吨，但事故的
死亡人数则由过去的每年七八千人降到去年的
1384人，煤炭的百万吨死亡率降到了0 . 37%；其
中，山东的煤炭百万吨死亡率连续9年控制在
0 . 3%以下。

但是，国家和省市各级政府的一项项规定、
一条条措施，到了企业那里却并未换来煤矿生产
的安全、和谐。矿长关心的是煤矿的效益，他们
认为利润的多少是自己价值与能力的最好证明，
利润少了自己的腰包就有可能挤瘪，关键是会影
响自己职务的升迁！

于是，一些矿长弃此前国家一系列的煤矿安
全操作规程于不顾，也将新近出台的《煤矿矿长
保护矿工生命安全七条规定》置之脑后，不管煤
矿的“一通三防”情况如何，也不管井下采掘一
线的实时情况，大会小会三番五次追进尺、求产
量，甚至下达超煤矿核定生产能力的产量指标。
“‘七条规定’是千万名矿工的鲜血换来的宝贵

经验，不执行规定就是对矿工生命的漠视！”山
东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王端武4月1日通报山东去
年发生的三起较大煤矿安全生产事故时痛心地
说。

暂时抛却超能力生产的动机如何，单看靠单
纯追求产量和利润以缓解企业目前的困难这一
点，也反映了少数矿长思维的幼稚和目光的短
浅。不考虑企业实情、不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盲目
追求产量，一旦发生矿工伤亡的事故，煤矿必须
停产整顿，企业必须严加整改，企业的利润又从
何而来？关键是，为煤矿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的矿工生命一旦逝去，便永远不可能复还！这是
企业最大的损失。就像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卜昌森所说的那样：“一定要牢固
树立‘越是困难越要抓安全、抓不好安全更困
难’的理念，没有安全生产这个‘1’，其他
‘0’再多，最归根结底还是‘0’！”

发生的事故难以控制，逝去的生命不可挽
回，但我们有责任不让类似盲目追求产量衍生的
事故再次发生！矿工不但是企业的员工，更是我
们的手足兄弟。他们的生命得到保证，企业才有
发展、腾飞的希望。让我们永远记住两句话：全
力营造安全的矿区，坚决不要带血的利润！

□ 本报通讯员 郭歌 本报记者 李振

坚守电力基层岗位14年，一个基层一线女员
工成长为“山东电力集团公司善小先进个人”、
济南市“五一劳动模范”，并拥有以自己名字命
名的爱心扶贫基金。她就是国家电网济南供电长
清公司员工姬忠霞。

每天接打电话70个

“您好！供电公司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
以帮您？”这句话，姬忠霞一天不知要重复多少
遍。作为长清供电公司的客户服务中心客户服务
班班长，履职8年来，姬忠霞每天的主要工作就

是接听电力用户的各类电话。
2005年2月，95598客户服务班成立之初，电

力用户对热线不熟悉、不认可，接到的电话每天
只有几个。“话务量这么小，我们工作的价值怎
么体现？”姬忠霞心里着急。下班后，她留在办
公室一遍遍熟悉业务流程，整理客户联系方式，
核对当天所有工单，记录全天工作要点。为了拉
近与客户的距离，她组织班中成员成立了公司第
一支“女子彩虹党员服务队”，印制了几千份宣
传材料，每个公休日都走村串巷发材料、搞宣
传。

终于，在度过了半年不分昼夜的加班加点、
耐心接听了无数责问甚至谩骂的客户电话、为解
决客户问题亲自跑遍了长清几乎所有的村庄之
后，姬忠霞团队赢得了客户的信任。打来的电话
中质疑少了、求助多了，谩骂少了、感谢多了，
姬忠霞负担的话务量也从原来的平均每天10来
个，增加到70多个，逢年过节或碰到恶劣天气时
更多。8年间，姬忠霞平均每年接打电话2500余
个。

从未请假的“拼命三娘”

然而，别人眼中干起活来不要命的“拼命三
娘”却是丈夫眼中孱弱多病的“林妹妹”。“忠
霞身体不好，在家长期喝中药调理。”在同一单

位工作的丈夫费志国说，由于血液中白细胞数量
低，妻子时常感觉胸闷、乏力，按照医嘱需要长
期喝中药。对这，费志国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她从不提自己身体不好，加起班来比健康人还
拼命。”

8年来，姬忠霞从没请过一次假。95598平时
两人一班，工作24小时歇两天。但姬忠霞主动放
弃连休，不仅照常上24小时的轮班，还坚持每天
8小时的长白班。即便是过年班员轮着休息，她
还坚持值班，8年来每个春节都在工作岗位上度
过。去年除夕夜，窗外烟花漫天，屋内她一刻不
停接打电话100多个，连丈夫送来的年夜饺子都
没顾上吃。

甘于奉献，不懈付出，姬忠霞从一个普通电
力职工成长为班长、优秀员工、先进工作者。由
于工作成绩突出，2012年5月，她被推举为济南
市“五一劳动模范”，并得到了8000元奖金。而
正是这笔奖金，改变了她此后的轨迹。

母爱引发的爱心基金

2012年8月1日，姬忠霞拿到了“五一劳动模
范”奖金。2日一早，姬忠霞就带着全部奖金走
进了长清供电公司党委书记陈德胜的办公室。
“书记，这笔钱我想以公司的名义捐出去。”

原来，在2010年一次下乡进行安全用电服务

活动时，姬忠霞结识了长清区归德镇归南村小学
4年级女生李冉。由于其父双腿残疾，母亲常年
外出打工，缺少母亲关爱和家庭温暖的李冉性格
孤僻，身为人母的姬忠霞了解情况后感到十分心
疼，便时常给李冉打电话，还带着儿子一起去看
望她，为她送吃送穿、送钱送物。“阿姨对我
好，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你就是我妈妈。”李冉
的一句话打动了姬忠霞的心，从此她便时刻留心
做慈善，得到了劳模奖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捐出去。

经过研究，公司决定把姬忠霞的捐款作为启
动资金，并以她的名字成立爱心扶贫基金，设立
专用账户，用于帮助重大疾病患者、贫困失学儿
童和残疾孤寡老人。受到姬忠霞义举感召，同事
们纷纷慷慨解囊，基金很快由当初的8000元增加
到6万余元。很快，“姬忠霞爱心扶贫基金”就
为山区贫困家庭带来了希望。2012年9月，1000元
爱心基金和米面等生活用品送到了长清区万德镇
房庄村61岁的村民宋庆亮手中，让这个双腿残
疾、丧失劳动能力、还需赡养90岁高龄母亲的汉
子感激万分。

在该村，“姬忠霞爱心扶贫基金”还捐赠
18000元资助3名孤寡老人，在房庄村东房小学设
立了第一个电力爱心教室，由姬忠霞和她的团队
每个月定期去学校教孩子们安全用电、节约用电
知识。如今，姬忠霞的爱心之花正在这里生根发
芽，成长壮大。

□左丰岐 刘智峰 颜培兴 报道
近日，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街道广利港渔民

新村村民在安装太阳能光伏板。目前，该村大约
210多户渔民都在自家房顶安装了太阳能发电
板，一年下来大约能发电31 . 5万度。

爱心基金温暖小山村

百年老矿异地再造高产新矿区

◆济南供电长清公司把姬忠霞的

捐款作为启动资金，并以她的名字成

立爱心扶贫基金，用于帮助重大疾病

患者、贫困失学儿童和残疾孤寡老人。

同事们纷纷慷慨解囊，基金很快由当

初的8000元增加到6万余元，为山区贫

困家庭送去希望。

□李斌 报道
本报龙口讯 “先前外委维修一台液压

千斤顶得花280多元，现在我们自己进行维
修加工，更换一个密封圈，费用才仅仅10块
钱，过日子得精打细算。”日前，山东能源
龙矿集团北皂煤矿维修工王博给笔者算了这
样一笔账。这是该矿全面深入推进精细化管
理举措，主打挖潜增效、技术降本牌的一个
缩影。

今年以来，该矿针对煤炭市场持续低
迷，企业经营局势异常严峻的形势，重新明
确月度、年度创效具体工作目标，以扎实推
进精细化、规范化管理为抓手，力促低成本
运作、高效率运营，确保企业经济运行质量
持续稳定提升。他们突出改进经营管理方
式，变粗放经营为精细管理，进一步完善全
面预算指标和控制体系，严格控制非生产性
材料消耗，促进经营成本节约。重点放在节
支降耗环节上，瞄准机电设备自主维修加
工、修旧利废、小改小革等方面，通过层层
分解落实具体的精细化管理措施，细化实施
办法，狠抓现场落实，不断创出良好的生产
经营效益。

今年一季度，该矿机电维修中心利用新
购进的一台采煤大立柱拆卸机自主维修采煤
大立柱125根，较去年同期维修增加37根，
而费用同比却直线减少10万元，在今年煤炭
经营困难的形势下，这无疑给该矿生产经营
注入了新鲜动能。

此外，该矿还科学合理地调拨、调度各
类生产设备、配件和材料的供应，精准运
输、安装与投用，坚决杜绝闲置积压设备，
提升了生产经营效果。

精细化管理增效益

□徐凯 李振 报道
本报聊城讯 4月3日，国家电网山东聊城供

电公司正式启动“善小·恒为”主题实践活动，号召
全体员工把“善小”理念融入到自己的一言一行，
渗透到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进一步深化员工职
业道德建设。

聊城供电公司“善小·恒为”主题实践活动包
括主题实践教育活动、员工素质提升工程、“善小·
平安”行动等8项重点内容。主题实践教育活动主
要开展“善小”大讲堂、“日行一善”、“我身边的典
型”主题征文比赛等活动，强化教育，提升员工思
想认识；“善小·恒为”员工素质提升工程引导和鼓
励员工岗位成才、岗位贡献，努力打造复合型、专
家型人才队伍；“善小·平安”行动开展全员查禁违
章，规范员工安全行为，确保安全稳定。

“善小·我的班组我的家”活动把“善小”理念
融入班组建设和管理工作中，构建“五型五化”卓
越班组；“善小·保民生促和谐”优质服务活动成立

“善小”水城彩虹服务队，将客户服务档案分类管
理，完善弱势群体客户档案，按不同需求提供特殊
用电服务；“善小·厉行节约”活动从规划、建设、运
行、检修、营销、后勤保障等各方面落实节约措施；

“善小·志愿者”公益活动成立“善小·志愿者”协
会，组织开展金秋助学、助老助残、扶贫济困等志
愿服务活动；“善小·温馨小家”文明公寓评比针对
单身员工，创造整洁、文明的生活环境。

“善小·恒为”提素质

□嵇维林 报道
本报龙口讯 面对煤炭市场危机，山东

能源龙矿集团梁家煤矿将创新管理、降耗增
效作为重中之重，制定完善全员绩效考核、
全面风险管理、材料领用预警等制度，堵塞
管理漏洞。他们从管理流程上力求创新，对
材料入库、出库到下井使用的整个流程进行
了理顺，建立了材料费用使用预警机制和材
料投入全程跟踪机制，保证过程的无缝隙流
转。

该矿下达材料费20%的下降指标，层层
分解，严格落实，并适时根据生产实际停止
了一切非必须材料的出库，2012年全年材料
费同比降低了760多万元。

通过资源挖潜，该矿创造了可观效益。
在井下现场，他们根据4602工作面推进过程
中揭露的煤质情况，及时将4-3、4-7等层位
纳入回采，增加产量近50万吨，多创造收入
1200万元。通过优化施工设计，2012年增加
可采储量达93 . 74万吨，少打各类巷道120
米，仅支护材料费用就节省40多万元。

流程创新堵漏增效

坚决不要带血的利润

□王传钧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宁讯 3月28日，济宁市2012年度纳税

百强企业排行榜出炉，济宁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以年纳税12 . 17亿元居第三位。

据了解，兖矿集团以年纳税74 . 6亿元继续占
据榜首。年纳税过10亿元以上的企业还有3户，分
别是山东东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济宁能源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枣矿集团高庄煤矿。

济宁纳税百强榜出炉

□通讯员 李强 报道
本报淄博讯 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岱庄煤

矿坚持从源头抓材料管理，推行“菜单式”
材料回收制度，支护材料回收率达到100%，
降耗增效显著。

今年以来，针对煤炭行业面临的经济形
势，企业经营压力持续增大的实际，该矿推
行实施了内部市场化管理制度，让各单位成
为工程项目的“承包商”，职能部室只负责
考核和产品收购，实现了内部市场收购制。

为提高各单位回收和使用回收材料的积
极性，该矿建立了《回收材料管理办法》，
对采煤队按规定价格回收材料冲减当月的材
料费，掘进单位使用回收材料按新材料的
50%支付材料费，节省的材料费按50%冲减
当月的材料费。与此同时，他们还将采煤区
队锚杆、锚杆帽和锚杆托盘等需要回收的材
料登记造册，并在图表中注明，回收后的材
料在图表中注销，以“菜单”的方式对所有
材料实行全面管控。

“现在，回收的支护材料都成了‘香饽
饽’，我们掘进单位都争着抢着使用，既可
以降低材料成本，又增加区队工资收入。”
该矿掘一队队长牛强介绍，他们3月份从综
采二队周转的锚杆帽、锚杆托盘和钢带等支
护材料4600多件，节约材料费2万余元，按
照节约材料费用的50%冲减材料费，当月份
工资总额就多收入1万多元。

综采队也加大回收力度，支护材料回收
率由原来的95%提高到100%。“多回收一个
锚杆帽就多挣2块钱，谁不愿意多挣钱，现
在即使再难回收的材料我们也想办法‘抠’
出来。”该矿综采一队班长王亮说。

“菜单式”材料回收

成效显著

□左丰岐 王建 张志诚 报道
本报邹城讯 日前，记者从兖矿集团东

滩矿获悉，该矿3月份累计外运煤炭66万
吨，其中24日发运煤炭31286吨，创建矿以
来日发运量最高纪录。

东滩矿克服煤炭市场持续低迷、地销运
量明显减少等诸多困难，充分利用电煤车辆
方面的倾斜政策，制定加快火车装车特别规
定，确保火车来得快、装得快、运得快，3
月中旬以来火车日装运量均保持1 . 4万吨左
右。

同时，该矿准确把握市场变化情况，与
驻矿销售科密切合作，巩固一批信誉好、有
实力的老客户，开发讲诚信、守商道的新客
户，保持客户相对稳定，日地销煤发运稳定
在5000吨以上。同时他们适时启动港转煤，
从3月20日开始，每天港转煤保持在4500吨
以上，有效缓解了煤场压力和产运矛盾。

东滩矿煤炭

日发运量创纪录

隔刘红 报道

公开竞聘
4月6日，山东能源龙矿集团对机关部门及部分直属单位空缺的处级、副处级岗位进行公开竞聘。图为笔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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