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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思凯 左丰岐
本报通讯员 刘胜利 蒋方彬 杨秋红

李明君说话语速较慢，有人说，那是因为他一
直在思考。建矿近50年的曹庄矿面临战线长、条件
差、包袱重等种种困难，他必须考虑如何创新，如
何通过创新给矿上带来效益、给职工营造幸福和
谐的生活。可喜的是，他做到了——— 在持续低迷的
煤炭市场形势下，曹庄矿仍实现了较好盈利，成为
肥矿集团的标杆矿，原因何在？日前，记者赶赴肥
城，与李明君探讨一个处于困境中的老煤矿的经
营管理和创新发展之道。

记者：严峻的国内煤炭市场形势，让许多新建
矿井也处在亏损的边缘。作为一个上世纪六十年
代建设的老矿井，遇到的困难可能更多。你认为曹
庄矿目前的困难有哪些？

李明君：市场变化非常残酷，煤价下滑，煤难
卖，现在的情况比1998-2000年煤炭三年最困难时
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今年年初到现在，煤炭市场
均价每吨又下降了170元左右，价格的大幅下滑，
抵减的就是煤炭的纯利润。这对我们一个1965年
投产、开采条件逐年恶化、生产成本连年上升的老
煤矿而言，感受到的寒风更凛冽。

现在我们依靠增产增收已经不可能，只能将
目光投向企业内部，依靠管理、创新、优化生产布
局、调整产品结构等手段，实现连续稳定生产、企
业效益稳步提升、职工心态稳定。

记者：同山东其他矿区一样，肥矿所在的矿区
资源日渐衰竭，作为煤质差、煤层薄的老矿井，在

同类矿井大部分都已经亏损的情况下，曹庄矿却
能够盈利，在经营、管理方面必定有其独到之处。

李明君：任何企业的管理都是一个不断探索、
实践并在实践中创新的过程，煤矿的经营管理也
是如此。我们是在审视现实的基础上，破釜沉舟，
在困境中寻找曙光，不断寻找能够提升经营管理
效能的方法。

我们正借助社会物流力量，把位于河北张家
口的安泰煤业的原煤运回曹庄矿配煤销售，这可
谓一举两得，打破了两个煤矿的煤炭销售瓶颈。因
为，此前曹庄矿的煤炭含硫分过高不好销售，安泰
煤业虽然含硫分低，但当地煤炭价格过低，生产经
营无利可图。通过测算，将两个煤矿的原煤按一定
比例调配，可将硫分控制到客户要求范围之内，并
且物流成本也在可承受范围内，两个煤矿都有利
可图。现在，已经连续两个月从安泰煤业调运低硫
原煤2 . 6万吨进行配煤销售。

有些创新并不高深，但都是结合企业的实际
进行，把“细节”放大，把“小钱”抓紧，坚持“吃干榨
净”，点点滴滴增加效益。

记者：你常说，一矿之长的责任，就是对上要
完成安全经营任务；对下要让职工的收入只增不
减，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决心。作为一个老矿，矿长
这种责任的担当，肯定需要付出比其他新建矿井
和厚煤层矿井更多的心血和汗水。

李明君：在目前如此困难的煤炭市场形势下，
要说人心不受影响那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职工对
收入待遇提高的期望还比较高，对我们经营管理
者确是个考验。

严峻的形势下不能等，更不能靠，必须杀出一
条血路。今年以来，我们将全矿人员进行了优化，
消退部分非在册用工，减少后勤机关岗位，将人员
集中到生产创效的第一线，达到人员、设备的最佳
配置，发挥出最佳效益。抓住工资分配的牛鼻子，
坚持多劳多得的原则，将收入分配向一线倾斜，调
动起全员的积极性。

一系列措施已显现良好效应。企业层面，保证

了安全生产的必要投入；职工层面，今年前5个月，
我们的平均工资高于其他单位。下一步，我们准备
进行宿舍区食堂改造、修建停车场。

记者：创新有时会让人光彩四射，有时也会让
人铩羽而归。作为一个有近50年历史的老矿，创新
的阻碍可能更多，请你结合曹庄矿的实际，谈谈您
对创新的理解。

李明君：创新首先要有决心和勇气，要围绕当
初设定的目标，不断适应人和环境的变化，不断调
整思维方法和工作路子。

创新的方向必须坚守，在创新过程中要避免
工作变形走样，不能为创新而创新，而是要把握好
基点，作为企业来讲就是围绕效益来组织好经营、

管理、技术、营销等各个领域的创新工作，让创新
服务于企业中心工作。在管理上，要针对现有管理
环节中的漏洞和问题，用“新理念”突破“旧模式”，
靠“新措施”解决“老问题”，不断巩固降本提效的
成果。

记者：创新的主体是人，创新的对象是物。人
和物如果不能无缝对接，创新就可能难以为继。曹
庄矿是如何解决创新阻碍点的呢？

李明君：像曹庄矿这样的老煤矿，既有一系列
的成功经验，也不可避免地沿袭了传统的思维定
势，这些旧观念和坏习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思
想创新，阻碍了企业发展。我们要求各级管理人员
率先行动，绝不甘于平庸，绝不甘于落后，把岗位
当成展现自己才华和能力的舞台，带着感情、满怀
热情、充满激情，尽全力创造最佳成绩。

针对市场变化带来的“等着市场变、靠着集团
帮”的消极思想，我们做足职工的思想工作，让全
体员工明确“自己的日子自己过”，要想保发展就
必须“变熬冬为冬泳”，不怨天尤人、不沮丧迷茫、
不牢骚满腹，而是想办法解决问题、定措施克服困
难，承压前行、负重奋进，努力完成各自的工作。

记者：作为一名资深矿长，你经历了上世纪末
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磨难，也乐享了煤炭的黄金十
年。面对当前的形势，你如何研判、预想？

李明君：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家庭过日子一样，
今天的问题都是昨天形成的，所以说不论哪一方
面的工作都是“越主动越主动，越被动越被动”，一
定要超前谋划好，积极主动的推动各项工作，才能
构建起一个良性循环上升发展模式，否则处处、时
时被动难脱泥沼。

煤矿经营也不能坐等市场好转，必须要有长
期应对经营危机的思想准备，抓住安全不放松、咬
定产量不动摇，降低成本不松劲，提高效益不懈
怠，以“抓铁留痕、踏石有印”的信念、“奋力拼搏、
扎实苦干”的毅力、“昂然阔步、勇往直前”的执着，

“夙夜在公、坐而待旦”的勤奋，共同迎接煤炭行业
的复苏春天。

□记 者 李 振 实习生 梁媛媛
通讯员 李晓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天上的太阳提供源源不断的热
能和电力，地下的地源热泵和中间的空气源热泵
提供制冷供暖，山东建筑大学“上用天、下用地、中
间用空气”的全方位、立体式节能体系取得了良好
的经济和生态效果，并于日前入选全国百家节能
典型。

不同于一些大学一到下午浴室门口就大排长
龙的场景，记者在山东建筑大学浴室门口看到，这
里的学生始终是随进随出，不见排队。“这是因为
学校浴室的开放时间比较长，每天有12个小时，”
该校商学院工商111班学生潘晨彬说，浴室从早9
点开到晚9点，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自由安
排洗澡时间，浴室内外都不再拥挤，困扰不少高校
的学生洗澡难问题在这里迎刃而解。

“以往学校缩短浴室开放时间主要是处于成
本控制方面的考虑，”山东建筑大学后勤处处长刘

青峰介绍，于是该校针对降低浴室锅炉成本采取
了一系列的节能改造。先是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的
模式，由经营方投入70余万元建成空气源热泵取
代了蒸汽锅炉为浴室提供热水，仅此一项就可使
节能效率提高40%—50%，经济成本降低60%，以每
天3000人洗浴的标准估算，一年就可节约运行成
本60万元。“目前，学生浴室所用的热水几乎是不
花钱的。”刘青峰说。

得益于学校启用的面积为300平方米的太阳
能集热系统，从4月中旬到7月中旬，以及暑假过后
的9、10两月，学校浴室每年约有5个月的时间可完
全依靠该系统提供的热水供给学生洗澡，其他季
节则采用太阳能集热和空气源热泵相结合。此外，
学校在锅炉房楼顶安装了300平方米太阳能集热
系统，用来提高供暖锅炉补水的基础水温；饮食中
心楼顶安装了200平米，可为学生食堂洗刷用水加
热。全校总面积达800平米的太阳能集热系统每年
就可节约标准煤600吨，依靠太阳实现了生态与经

济效益双丰收。
太阳为学校带来的不仅是源源不断的热水资

源。2011年，学校在图书信息楼、学生公寓楼等现
有建筑屋顶建设了总面积为20000平方米的1兆瓦
屋顶光伏电站，并获得了国家“金太阳”光伏示范
项目的支持。如今，光伏电站已实现了并网发电，
阳光充足时每天可发电3600度，每年发电约110多
万度。“通过节能项目的建设，获得经费的节省是
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给学生们种下节能环保的种
子。”该校分管节能工作的副校长岳宝德介绍说，
按光伏板25年的使用寿命计算，这一电站可累计
发电量2920 . 9万度，相当于节省标准煤11683 . 6吨，
减排灰渣8179吨，减排二氧化碳21907吨，减排二氧
化硫876吨，生态效益十分显著。

此外，为了让同学们时刻能感受到节能带来
的变化，学校于2003年建设了教室照明控制系统。
在教学楼和图书馆，照明灯可根据室内学生人数
的多少及光线强弱而自动开启不同的盏数，从而

达到“人在灯亮，人走灯灭”的目的，大大减少过度
照明及长明灯现象的发生。同时，学校还在校园中
建设了93盏太阳能路灯，电力完全由路灯上方展
开的太阳能板提供，路灯还能根据时间、天气变化
进行开启调节。2000年，学校主持建成国内第一个
投入实际运行的竖直埋管地源热泵空调系统，原
本由电力供应的学校空调系统改用更低能耗的地
源热泵，让同学们切身体会到了“冬日温暖夏清
凉”的节能实效。

为鼓励师生厉行节约，学校还利用专项经费
搭建了校园节能监管平台建设。在办公、教学楼宇
安装供暖控制阀，实现按需分时供暖，对办公、教
学、试验楼宇内空调安装控制系统，实现温度上下
限开关机设定。同时，将这些设备联入在线监管系
统。进入系统后，点击某个房间号，屏幕上就能立
刻显示出该房间的实时电表流量、历史数据、分析
图表等，并且能够分辨该流量是插座电、空调电或
是动力电，真正实现了实时监测、综合分析。

□左丰岐 蔡海沧 李萍 报道
本报威海讯 6月9日，威海市首个小区

光伏发电项目——— 祥云花园5千瓦光伏发电
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可为小区居
民客户提供绿色清洁能源。

该项目是国家电网公司智能电网光纤到
户示范项目中的一个子项目，由威海供电公
司负责设计和施工，合理利用小区空地建设
用户侧光伏发电系统。这一光伏系统的发电
功率为5千瓦，白天可为小区公共设施供
电，余电进入储能系统，可在夜间为小区路
灯、车库、公告牌等提供能源。据测算，这
一系统年发电量约为3650kWh，设计全生命
周期为25年，预计共可发电91250kWh，可
节约标煤27吨，减排二氧化碳约773吨。

山东建筑大学入选全国百家节能典型

“用天用地用空气”促成立体节能体系

□ 本报通讯员 孙国华
本 报 记 者 左丰岐

在山东能源新矿集团新阳能源公司，石孝山
是出了名的敬业奉献模范。他一年365天吃住在
矿上，不仅出勤率在区队里总是最高的，而且计
入加班后的出勤天数达到380个。

今年44岁的石孝山是新阳能源公司采煤二
区一名班组长，扎根煤矿近30载，哪里艰苦哪里
就有他的影子。他所在班组各项工作都在工区名
列前茅，连续4年获评集团公司“先进集体”、“优
秀班组”，连续两年获得新矿集团“金牌班组”。

采煤二区工作面是全矿公认条件最差的一

个工作面，地质条件极为复杂，采区滴水成线，煤
与矸石破碎极易脱落，此处工作不仅劳动强度
大，而且安全系数低。但是，石孝山所在的班组没
有出过任何安全事故。

安全之所以有保证，得益于石孝山这个业余
安监员。他组织制定了本班组的安全管理办法和
工程质量考核细则，并严格实施，从不打马虎眼。
据统计，近5年来，石孝山消除安全隐患近326条，
其中重大隐患28条，处理突发事件2起，所在班组
杜绝了轻伤以上事故的发生。

去年，在矿井2701N工作面内有一条落差超
过8米的走向断层，组织生产十分困难。石孝山主
动请愿，写下决心书，带领班组集体宣誓：不安全

不生产，绝不出现“三违”事故现象，团结一致战
胜困难，不过断层不罢休。此时，他的老母亲卧病
在床，只有妻子24小时照看，工区领导了解情况
派人帮忙照顾，才解了燃眉之急。

石孝山善于钻研，具有极强的创新意识，年
年都有小改小革成果。机窝放炮后需要向前窜π
型钢，以往的做法是三人合作，一人卸荷支柱，一
个人要跑到机道内和另外一边人员，共同将π型
钢向前窜移，协调能力好的要15分钟。他发明了
窜π型钢装置把复杂化的工序变得简单易行，仅
一人操作就可以完成，而且π型钢到位准确。这一
小改小革既节省了人力窜π型钢的劳动量，又消
除了人员进机道的危险，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劳模颂

石孝山：一年出勤380个

□严鑫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16日，笔者在山东能

源淄矿集团唐口煤业公司330采区一节顶盘
看到，两名职工正在搬运饮水桶。“这是我
们新设的饮水点，每天可以供1000余名职工
饮水。”送水工李江海说。

330采区属于北部采区，距最近的饮水
点有3 . 3公里，职工饮水不便。在这里设立
饮水点，得益于公司推行的舆情调处机制。

今年3月份，该公司在“大沟通”机制
的基础上，在全矿范围内推行了舆情调处机
制。帮助职工解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切身利益问题。

为了尽可能多的收集来自一线的舆情信
息，他们先后在25个党支部建立了集收集、
分析、引导于一体的舆情收集站，并聘请区
队管理人员、安全监察员和部分业务骨干担
任舆情情报员。为了能够及时将收集上来的
舆情进行有效调处，该公司还组织党群部、
工会、总务科、人劳部等部门成立了舆情调
处办公室，每月定期召开部门联席会议，逐
条分析调处各单位上报的舆情调处记录表，
将问题化解在最初阶段。

如今，该公司舆情调处机制已经成为一
个深入倾听职工心声、收集职工心情、排除
职工困难的“集散平台”。短短3个多月的
时间，该公司25个“舆情分站”收集舆情
125条，成功引导调处105条。

舆情调处促矿区和谐

威海首个

小区光伏发电项目开工

隔张雪 报道
▲6月10日，家住山东能源龙矿集团龙海社区的吕尚津喜事新办，用双人自行车迎亲。被鲜花、气球装饰一新的自行车队成为街街头亮丽的风景线。

□陈凯 赵海波 报道
本报淄博讯 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岱庄煤

矿采取“游击战术”，随时调整跟班安监员盯
靠地点的办法，着力增强跟班安监员的现场
督查力度。6月1日，实施的第一天，跟班安监
员查处问题就比以往增加了27条。

过去跟班安监员都是实行分片盯靠，一
名安监员在同一个施工地点盯靠最长能达到
1个月。由于盯靠安监员对现场环境和施工
人员的素质等情况都比较熟悉，从而放松了
警惕性，或多或少存在检查不细的现象。

针对这一现象，该矿以扎实开展安全生
产月活动为契机，把进一步增强安监员的责
任心，加大现场安全监控力度，作为强化安
全基础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每天在安排工
作时，他们都有意识地调整三班跟班安监员
的盯靠地点。据该矿安监处信息员王延辉介
绍，目前该矿井下总共有17处施工地点，为
确保跟班安监员的盯靠地点不重复，他们在
月初为每一个安监员都排定了盯靠地点的计
划。

岱庄煤矿还借鉴系统追尾技术，建立实
行了责任追究机制。如果现场存有问题，当
班安监员没有发现而被其他管理人员发现，
就直接追究现场安监员的责任，取消当天工
资。

同时，在交接班时，现场存有遗留问题交
班安监员没有发现或是没有汇报，而被接班
安监员发现后，同样追究交班安监员的责任。

“现在同事之间相互监督，上级领导随时抽
查，现场检查必须做到不留死角，如果有问题
没有及时发现，当班就白干了。”该矿跟班安
监员刘建军如是说。

岱庄煤矿“游击战术”

强化安全监督

□徐丽静 报道
本报肥城讯 “安全连着你我他，安全连着千万

家。”工地上一堂特殊的安全演讲，收到了良好效果。
进入6月份以来，山东鲁泰建工集团以“强化安

全基础，推动安全发展”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安全教育活动。他们在工业广场悬挂了安
全标语，宣传栏内张贴了包括安全用电、交通安全知
识等内容的安全生产挂图，安全漫画；组织员工开展

“安全在我心中”演讲比赛，并选拔出优秀演讲员代
表深入到工区工地等巡回演讲。

根据工地点多、面广、分散不易集中的特点，工
会、团委征集员工全家福照片，精心制作成教育展
板，送到各工地、厂网点进行巡展。女工协管员、团员
青年志愿者还深入各工地、厂网点开展建筑安全生
产知识有奖答题，印发安全生产宣传单600余份。

安全演讲进工地

□嵇维林 刘立利 报道
本报龙口讯 “看看，这就是我们员工

自行设计的废旧钢丝绳退火装置。”山东能
源龙矿集团梁家煤矿下料回收复用中心主任
范作敏指着一个旁边的“小火炉”，对笔者
介绍说，只要将废旧钢丝绳按照需要的尺寸
截取下来，放到火炉内进行退火处理，“摇
身一变”就可以替代铁丝应用到井下现场，
一年下来可节省材料费用近10万元。

今年以来，面对市场持续疲软、煤价持
续下滑及现场条件恶劣状况，梁家煤矿将降
库存、降成本、降费用作为经营管控主要目
标，本着“修旧利废、变废为宝、节支降耗
“的原则，倡导各单位深入开展厉行节约修
旧利废活动，通过层层签定责任状“下压”
降本增效指标，1至4月份全矿降低维修成本
近20%，增加修旧产值400多万元。

该矿注重内涵节约挖潜，实行流程化控
制，通过采取调整锚网、木锚盘尺寸、对区
队使用板皮进行奖励等多种措施，降低了材
料费投入；在井下建立了采煤、掘进两个材
料库，道轨、铁鞋、管路等材料实现井下周
转，避免了重复升井、下井和丢失现象；通
过开展“大清理、大回收、大利用”活动和
举办库存积压物资展示会，盘活有效资源减
少投入，全面助推了矿井逆势发展稳健经
营。

梁家煤矿修旧利废

助逆势发展

创新的基点是效益
——— 访山东能源肥矿集团曹庄煤矿矿长李明君

李明君，上世纪80年代初走出校门，开始了33
年的煤矿职业生涯。经过区长、工程师、副矿长、矿
长等职务的历练，有着老区、新区多个不同矿井的
经营管理经验，练就了他细致缜密的思路、务实求
真的性格和精益创新的管理理念。他把准效益这
一基点，不断探索着煤矿运营的创新发展，推动着
煤矿精益管理的不断前行。

□通讯员 周峰 记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新泰讯 “我们新全岩巷道无放炮掘进技

术，工效较以往提高了230%，工期则缩短了三分之
二。”日前，山东能源新矿集团生产技术部副部长杨
林介绍。5月份鄂庄煤矿应用此技术创出全岩巷道月
进233米的历史最好水平。

据介绍，该项工程巷道全长1700米，掘进断面21
平方米，岩石硬度系数9 . 665，属典型的硬岩掘进施
工。“工程施工的前两个月曾使用炮掘工艺，月掘进
只有70多米。为提高掘进效率，鄂庄煤矿购进国内第
一台MR340X综掘机，进行了全岩巷道无放炮掘进
工艺尝试。”杨林介绍。

鄂庄煤矿应用的这一新型综掘机，由山能机械
与世界知名矿山设备制造商山特维克组建的合资公
司——— 中瑞矿山装备制造公司组装提供，掘进机总
装机功率372千瓦，截割功率230千瓦，切割岩石硬度
系数最高可达10，爬坡能力最高18度，解决了国内掘
进机不适应硬岩掘进的难题，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与
国内同类产品比工效提高一倍。目前，中瑞矿山装备
制造公司组装的6台MR340X综掘机，已经在新矿集
团5个矿井取得显著效果。

目前，我国已形成年产1000余台的掘进机加工
制造能力，但用于全岩巷道掘进、尤其是硬度系数8
以上的硬岩掘进的综掘机研发尚处于瓶颈期。山能
机械通过引进该机型，实现了煤矿硬岩掘进技术的
新突破。目前，他们正在加快该设备的国产化进度。

新矿突破硬岩掘进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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