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刘光贤
实习生 潘晓荣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滕州讯 日前，山东能源枣矿集团
柴里煤矿的《“双加”安全文化探索与实
践》荣获第三届山东省政府企业管理创新成
果奖，柴里煤矿也成为该奖项成立6年以来
枣矿集团第一家获此殊荣的矿井。依靠“严
管+真爱，自觉+制约”的“双加”管理文
化，柴里煤矿实现了安全生产11年，连续17
年不发火、不封面。

柴里煤矿是我国第一对厚含水冲积层下
开采厚煤层的实验型矿井，水、火、瓦斯、
煤尘、顶板“五害”俱全，安全管理难度极
大。这样一座“先天不足”的煤矿却成为安
全生产的标杆矿井，靠的就是“双加”管理
文化的推动。

三年前，柴里煤矿巷修工区职工李强

(化名)还是区队有名的“违章大王”，常常
是一个月违章五六次，赚的钱还不够交罚款
的。因为不好好工作，妻子离家出走与他
闹离婚，一气之下母亲也重病住院，好端
端的家庭散了架。该矿区队领导得知情况
后，第一时间赶去医院送去了救命钱，而
后又多次赶往李强80公里外的岳母家一遍
遍劝说妻子回家。几个月后，母亲康复
了，妻子回家了，企业领导的帮助让这个
濒临解体的家庭破镜重圆，李强的态度也
来了180度的大转弯。以前的游手好闲变成
工作上的积极主动，井下作业更是告别了
违章，成了同事信任、领导放心的骨干员
工。

一时的安全靠经验，长期的安全靠制
度，持久的安全靠文化。秉持着这一安全
理念，该矿将安全作为对职工最大的关

爱，通过多种手段提高职工的安全生产意
识。6月30日，该矿为职工们播放了该矿刚
制作完成的安全微电影《期盼》。片中讲
述了一个煤矿“问题青年”在领导、工
友、家庭的关怀帮助下，转变思想观念、
纠正工作陋习、提升业务素质，成长为一
名优秀职工的故事。取材身边的人和事，
紧贴矿工的所想所感，电影深深触动了在
座职工的心灵。“为爱而严，由严到爱，
只有让职工感受到严管理也是一种爱，职
工才能产生自觉安全的意识，企业也才能
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该矿巷修工区支部
书记张如鹏说。

了解到“真爱”的苦心，职工们对“严
管”也更为认同。“柴里煤矿管理严格，我
很理解、很赞同，再严也是为了职工安
全。”该矿综采二区职工刘克国说。爱要

爱得细致入微，严要严得有理有据。该矿
出台了一系列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依靠严
格的制度约束职工的行为。“三违”罚款
返还制度对不重复违章的人员每季返还罚
款的30%，三个季度均未重复违章的共返还
90%，最大限度地激发职工安全生产的意
识；每月开展“树优抓尾”活动，对优胜
单位和末尾单位分别给予重奖重罚，让每
个职工心里绷紧安全生产的弦；每年开展
一次安全典范人物评选活动，对连续15年
不违章的个人、班组和区队，分别给予6千
至5万元的重奖，在全矿树立安全生产的标
兵，让职工们学习有标杆，赶超有对象。
一手抓对“三违”人员的整治，一手抓亲
情感化，该矿的“双加”管理文化不仅提
升了安全生产水平，更牢牢拴住了职工的
心。

□蒋振华 魏忠福 报道
本报滕州讯 “在这里检修开关，一定

要停电闭锁挂牌，必须有专人停送电。”7
月16日，在山东能源枣矿集团田陈煤矿综采
二区309工作面二部皮带机尾，皮带维修工
田德献一边检查挂牌情况，一边叮嘱电工李
亮。

“从皮带头到皮带尾，这一片都是我
的‘地盘’，我的地盘我负责！不论谁在
这里干活，只要出现三违现象或者留有安
全隐患，我都负有连带责任。”田德献介
绍说。

为了保障井下现场始终保持在安全状
态，该工区在充分发挥好群监员和青安岗现
场监管力度的基础上，把井下各个岗点分成
小的安全责任田，每个岗点的职工兼任“安
全片警”，负责本岗位作业范围内的安全监
管。

此外，该工区还强化了零星岗点管理，
要求班组在安排2人以上共同操作的工作
时，必须明确1名安全负责人，负责本工作
区域的安全监管。

为了强化安全片警的责任心，该工区对
所有的片警进行月度考核，按照责任区域内
的三违情况、隐患条数、机械事故、文明
卫生等四个方面进行考核，并按照考核结
果进行公布，对最优“安全片警”进行物
质奖励，以提高全员参与安全管理的积极
性。

“一个职工重视安全，只能保障一个
人的安全，只有全员参与安全管理，才能建
筑安全生产的大堤，真正实现全员保安。”
该矿综采二区区长邓强说。

唐口煤业

租赁站里“算盘”响

□张继涛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唐口煤业公司

成立了“风筒租赁站”，让该公司使用区队时时打响“算
盘”，节约124节风筒可为公司节省材料费5万余元。

为适应公司内部市场化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杜绝浪
费，该公司针对以前井下风筒每月投入多少节就用多少节
的“大手脚”现象，于5月初，成立了以通防队为主的
“风筒租赁站”，对使用区队领用风筒采取了租赁办法，
每月月底由“风筒租赁站”组织各使用区队负责人到现场
对风筒节数进行清查记账，按照掘进石门及半煤岩巷道每
百米消耗标准，精算出各区队风筒消耗，超出标准的按每
节风筒的实际价格从使用区队材料费中扣出。同时对因挤
压、车划、炮蹦及人为损坏现场风筒的使用区队，每节风
筒按进价对使用区队进行处罚并划入各单位的租赁费。

“风筒租赁的办法，不仅增强了作业人员节约就是增
收入的经济意识，也提高了风筒使用率和安全性。”该公
司通防副总工程师王坚志说。

滨湖煤矿依靠科技优化劳动组合

12部无极绳绞车

年可节约工资500万元

□褚衍猛 报道
本报滕州讯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滨湖煤矿始终坚持科

学发展、安全发展的理念不动摇，依靠科技优化劳动组合，
积极推广使用无极绳绞车，着力提升机电辅助运输系统服
务保障水平，不断夯实安全基础，提高了科技兴安水平。据
统计，该矿12部无极绳绞车年可节约工资支出500万元。

该矿为解决原有对拉绞车运输方式效率低、安全隐患
多的问题，进行多方考察研究选用了无极绳绞车，实现了
长距离、可弯曲和起伏变化巷道的连续运输。

该矿井下原拥有小绞车70部，按照每部绞车一个班最
低用工两人计算，如小绞车全部使用，每班用人140人。
据该矿机电副总张伟介绍：今年以来，井下主要运输都更
换了无极绳绞车，现井下共有无极绳绞车12部，使用钢丝
绳总长16176米，而且布置方式灵活多样，覆盖广，大大
减少了人员、设备等投入，提高了工作效率。

该矿工资部门负责人测算，全矿12部无极绳绞车每班
用工36人，相比70部普通绞车每班节约用工104个，按照
每人每年6万元工资计算，仅工资一项年可节约500万元。

□李长德 报道
7月18日上午10时，国网山东历城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成员，对10千伏佳刘线农网升级改造工程200千伏安变压器实施连接引线

带电作业项目，当天地面温度36度，作业车斗内温度高达40度，工作人员冒着高温酷暑连续工作40分钟，在高危、高温下顺利完成
引线连接任务。

图为当天历城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带电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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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传科 报道

7月15日，山东能源淄矿集团新河矿业公司开展“慈

心一日捐”活动。来自该公司的866名干部职工积极响

应，踊跃奉献爱心。据统计，该公司共募捐善款143400

元。

田陈煤矿综采二区

实施责任区管理———

“我的地盘我负责”

严管+真爱 自觉+制约

“双加”管理文化促安全生产11年

□ 李振

提及眼下煤炭市场的滑坡，煤炭行业的
产能过剩是无法回避的主要因由。但与国内
煤炭总量过剩相对的，却是进口煤炭总量的
一步步提升。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4月份，中国进口煤1 . 1亿吨，同比增
加2 . 3%。

国内煤炭产能过剩，还要不要进口煤?
对于深陷危机的国内煤炭行业来说，自然是
盼望封住国门、堵住“洋煤”，以撬动需求
不旺的国内市场，挽企业于危澜。而对于
数量更为庞大的用煤企业来说，进口煤和
本土煤却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差异。经过
“黄金十年”的加温催热，国内煤矿人

工、税费以及各项建设投入不断提高，煤
炭运输成本持续增加，煤炭开采难度加
大，开采成本提高，安全隐患增加……这
些因素的叠加使煤炭成本暴涨。而开采难
度小、安全系数高、海运成本低的进口煤
则在此时显现出其价格优势，迅速赢得了
我国东部地区广大用煤企业的青睐。倘若
停止煤炭进口，势必提高这部分企业的用煤
成本，并传导至下游产品，从而降低在国际
市场中的竞争力，其影响或远甚于进口煤对
煤炭行业的冲击。

对于国内煤企来说，堵住“洋煤”也并
非一劳永逸。纵观国际煤炭市场，煤炭企
业的竞争已到了白热化阶段，正是全方位
比拼价格、质量、服务等综合实力的洗牌
期，唯有实力更强大、思路更创新、技术
更先进的企业方能经过严苛的优胜劣汰生
存下来。而限制进口无异于给国内煤企穿
上护体的“金钟罩”。实践也一再证明，
过度保护下无法产生真正的强者，国内煤
企需要也必须在竞争中完成从下水到游泳再

到冬泳的蜕变。
从长远角度来说，煤炭进口还有利于保

护日益减少的煤炭资源。煤炭属于不可再生
资源，减少国内煤炭的使用就等于减缓了这
种珍稀资源的消耗，有利于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假以时日，一旦研发出更清洁、更高效
的利用方式，煤炭产生的效益可能比眼下的
煤发电、煤制油、煤制气要大得多。此外，
我国煤炭主产地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尤
其是水资源缺乏。现行的煤炭开采方式对地
下水资源会造成破坏，因此煤炭进口还有助
于西北地区水资源的保护。在“碧水青山”
更重于“金山银山”的当下，进口煤这种获
取更廉价、更安全、更环保的能源放在眼
前，我们为什么要拒绝？

当然，业界对进口煤的争议还存在于进
口煤的品质。当前，我国的进口煤中很大比
例是低热高硫的褐煤。过去三四年间，我国
褐煤的年进口量增长了9倍以上，这在国内
对煤炭、尤其是劣质煤“一边倒”式的讨伐
中显得更像是“倒行逆施”之举。为此去

年，国家能源局便向煤炭、电力等相关产业
发出意见稿，提出要限制低热值煤炭进口，
并对进口商设定准入门槛。

要不要劣质进口煤？其实问题的关键不
在于进不进口，而在于如何利用。即便将劣
质煤完全堵在国门之外，国内的劣质煤需求
就会消失吗？因劣质煤燃烧而产生的污染问
题就会迎刃而解吗？显然不是。相反，一旦
对劣质煤进口加以限制，国内生产劣质煤的
小煤矿有可能又会抓住时机发展壮大，并利
用成本优势扩大地盘，这对于高投入进行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研发的大型煤炭企业来说，
心理显然难以平衡。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劣质煤进口恰恰给
了国内煤炭行业进行升级发展、调整结构的
机会。有实力、重研发的大型煤炭企业着力
进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研发，同时剥离自
身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煤种生产，低质低
价、安全隐患大的小煤矿则在市场竞争中被
自然淘汰，有利于我国形成更完善合理、更
现代化的煤炭产业。

产能过剩下是否需要进口煤
——— 后“黄金十年”煤炭的再认识之三

枣庄城乡

配网供电能力显著提升

□鞠同心 报道
本报枣庄讯 截至7月16日，国网枣庄供电公司改造

用电村38个，治理低电压台区198个，新增及更换变压器
304台，增加配变容量121 . 6兆伏安，改造0 . 4千伏低压线路
307千米，这是该公司实施“低电压”消除行动取得的新
成绩，为千家万户夏季高峰可靠用电提供了坚强保障。

枣庄供电公司始终把保障民生用电放在第一位，坚持
城乡配电网建设改造、运维管理和配电自动实用化水平提
升“三管齐下”，推动城乡配电网一体化建设大步向前。
其中，城乡配网新建改造配电线路39条，长度144 . 5公
里；城乡配网运维管理完成225台环网柜“防火、防凝
露”专项治理；实施配电线路局部绝缘化改造，加装7180
只绝缘罩，更换73公里裸导线。同时实施配电自动化“五
率”指标周通报、目前终端在线率达到98%，馈线自动化
正确动作率达到95%，均全省领先。

自2010年在全省首家大规模启动“村村强网”以来，
累计改造用电村768个，惠及50多万群众，连续三年创出
“春节不停电”纪录。今年上半年，居民客户端电压合格
率得到进一步提升，农村低压用电报修率明显下降，基本
消除供电“卡脖子”和低电压问题，黄庄台区等6个农网
低压台区改造工程入选全省2014年度“农网百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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