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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赵卫平

□记 者 李振
通讯员 张冉 王倩 刘发 报道

本报枣庄讯 经过16小时的深加工，
9136吨原煤从精煤振动脱介塞中滚动出来，
变成了粒粒分明、乌黑铮亮的精煤。11月15
日，山东能源枣矿集团高庄煤业跳汰改重介
工程成功实现试运转，将为企业带来更多的
收益。

数据显示，在我省现有的煤炭资源中，
鲁西南矿区占据了九成以上。枣矿集团旗下
的高庄煤业、新安煤业、付村煤矿和蒋庄煤
矿就位于这片煤田。在当前煤炭市场低迷的

情况下，如何将资源高效利用？怎样把穷日
子过好？枣矿集团选择了两手抓——— 一手抓
煤质升级，提高企业创效能力；一手抓增强
资源回收，延长矿井服务年限。枣矿集团克
服市场不利形势，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改投
入，在对煤炭资源“精耕细作”实现最大化
利用的同时实现了企业的转型发展。

采出的煤炭都“颗粒归仓”。今年以
来，蒋庄煤矿加大煤炭资源回收力度，实施
了不规则开采、收尾大角度调斜开采等措
施，确保了煤炭资源“应采尽采”。应用无
煤柱开采工艺，使用大采高综机设备实现工

作面一次采全高，杜绝丢失顶底煤现象。今
年1至10月份，累计多回收资源10万余吨。

今年以来，枣矿集团将选煤技改作为重
头戏，大力推进鲁西南矿区的选煤厂洗选能
力提升工程，通过“粗粮细作”提升产品的盈
利能力。枣矿集团旗下各矿坚持效益开采，通
过优化设计、工艺创新，最大限度利用井下资
源。今年，枣矿集团全面建成井下煤矸分流系
统，保证了煤质的稳定，集团的混煤平均发热
量比计划提高200大卡以上。

一次技改，让产出的精煤全部达到6级精
煤标准，综合产率增加5%左右。高庄煤业的跳

汰改重介工艺的实施不仅调整了产品结构，
更让企业彻底摆脱了粗放发展方式。为增加
洗选能力，从今年6月起，高庄煤业启动洗选
技改工程。如今，作为枣矿集团的第一利润大
户，高庄煤业实现了原煤全部入洗，企业创效
能力得到了有力提升。

今年10月底，新安煤业也完成了重介—浮
选炼焦煤选煤厂技改工程。付村煤矿自今年5
月实施煤泥浮选工程后，煤泥实现全部入浮，
每年增加效益1000多万元。据了解，今年以
来，枣矿集团共确定选煤厂技术改造重点工
程10项，预计年可增加精煤产量310万吨。

□ 本报通讯员 崔 鑫 郑天飞
本 报 记 者 李 振

如今，矿工在井下吃班中餐已经不再是
新鲜事，而对于山东能源临矿集团王楼煤矿
的矿工来说，井下的这吨热乎饭却是来之不
易——— 他们的班中餐都是由送餐员用背篓背
着送到井下的。在各种自动化设施普及的当
下，为啥还需要人工送餐？日前，记者跟随
王楼煤矿采煤一工区班中餐专职配送员“背
篓哥”徐计鲁一起为矿工们井下送餐，了解
“背篓送餐”的缘由。

上午9点，王楼煤矿职工食堂内，徐计
鲁和他的同事们就为送餐作准备了——— 送餐
员每人拖着一辆小车，站在餐厅窗口前等待
领取班中餐。小车上还捆着一个圆锥形的背
篓。背篓由竹条编成，高度约有70厘米，形
状上宽下窄，顶部开口直径大约60公分，还
有一个像筛子一样的圆形盖子。掀开盖子，
背篓内壁包裹了一层白色海绵材料，能够为
食物保温。

几分钟后，食堂工作人员把56份班中餐
交给徐计鲁，徐计鲁立即麻利地把它们整整

齐齐码放在背篓里。记者用手拎了一下———
背篓几乎纹丝不动。“70多斤沉，不轻快
呢。”徐计鲁一边把背篓捆在小车上，一边
告诉记者。由于井下人员数量不同，每天的
送餐数量都不一样，井下人多时一名送餐员
要送70多份班中餐，装满背篓有八九十斤。

9点10分，送餐员们乘坐罐笼来到了井
下。罐笼门缓缓打开，送餐员们拉着小推车鱼
贯而出。从地面抽风机上带来的风冷飕飕地
在井下的巷道里刮过，吹得人不由得裹紧了
衣服。走着走着，脚下的路由平变坡。徐计鲁
收起小推车，背起背篓。“走平巷的时候就用
小车拉着走，走斜巷还是背着省劲儿。”徐计
鲁告诉记者。不一会儿，他的额头上就微微渗
出了汗。“现在矿井大多都用餐车送饭，你们
怎么还用背篓这种老办法？”记者问道。“以前
我们用的也是专用运餐车，但是现在井下条
件不允许了。”徐计鲁告诉记者。采区日益延
伸，开采深度也超过了千米，近年来，王楼煤
矿井下布局日益复杂，采掘头面多而零散。如
果将餐车随其它矿车一同下井送餐，一来耗
时过长，班中餐在运输过程中很容易凉，影响
餐饮质量。二来运输过程中环节较多，卫生也

得不到保障。为此，从今年10月起，王楼煤矿
专门订制了保温性能好的送餐背篓，确保让
每一位下井的矿工都能吃上热乎、干净、卫生
的班中餐。

“‘背篓哥’来了，开饭喽！”远处有人招呼
着。跋涉了近半小时后，徐计鲁来到了送餐的
第一站——— 上车场。“今天吃点啥？是炸鱼还是
炒肉啊？”采一工区端头支护工吕贵宝饶有兴致
地问。“鸡腿和花卷，就着小辣椒。”徐计鲁一边
分发餐饭，一边说。打开包得严严实实的餐包，
热气升腾，香气扑鼻，矿工们就地边吃边聊起
来。此时，徐计鲁又赶忙前往下一个送餐点。

每天上午、下午各送一次，每次来回3个
小时左右，这就是“背篓哥”的送餐工作。“现
在煤矿形势都不好，能给同事们保质保量送
上饭，让他们有力气多采煤，也算为企业作贡
献了。”徐计鲁对记者说。如今，像徐计鲁这样
的“背篓哥”在王楼煤矿已有12名。花样繁多、
干净卫生又热气腾腾的班中餐，也让一线职
工感受到企业的关怀。“以前班中餐送到时都
凉透了，现在饭菜到手还是热乎乎、香喷喷
的，俺们吃了干劲更足了！”吕贵宝高兴地
说。

□通讯员 张治林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楼道里不要摆这么多杂物，这里离电

线近，有用电安全隐患。”12月1日，国网济南供电公司
抄表工王帆在抄表后向诚基社区的一位住户指出用电环境
存在的安全隐患，并现场帮忙移开了楼道杂物。针对冬季
用电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日前，济南供电公司组织低压
抄表人员走进辖区居民社区，开展了“冬季用电，安全为
先”的社区宣讲活动。

近期济南气温骤降，冬季用电高峰期也随之到来。济
南供电公司组织抄表人员向辖区居民及时普及科学用电知
识，增强居民的安全用电意识。针对老旧居民小区用电安
全隐患多的情况，抄表工在工作现场与社区居民互动，采
取通俗易懂的讲解形式，向社区居民尤其是老年人以及旧
房屋住户指出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现场解答相关的电气
疑问。同时，抄表工还向居民介绍了公司近期推出的“金
秋惠民——— 预存电费送好礼”活动的相关情况。

□高永强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国网东营供电公司全面完成现有

配网不停电作业标准化指导书修改工作，配网不停电作业
更加标准、规范。

现场作业标准化指导书是安全生产的基础工作和有效
保障，作为一线检修人员的“口袋书”，对提供检修依据
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电力设备和作业方法的不断更新，配
网不停电作业指导书的指导数据及内容也需要及时修订。
此次标准化作业指导书修编工作中，东营供电公司坚持
“统一、简化、实用、可控”原则，针对配网不停电33项
作业指导书进行整体性、针对性梳理，并根据实际工作中
涉及的新设备、新项目增补了标准化现场作业指导书相关
内容。新编写的配网不停电标准化作业指导书不仅从作业
风险分析和作业步骤的内容上进行丰富，而且通过图文并
茂的形式规范了配网不停电检修的标准流程，为现场作业
标准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切实保障带电检修作业人员
及设备的安全。

□刘红 世政 报道
本报龙口讯 继10月8日圆满完成副立井工程，11月

27日，山东能源龙矿集团丰泰油页岩公司捷报再传，该公
司矿井90万吨技改的重要工程、节点工程——— 副立井井架
斜腿与立柱顺利对接，标志着该公司副立井永久井架安装
工程完成。

该井筒设计直径为7米，井筒深度259 . 4米，井架总高
度为30 . 5米，总重量218吨，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较
大。为确保井架安装工程顺利合拢，该公司与承建方———
龙矿工程建设公司桦甸项目部紧密配合，组织精兵强将盯
靠现场，合理安排施工，在保证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
提下，增加井架地面组对工作量，减少高空吊装工作量，
提高了井架组对质量和安装速度，安全、顺利地实现了对
接。

□王亚峰 报道
本报滕州讯 12月2日，山东能源枣矿

集团柴里煤矿铸造厂院内人头攒动、机械
轰鸣，山东能源枣矿集团重点非煤发展工
程、滕州市小机床产业重点配套项目———
柴里煤矿3 . 5万吨精密铸造项目开工建设。

该项目总预算投资2 . 6亿元，建成后将
年产铸铁件2万吨、铸钢件1 . 5万吨，铸造产
品涉及机床铸件、汽车机械铸件、农用机
械铸件等产品系列，可实现年产值3亿元、
利税2400万元，安排富余人员300余人。

滕州市是全国“小机床之乡”，铸铁
铸钢件市场需求量巨大，由于本地缺少上
游精密铸造项目，制约了小机床产业发
展。柴里煤矿抢抓发展机遇，借助枣矿集
团内部废旧钢铁的原材料供应保障及销售
渠道等优势，在矿原有铸造项目的基础
上，实施技术改造、产量扩容措施，上马
3 . 5万吨精密铸造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
将有效解决滕州市制造企业外购铸件的困
扰，进一步完善“小机床产业”链条和基
础设施配套。 □朱晓琳 弋永杰 报道

本报淄博讯 山东能源淄矿集团济北综机设备管理中
心于12月1日投入使用。该中心的投用使淄矿集团济北矿
区液压耦合器、刮板机等设备维修业务同比增加40%。

据悉，济北综机设备管理中心是淄矿集团重点工程之
一，投资2868万元建设采掘设备库、配件库和综采支架库
3个维修车间等基础辅助设施。

方大公司作为承办单位，只用3个月就完成了主要工程
的建设，先后承揽到了许厂煤矿采煤机牵引部、700/350KW
高压电机3台、400KW电机3台、315KW电机1台，刮板输送机
1部（溜槽60节），新河煤矿14台水泵等维修业务。

据介绍，将在现有维修电动机、减速机、运输机、水
泵等矿用设备基础上逐步增加采煤机组、液压支架维修和
拓展加工制作业务。

据了解，淄矿集团各矿井生产使用的机电设备，每年仅
支付外委维修费用就要达数千万元。而济北综机设备管理
中心建成后，通过合理利用人力、设备和技术资源，不但为
企业节约大量维修费用，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背篓哥”千米井下送热饭

□通讯员 刘焕强 李志勇
记 者 张思凯 报 道

本报济南讯 第三批全国煤炭行业技能
大师和技能大师工作室近日揭晓。山东能源
集团41名高技能人才被命名为“煤炭行业技
能大师”，18个技能大师领衔的工作室入选
“煤炭行业技能大师工作室”，技能大师和
工作室入选数量均居全国煤炭企业首位。

获奖的41名技能大师在技术革新、培养
徒弟、生产实践中都做出了较大贡献，均获
得过各项荣誉称号。协庄矿安全仪器监测工
孙彬仅26岁，熟练掌握了新型瓦斯检测设备
的使用、维护方法；参加“兖矿杯”省管煤

炭企业职业技能大赛，获得安全仪器监测工
第一名；在矿井通风系统改造工程中，主动
承担13万米通风路线网络解算的重任，系统
改造每年节约通风费用500余万元；先后获得
山东省“技术能手”、山东省“富民兴鲁”
劳动奖章、“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称
号。

获奖的18个技能大师工作室都是由优秀
技能人才带领，积极开展技术攻关、技术革
新、技术交流活动，对传授技能、培养人才
发挥了较好的辐射效应。葛亭矿邵新启技能
大师工作室，由山东省首席技师、煤炭行业
技能大师邵新启带领，以大学毕业生、班组

长、优秀技术人才为核心成员和网络成员，
围绕矿井“一通三防”，开展系列创新，取
得“五小”科技创新成果19项。

据悉，煤炭行业技能大师和技能大师工作
室评选命名活动由中国煤炭行业协会牵头组
织，旨在搭建展现才能和技术技艺创新的平
台，引导高技能人才积极发挥在科技创新、技
术革新、技能攻关、传承技艺中的作用, 推动
煤炭行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活动自2011年
以来已举办了三次，此次共命名了121名煤炭
行业技能大师、60个煤炭行业技能大师工作
室。

第三批全国煤炭行业技能大师和技能大师工作室揭晓

山东能源入选数量双居首

东营供电公司

配网不停电作业更规范

淄矿济北综机设备管理中心

投入使用

龙矿丰泰油页岩公司

完成副立井井架安装工程

□郑路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1月28日，青岛供电公司电缆监控中心

运营。该中心通过电缆隧道综合监控系统对青岛市海尔
路、舞阳路、延吉路、环胶州湾等4段共计15公里220kV电
缆隧道进行24小时监控，实现了对电缆隧道综合监测系统
的全天候、常态化应用。该中心使用的电缆隧道综合监控
系统在电缆及其通道状态监测方面具有连续性、实时性预
警功能，能够确保运检人员第一时间掌握相关设备的状态
信息、及时处理异常、消除缺陷。

电缆隧道综合监控系统由电缆分布式光纤在线测温、
接地电流在线监测、电缆井盖监测等子系统组成，以电缆
设备状态监测、故障诊断、分析决策为主线，以分散监
测、集中管理为基本模式，以安全预控为原则，通过对电
缆设备运行状态的实时分析与评估，实现对电缆及电缆隧
道危机因素的捕捉，及时发现非法入侵，做到预判、预
警。通过设备运行信息的全景化监控和可视化展现，大大
提升了运行管理效率，降低运行人员的劳动强度和安全风
险，降低系统的控制难度，最终达到输电电缆安全运行的
可控和预控，提升电网的风险防控能力。

青岛供电公司

实现电缆运行状态实时监控

冬季用电安全为先

泉城开展冬季用电社区宣讲

柴里矿3 . 5万吨

精密铸造项目开建

采煤“颗粒归仓”洗选提质增值
鲁西南矿区宝贵资源高效利用

□梁晓彤 报道

在全国首个宪法日来临之际，12月3日，山东能源枣矿集团田陈煤矿举办法制宣传教育系列活动，通过专题黑板报展览、设立法制咨询

台、发放法制宣传单等多种形式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教育，提高了干部职工的知法、懂法、学法、用法的自觉性。

“背篓哥”正在食堂领取班中餐

□郭轶敏 崔浩杰 李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自首基铁塔基础浇制试点

以来，锡盟-山东特高压工程山东段基础浇
制快速推进。截至12月7日，共完成灌注桩
浇制1095根，占总量的86 . 06%；整基基础完
成121基，占总量的78 . 06%。并于11月28日在
全线率先转序，进入铁塔组立工序。

锡盟-山东特高压工程山东段共有155基
铁塔，共要浇制1260根基础桩。工程建设时
间紧、任务重、标准要求高，自开工以来，
国网山东电力锡盟-山东特高压工程业主项
目部、山东送变电工程公司等参建各方，在
确保工程建设安全、质量和工艺的前提下，
加快施工进度。承建单位山东送变电工程公
司抽调精干力量，坚持人员轮班倒、人歇机
不歇，日夜连续施工，创造了日浇制基础桩
57根的纪录。并借助指纹考勤机、物资集约
化管理、安全文化长廊等管理手段和载体，
确保工程建设安全、质量、进度始终处于受
控状态，达到了安全高产的目的。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国网山东电力超
前完成了施工一级进度计划，创造了山东电
网工程施工新速度。按照目前的施工速度，山
东段的基础施工将比里程碑计划提前2个月
完成。

锡盟-山东特高压工程

山东段率先转入

组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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