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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矿一科技成果

达国际领先水平
□张彭 左丰岐 报道
本报邹城讯 8月7日，兖矿集团“低温费

托合成工艺过程动态模拟与操作员培训系统研
究开发”通过专家组鉴定。专家认为：该研究
成果提供了科学高效的平台和手段，具有显著
的创新性，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低温费托合成工艺过程动态模拟与操作
员培训系统研究开发”项目由上海兖矿能源科
技研发有限公司研发，主要为兖矿陕西未来能
源化工有限公司的国内首套110万吨/年煤间接
液化制油工业示范装置提供人员培训，该装置
规模大、工艺复杂、自动化控制水平高，对操作
人员的操作能力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计划2014年进行投料试车并进行工业示范。

煤间接液化制油项目是兖矿集团着眼于维
护国家能源战略安全及自身可持续发展需要而
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现已自主研发成功了高
柴油选择性的低温费托合成技术和以油品、烯
烃和化学品为目标产品的高温费托合成技术，
获得发明专利授权31项，承担国家863计划课
题5项，国家973计划课题2项。兖矿集团成为
国内唯一同时掌握低温和高温费托合成技术的
高新技术企业。

滨湖煤矿降本增效

从材料费抓起
□田荣 褚衍猛 报道
本报枣庄讯 “2013年1月至今，我们工

区累计回收道板462块、轨道276根……。”8
月5日，山东能源枣矿集团滨湖煤矿综采一区
区长滕培龙告诉笔者，“虽然我们花费了近万元
用于奖励回收复用，但是通过开展节支降耗活
动，我们半年的材料费就少投入115865元。”

影响吨煤成本最大的因素就是材料费。滨
湖煤矿强化内部管理，严格落实材料计划审
批、定额投放，建立材料消耗台账，完善材料管
理制度，开展增收节支、修旧复用等活动，深入
内部挖潜，降低生产成本，取得良好效果。

该矿不断增强职工大局意识、危机意识、节
约意识。动员职工从节约一颗螺丝钉、一滴油、
一块木料的点滴做起，并及时回收剩余材料和
配件，最大限度减少浪费。同时，将基层消耗材
料与班组产量、员工效益挂钩，超出或丢失部分
按原值50%扣罚，严格考核。对一次性投入材料
如油脂，实行限量发放；对可回收象截齿、高压
胶管、注液枪等小型材料，以旧换新实名制发
放。今年上半年，该矿累计产量63 . 7万吨，吨煤
材料消耗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 . 84元/吨。

惠民农网建设

受百姓称赞
□张娜 报道
本报惠民讯 8月6日15点，山东省惠民县

石庙镇新马村农网改造施工现场，气温达到了
35度，为加快工程进度，给农村居民安全可靠
用电营造良好环境，国网惠民县供电公司石庙
供电所一线电力员工冒着高温紧张有序的进行
施工。

炎炎夏日下，供电所工作人员汗水不停地
流下来，衣服湿透了就晾起来换上另一套，两
套工作服来回换着穿。新马村村民马兴军竖起
大拇指说：“供电所的职工真是好样的，那年
俺岳父村里也有电网建设工程，三九的天河里
的冰凌那么厚，他们硬是在杆子上一待好几个
小时，现在天又热又闷谁也不愿出门，为了让
俺们用上空调又是他们这群人顶着日头给俺们
送电，让俺们怎么谢他们！”

据了解，此次改造工程线路共计1 . 6公
里，共需树立线杆36基，预计工期20天。

山东电科院提前完成

电能表配送赢赞誉
□高群 张劲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8日，平度市供电公司发来感

谢信，对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计
量中心提前完成当地电能表配送工作表示感谢。

感谢信指出，6月份，平度市供电公司根据
农网升级工程计划，施工单位急需智能单相电
能表的现场安装。计量中心潍坊分中心工作人
员在接到供货需求信息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
作中。由于时间紧需求量大，工作标准要求
高，工作人员认真筹备策划，通力合作、紧密
协调，合理安排加班加点大干一周，提前将所
需电能表配送到平度市供电公司，为农网升级
工程的电能表现场安装提供了保障。

华恒矿业“算着干”

算出大效益
□李毅 孔文 冯磊 报道
本报新泰讯 山东能源新矿集团华恒矿业

从全面预算管理上做文章，变“干着算”为
“算着干”，算出了节约，算出了大效益。

今年以来，该公司进成立了预算审核小组，
按照“自下而上、上下结合、控制总额、审批执行”
的原则，划分班组、区队、专业、公司五级预算市
场，从每一个班组预算抓起，使用的每一个物件、
产生的每一项费用，都要有预算，有审批。该公司
掘进专业开展了“向５厘米要效益、向半小时要效
率”活动，督促每一名职工从自身做起，降本增
效。通过深化全面预算管理工作，今年前6个
月，华恒矿业掘进专业材料费较去年同比下降
了466万元，从成本管控上取得了明显效果。

通过全面预算管理的实施，今年前6个月，
华恒矿业材料费同比去年节约1167万元，修旧
利废节约资金793 . 2万元。

□记者 左丰岐
通讯员 崔鑫 陈重 于悠慧 报道
本报苍山讯 “遥控铲运机投入使用后，半

个月以来累计回收矿石达到5000吨，增加效益近
100万元。”8月5日，山东能源临矿集团会宝岭铁
矿生产技术科副总工程师刘文华对记者说。

据了解，为解决“人员禁入”的铁矿采空区内
残矿回收难题，该矿投资480万元从瑞典引进了
遥控铲运机，并在该矿41305矿房正式投入使用，
使残留矿石回收率由原来的85%提高到了92%。

“这既能最大程度地提高出矿量、增加效
益，又能切实降低职工的劳动强度、保证人身
安全，实现了装备的提档升级和生产效率大幅
提升。”该矿总经理、党委书记周启昆说道。

据介绍，作为省内第一座单井年产300万吨铁
矿石的冶金矿山，会宝岭铁矿不断引入先进的智
能化生产方式，对传统的铁矿山生产进行融合提
升，不断促进技术改造和装备升级，提高科技降本

的能效作用，打造高效生产的“山东第一矿山”。
“有了这部信号接收能力超强的手机，即使

在目前最深的-601m水平处，我们依然可以通过
电话、短信、网络等与地面实现良好的互动和工
作调度。”采矿队队长胡冰说道。据介绍，会宝岭
铁矿在矿区建立了井上井下一体化无线网络覆
盖，实现了井上井下的移动通讯，在提供语音、短
信等传统业务的同时，还能实现视频通话、视控
和数据接入等业务，改变了以固话技术为主的有
线通讯调度系统效率低、范围小的现状。

此外，通过智能监测、井下水压、风压等传感
器采集到的各类信息，有关人员也会在第一时间
收到短信通知，便于管理人员及时掌握井下安全
生产资料，及时解决问题。如遇有紧急信息，调度
室可以通过总网控制切换，实现优先通话。

据了解，该矿智能管理的精细化，已经普
及到了生产过程及设备的控制全过程：主井提
升运用瑞典ABB的交直交变频电控系统，不仅

故障率低，还在矿石提升过程实现了全自动控
制；引进国外先进的中深孔凿岩台车，效率提
高两倍多。前不久安装建成投入使用的斜坡道
交通指挥智能控制系统，更是解决了出矿车堵塞
导致运输效率低下的难题，使得日运输能力由以
往的3500吨提高到5000吨，提升了四成多。

在此基础上，该矿为最大限度降低生产成
本，对原矿开采成本、加工成本、管理成本等
费用进行深入分析，将生产成本逐级分解细化
成若干子项，并将硬性考核指标下达到各车间
区队，形成成本考核与绩效工资联动机制。他
们对基层单位实行材料费用包干，超支自行解
决，节余部分拿出50%奖励基层区队，提高基
层单位成本管控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今年，他们将爆炸物品加工技术作为一项重
要课题，并和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将
民爆物品原材料直接送入井下搅拌加工制作，既
保证了爆炸物品运输使用安全，又降低了原矿开

采成本，仅此一项全年即可节省支出800万元。同
时，根据峰谷平电价不同的特点实施“避峰填谷”，
合理安排生产时间，每月平均节省电费25万余元。

“我们积极‘推行装备换人、技术减人、机制
替人’战略，把效率的提高引导到设备管理、科技
创新上来，积极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伍，推
行一岗多能制度，着力打造‘轻型企业’。目前，会
宝岭铁矿共有职工455人，用工人数为同类型冶
金矿山的1/3，人均创效能力在国内同类型矿山
中名列前茅。”会宝岭铁矿董事长赵仁乐介绍说。

“目前，会宝岭铁矿正在着手项目的扩能
和优化，将原设计300万吨/年的采选能力提升
到500万吨/年以上，并通过提档升级，全力打
造管理精细、内涵提升、效益最好的‘山东第
一矿’。”临矿集团董事长张希诚说。

◆-601m视控手机确保矿井上下通讯 ◆用工人数为同类型冶金矿山的1/3 ◆人均创效能力在国内名列前茅

400多员工“玩转”年产300万吨铁矿

双降双提双保 增强发展活力

当前，煤炭行业正处在经济寒冬期，山东
能源下属企业练内功、挖内潜，走内涵式发展
道路，力求通过“冬泳”健身，打造出“企业升级
版”。在这一进程中，“超越文化”很好地发挥了精
神引领和文化支撑作用。山东能源集团“超越文
化”是集纳六家权属企业的文化精粹，立足于大
集团和国际化的视野形成的文化境界和文化追
求。近两年山东能源集团的超越发展历程也充分
印证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推动力。在发展环境复
杂多变、经营压力持续加大、不确定因素增多情
况下，只有更加主动、更加扎实地践行超越文化，
才能有效整合资源、优势，焕发潜力、活力，
推动企业创新提升、超越发展。

践行“超越文化”，要深刻领会其超越资
源、超越差异、超越地域、超越历史、超越小
我的核心内涵，体现出自强不息的钢健精神、
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厚德亲民的人道精神、

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超越文化”的实践同
集团战略发展目标的推进紧密相连，要将其融
入生产经营全过程。针对资源枯竭的现状，山
东能源枣矿集团柴里煤矿积极创新开采工艺，
提高资源回收率。今年上半年，在23上612综放
工作面多回收边角煤达6 . 5万吨，价值达到4000
万元。消除废品观念，对于洗矸经过配比后作
为电厂燃料使用，做到了变废为宝；报废的设
备也要拆解零件使用，对于残体和配件，熔化
铸造成矿车轮、铁鞋等铸件，再次投入生产使
用。正如该矿矿长徐永和所说：“企业没有废
品，只是重复使用的价值发生变化。”

实践决定认识，“超越文化”源于实践又
指导实践，伴随着各个煤矿困境中的发展探
索，超越文化将更加有效地融入各项工作流程
之中，实现文化与管理无缝对接，以更大力度
推进企业的转型发展进程。“超越文化”在基

层落地生根，离不开载体的推动作用。山东能
源集团“责任·担当·创新”矿长论坛举办后，
为了深刻领会会议精神，并借助这一创新形式
进一步加深对“超越文化”的理解，柴里煤矿
举办了“诚信·担当·提升”区队长论坛，结合工作
实践谈认识、谈打算、表决心，这种互动沟通的形
式强化了区队干部勇于担当、主动超越的思想意
识。通过实施干部走基层活动，柴里煤矿要求200
多名干部每月至少六次深入现场和基层，并解
决实际问题，纳入考核，在深入基层、服务基
层的过程中真切探寻工作提升的路径。

在经济寒冬中，在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阶
段，“超越文化”更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
凝聚力。这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像空气一样，
呵护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将以更加开放包容
的气度和胸怀，开辟出山东能源集团新一轮发
展的蓝海。

“超越文化”为山能集团开辟新蓝海
□焦太记

田庄煤矿

充填料生产“两手硬”
□李海燕 李振 报道
本报济宁讯 在掌握超高水充填材料生产

技术同时，又成功研发了高水充填材料，日
前，山东能源临矿集团田庄煤矿绿源特种材料
公司实现了充填材料生产的“两手硬”。
该公司瞅准充填材料市场广阔、技术成熟、利
润可观的优势，积极与高校进行合作，利用现
有设备性能和生产工艺，在生产超高水充填材
料的同时，研制出了高水充填材料，并获得独
家生产销售权。

据悉，与传统充填技术相比，超高水材料
和高水材料具有流动性好、渗透性好、损耗
少、充填率高、易控制顶板、环保等诸多优
势。投产后，两种产品已热销河南、山东枣庄及
济宁等地，市场份额不断攀升。今年以来，该公
司共生产超高水材料2742吨，高水材料1565吨，
实现销售收入283万元。

□雷德生 陈玉哲 报道
▲8月6日，国家电网阳谷县供电公司变电

运维人员对变电站设备进行检查，室外温度已
达40摄氏度。七月份以来，阳谷电网负荷屡创
新高，8月6日，最高负荷达到293MW，较去
年同期增长13 . 57%。阳谷公司加强用电高峰负
荷监测，增加设备安全运行检查密度，开展特
巡、夜巡等行动，保证用电安全。

曹庄矿“七日工作法”

助力新区管理
□赵丽 报道
本报肥城讯 今年以来，山东能源肥矿集

团曹庄煤矿从新区突破、优化措施、深挖内潜
入手，统筹兼顾，着力加强河北新区安泰公司
管理。特别是实行的“七日工作法”，使新区
呈现出步步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据悉，老区每月抽调企管、财务、供应、人力计
划、考核等职能科室进驻河北安泰公司工作7天，
从工程定额核算、买进卖出等各类合同的签订，到
财务制度、煤场管理、用工制度、人力配置等方面
的责任落实，建立起完善的内部管控制度。

同时，根据安泰公司的经营状况，从规
模、投资、费用做到有保有压，一切以效益为
先，算好投入产出效益账，控制工程及各项费
用。良好的管理带来明显的效益提升，安泰公
司上半年同比去年增收492万元。

□刘庆路 报道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新安煤业公司发挥矿井自备机电制修和综机维修两大车间的作用，提高各类机械设备修复自制能力、、加工修复质

量，推广再制造技术，盘活闲置资产。仅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就完成修旧利废133 . 1万元，回收物资726万元，复用412 . 8万元，节约材料费
用622万元。图为该公司机电制修中心职工正在冒着38度高温加工掘进工作面刮板输送机(溜子)。

□ 本报通讯员 郭歌 本报记者 李振

多雨多风多雷电，高温高湿高负荷！入夏
以来，反复无常的天气变化几乎左右着省城济
南的用电需求。泉城的电力“铁军”们在这个
夏天默默奉献出辛勤的汗水，冒着高温、顶着
风暴、趟着积水、踩着污泥，上演着一出出及
时高效的“抢修总动员”，让济南市民们得以
在高温天气下畅享电力带来的清凉舒爽。

8月7日11时37分，济南电网网供统调负荷达
到477 . 9万千瓦，创出济南电网历史负荷最高值。
据国网济南供电公司电力调控中心提供的数据，
这是自7月29日以来，济南电网用电负荷创出的
第三个纪录。7月29日，济南电网网供统调负荷
442 . 9万千瓦；8月6日，济南电网网供统调负荷达
到464 . 9万千瓦，当日统调售电量和地区售电量
分别达到8919万千瓦时和8984万千瓦时，比去年
最高值分别增长7 . 71%和10 . 10%，均创历史新高。
而8月7日，该记录又被打破！10天内三次刷新历
史纪录，这种情况在济南还是首次出现。

8月8日早上6时，室外气温31摄氏度，记者
来到山大路与和平路交界处的10千伏平东线作

业现场。设置安全围栏，摆放工器具，此时，
济南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14名工作人员已经工
作了一个多小时了。“刚在文化东路完成了今
天的第一项带电作业项目，小组成员们又马不
停蹄地赶到这里。”该作业班班长朱国军告诉
记者。这两条线路担负着济南东部山大路与和
平路周边地区的供电任务，如果采取传统的停
电作业，会直接影响到这个地区的31家高压用
电客户、20个公用区居民的生产生活用电，因
而需要采用带电作业减少对周边用户的影响。

据介绍，带电作业就是在不停电的情况
下，在高压架空线路上进行线路消缺、业扩卡
接火等工作，是保障可靠连续向用户供电的有
效措施。6点10分，作业队员金宝开始往身上套
上厚厚的绝缘服，携带各种仪器设备和绝缘工
具，准备进行带电作业。“这身绝缘服加上绝
缘靴和绝缘手套，全是橡胶制品，大约有5斤
重。”金宝说，“绝缘服里的温度比室外温度
高10摄氏度左右，炎热的夏天穿在身上就像是
捂着厚厚的棉被。”由于配件多、衣服厚，金
宝仅是穿好这身衣服的时间就花了将近20分
钟，穿好衣服，头上的汗珠也渗出来了。

6点40分左右，绝缘斗臂把裹得严严实实的
金宝和队友于光海二人送上了14米的高空。二
人在空中进行着带电更换线路联络开关，斗臂
下围观的市民不时发出轻轻的赞叹。随着时间
推移，气温逐渐升高。早上7点20分，温度计显
示，工作地点的室外温度已达到了38摄氏度。
此时，斗臂缓缓下降，将二人送下地面，带电
更换联络开关工作结束。经历了近1个小时精力
高度集中的作业，金宝和于光海早已经被汗水泡
透了，脱下绝缘服时，人就好像刚从水里洗完澡。

为了保障市民用电安全可靠，济南供电公
司带电作业班的14名工作人员常年无休，平均
每个月开展带电作业40余次。为了作业安全，
入夏后，他们每天早上5点钟进入工作状态，平
均每天穿着绝缘服“蒸桑拿”的时间就超过了4
小时。今年1至7月份，济南供电公司共对所辖
城市配网开展带电作业385次，消除危急缺陷42
处，带电作业化率92 . 5%，减少停电时户数
25879时/户，供电可靠性提高0 . 07%。

8月7日傍晚起，一场强暴风雨突袭济阳、商
河，瞬时风速达17 . 5米/秒，横七竖八歪倒的树木
砸向输电线路，造成两地多条线路受损。为使全

市电网安全运行，保障电力可靠供应，济南供电
公司组织了由750名一线员工组成应急抢修队，
500名基层干部员工组成基干分队，300部应急发
电、带电作业车辆组成抢修车队，24小时待命进
行抢修。经过风暴洗礼后，作业现场到处是凌乱
的树枝，垃圾遍地，积水横流。抢修队员们不顾恶
劣的工作环境，连夜进行抢修，终于在8月8日凌
晨5时10分，将受灾供电线路全部恢复送电，让泉
城市民在明亮与清凉中迎来新的一天。

济南电网负荷10天内3次刷新历史记录

“金宝们”盛夏上演“带电抢修总动员”

□李飞 报道
▲济南供电公司员工正在开展带电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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