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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杨 辉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姜玉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召开的山东能源集团

工作会提出，2015年，该集团将实施内部产业
整合重组。这意味着山东能源集团要“收拢五
指握起拳头闯市场”。山东能源集团在实现从

“煤炭集团”到“能源集团”、从“大集团”到“强
集团”的转变过程中，集中优势资源打造优势
产业，走上转型发展之路。

近年来，国际石油、铁矿石、煤炭等大
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带
来能源消耗强度日益降低，能源企业切身感
受到了市场的变化。目前，国内多地煤炭行
业出现减产、停产、限产，亏损率高达
80%，曾经红火一时的煤炭市场风光不再。
山东能源集团如今也面临六成矿井亏损的不
利形势，企业经营状况整体下滑。

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山东能源集团不
等不靠，依托非煤产业谋求转型发展。2014
年，作为山东能源传统优势项目的装备制造

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深入，从大进大出的
“大路货”向高端、高附加值产品转型，业
务领域向核心部件、再制造、融资租赁等价
值链增值环节拓展。山东能源机械集团建立
了国内最大的机械产品再制造工业园，成为
机械产品再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试验基
地和成果转化基地；鲁南装备公司依托自身
的锅炉和压力容器制造资质，以及锅炉和压
力管道安装资质，形成了为大型化工、煤化
工工程提供从“工艺包”到“交钥匙”的全
流程方案，增值链条增长。通过打造过硬的
人才技术团队，针对市场推出高科技含量、
高品牌效应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山东能源装
备制造产业的“含金量”愈发提高。截至目
前，山东煤机集团累计获得国家技术专利80
项、发明专利3项，先后有电厂粉煤灰湿法
选炭技术等20余项技术产品填补了国内空
白。

立足传统优势板块的同时，山东能源更

将产业布局的触角伸向了新技术、新材料、
服务产业等领域，旗下的淄矿新华医疗、临
矿玻纤、龙矿热电等项目逆势增盈，成为非
煤产业带动企业脱困的新引擎。“做特做新
制造产业、做实做稳贸易产业、做深做大医
疗健康产业”，山东能源集团的转型发展在
调整优化中步伐更快。

实现从“煤炭集团”到“能源集团”的
转型并非“去煤炭”，而是要在现有煤炭资源
的基础上进行整合重组，将零散弱的煤炭产
业布局做大做强。不仅以煤起家，更要以煤立
足，以煤发家。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2014年，
山东能源集团集合优势资源，千方百计保大
项目、重点工程，确保了新疆煤制气工程以及
省外大型矿井建设全面提速，为集团产业接
续奠定基础。面对煤炭产能过剩愈发突出的
现状，山东能源坚持“大煤、大电、大转化”的
思路，加速实施煤电煤化一体化发展以及实
体产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新年伊始，一批重点

规划的项目正在加快落地，盛鲁2×1000兆瓦
发电项目有望在年内开工建设。

11家扭亏无望的企业被实施关停，2014
年，山东能源集团对长亏、巨亏、增亏的项目
进行了“切除”。“现阶段，并非只有把企业‘做
大’才是政绩，能够把扭亏无望的企业稳定合
规地‘做小’也是政绩。”山东能源集团董事长
卜昌森说。对于一家煤、电、油、气等多种
产业共同发展的能源大集团来说，劣质资产
减量就是减亏，借助煤炭行业下行的实际，
对资源赋存条件差、安全保障程度低、开采
成本高、连续多年亏损的煤矿进行关停并
转，正是清理无效资金占用，优化资产结
构，实现由大摊子、大企业到高水平、强企
业的选择。

□段德咏 王文礼 报道
本报潍坊讯 2014年12月30日，国网潍坊供电公司举

办职工技术创新成果展评会，表彰了12个优秀创新工作
室，现场展示了57项创新成果，发布、评价、表彰了17项
优秀成果，并与设备制造商现场签订成果转化协议，在潍
坊供电系统推广应用。

目前，潍坊公司各类创新工作室已达33个，2014年，
该公司引导一线职工围绕生产实际，依托创新工作室广泛
开展技术创新活动，解决生产中的难题，累计获得专利授
权33项，9项QC成果获得国家级奖项，全年QC成果、管
理创新成果、典型经验、最佳实践数量和质量均创历史最
好成绩。

在这次展评会上，潍坊供电公司通过与设备制造商签
订成果转化协议，用成果转让费“补贴”成果发明人，实
现了“一人创新大家用”，形成了“课题立项—技术攻
关—成果评审—成果发布—评价奖励—成果推广”闭环管
理。

□ 王俊

新年伊始，下基层调研时了解到，有家
单位组织了一次“泼冷水”式的“先模恳谈
会”，让新当选的劳模、先进生产者不谈成
绩和优势，只谈问题和不足，并相互“揭短
亮丑”，有针对性地制订“提升计划”。笔
者忍不住要为这一做法点个“赞”。

以往，单位对评出的先模人物，都是大
张旗鼓地进行正面宣传，让他们戴光荣花、
上光荣榜，报纸上有字，广播中有声，电视
里有影，风风光光，一派高大上形象。

然而，先模是人不是神，他们存在问题
和不足是正常的。如果让他们整天置身于被
称赞、褒奖之中，容易陷在光荣榜里摆谱、
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助长的是形式主义和
享乐之风，长此以往，先进也会变后进，劳
模也会变“老末”。

由此，我想到了温水煮青蛙的故事。在
做生物实验时，把一只青蛙放进装有沸水的
杯子里，青蛙会马上跳出来，但把一只青蛙
放在另一个温水的杯子中，并慢慢加热至沸
腾，青蛙刚开始时会很舒适地在杯中游来游
去，到它发现太热时，已失去力量跳不出来

了。
实践证明，太舒适的环境往往蕴含着

危险。习惯的生活方式，也许对你最具威
胁。要改变这一切，唯有时时注意，多学
习，多警醒，并不断创新，打破旧有的模
式。

如何让先模不断进步和提高？如何让先
模始终保持前进的动力？定期为先模泼泼
“冷水”，让他们戒骄戒躁，时时保持清
醒，扬长避短，不断改正问题和不足，形成
越来越“先进”的长效机制，不失为一种好
做法，值得点“赞”！

□孟磊 报道

本报新泰讯 近日，山东能源新矿集团孙村煤矿在矿

井热害治理领域再次获得“一种矿井热害治理及热能利用

系统”、“一种利用冬季自然冷源降温的矿井热害治理系

统”和“一种直接利用冬季自然冷源降温的矿井热害治理

系统”三个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其中，“一种矿井热害治理及热能利用系统”实现了

利用矿井热能自主供热及利用室外冷却塔散热。“一种利

用冬季自然冷源降温的矿井热害治理系统”用于矿井下降

温，当室外温度为10℃及以下时，喷淋降温装置吸收室外

自然冷源冷量。“一种直接利用冬季自然冷源降温的矿井

热害治理系统”可实现系统高压循环水直接吸取室外冷源

冷量，并将其输送到井下进行降温。

近年来，孙村煤矿在成功做强“制冷降温产业”的基

础上，还灵活运用冷、热相互转换的原理，大力开发绿色

环保的制热技术，成功回收井下地热资源，在服务煤炭主

业的同时，主动寻求外部市场，走出了一条由制冷到制

热、由矿用到民用的多元化发展之路。

为向先模“泼冷水”点个“赞”
潍坊供电公司

孵化推广职工创新成果

孙村煤矿

高温热害治理再获三专利

□通讯员 王家海 记者 李振 报道
1月1日，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双欣矿业公司职工正在矿灯房取灯，准备下井。为了实现控员提效，降低生产运营成本，从2015年1月1日起，

双欣矿业公司矿灯房实现无人值守，每年可节约人工等费用近20万元。

□通讯员 郭轶敏 段德咏
记 者 李 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5日20时15分，伴随着大风天光临齐
鲁，山东电网并网风电机组出力创出历史新高，达520 . 2
万千瓦。截至2014年底，山东电网并网风电场91座，机组
容量622 . 2万千瓦，同比增长24 . 4%，突破600万千瓦大关；
占山东电网统调装机容量的10%。全年风力发电95 . 3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15 . 9%。风电牢牢坐稳继火电、省外来电
之后的我省第三大电源之位。

“风电机组最大的特点就是‘任性’，是典型的‘看
老天脸色’发电。”国网山东电力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4年11月，山东电网风电最大出力为475万千瓦，最小
出力仅为3 . 7万千瓦，悬殊巨大。风电最大出力出现在后
半夜的有24天，占全月总天数的80%，而这一时段恰恰是
全网负荷较低的时间。这些都为电网调度带来了巨大挑
战。

针对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调度管理难度大的特点，国
网山东电力开发应用了新能源调度技术支持系统应用，摸
清了风电、光伏发电的“脾气”，风电、光伏发电功率预
测准确率达到90%以上，并确保了优先安排风电、光伏
发电上网，做到了并网清洁能源机组发电的全额消纳。
此外，该公司还在省、市两级电力调度控制机构设立新
能源管理岗位，提前介入，关口前移，畅通与新能源发
电企业的交流渠道，积极服务新能源发电项目并网发
电。

我省并网风电机组容量

突破600万千瓦
占统调装机总量10%

□郑路 何晓颖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截至2014年12月31日，青岛电动汽车

充换电服务网络服务的450辆纯电动公交车累计行驶里
程突破6000万公里，达到6004万公里，可绕赤道1501

圈。
青岛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网络自2011年薛家岛电动

汽车充换电站投运以来，运行数据屡创新高。薛家岛充
换电站单日最大充换电次数达到478次，车辆单次换电
平均行驶里程由最初的68公里增长至150公里，车辆换
电最大行驶里程达到225公里，换电平均耗时8分钟左
右。各项运行数据全面超出设计指标，处于国内外领先水
平。

目前，青岛市已建成薛家岛、延安一路、深圳路、莱
西、武昌路、永平路等6座充换电站，服务纯电动公交车
数量从2011年的40辆增加到450辆，服务公交线路从4条增
加到31条。每辆电动公交车按日均行驶200公里、百公里
耗油40升计算，450辆电动公交车每年行驶约3300万公里，
可实现“以电代油”1320万升，每年可减少碳排放3 . 6万
吨，一氧化碳164吨，氮氧化物328吨，碳氢化合物101吨，
微粒碳烟37吨。

2014年青岛市政府新购置550辆纯电动公交车，目前
正在对接调试，投入运行后将达到1000辆纯电动公交车的
规模，青岛供电公司配套建设的流清河、珠江路、城阳等
充换电站项目正在按计划施工中。

青岛纯电动公交车

行程突破6000万公里

□任海涛
倪卓越 报道

本报东营讯 2014年，国网东营供电公
司大力拓展带电作业项目，整体带电作业水
平大幅提升，配网消缺带电作业化率达到
97%，用户业扩带电接火率达到100%。

该公司秉承“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
工作理念，不断加强带电作业管理，实行周
带电作业计划，加强检修消缺、业扩接火停
电管理，用户业扩带电接火率达到100%。积
极拓展带电作业项目，新增“带电更换智能
联络开关”“不停电更换变压器”等配电带
电作业新项目3项，31项带电作业项目列为
公司常规带电作业项目，并在2014年12月首
次进行了跨区域联合带电作业。2014年，该
公司全年完成带电作业1496次，同比增长
42%，减少配网停电6 . 05万户时，多供电量
516万千瓦时。

该公司配网带电作业中心将以为民服务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高带电作业技
能、扩大带电作业覆盖面，倾心为客户安全
用电“保驾护航”。

东营去年用户业扩

带电接火率100%

□刘晨晨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山东能源临矿集团

亿金公司纪委把《关于2起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典型问题的通报》的邮件发到了每位党员
干部的邮箱中，警醒党员干部加强廉洁自
律，筑牢思想防线。

该公司纪委积极探索廉洁警示教育新渠
道，利用网络平台，开通了廉洁邮箱，将
上级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相
关信息，定期向党员及副科级以上干部发
送，把廉洁文化渗透到经营管理的各个环
节，成为亿金公司廉洁教育的“第二课
堂”。截至目前，亿金公司纪委已为党员
干部发出廉洁教育邮件20多封，起到了良
好的警示教育效果。

临沂亿金公司

廉洁教育邮件

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

集中优势资源打造优势产业

山东能源集团内部整合转型发展

新新常常态态 新新作作为为

矸石山踩在脚下 温馨花园映入眼帘

黑色矿山的绿色印象

□ 本报通讯员 刘光贤
本报记者 李 振

多煤、多灰、多塌陷地，矿山给人的感觉
是往往与脏乱脱不开干系。不过，日前记者造
访山东能源枣矿集团柴里煤矿，却对这座“黑
色”的矿山留下了美好的“绿色”印象。

未至矿区，只见通往矿区的路上一辆洒
水车迎面驶来，车后留下一路干净清爽。
“为了抑制扬尘污染，柴里煤矿还专门配备
了一辆洒水车，每天不定时对道路进行洒
水。”柴里煤矿矿长徐永和告诉记者。煤矿
采煤、储存、运输过程都是产生煤尘的环
节，因此煤矿也很容易被四溢的煤尘蒙得灰
头 土脸。 不 过 在 柴 里 煤 矿 却 没 有 见 到

“灰”，抬头看见的是天空澄净的“蓝”，
目之所及是松针青翠的“绿”和晾衣绳上衣
被如新的“白”。

已进入寒冬时节，矿区里虽然绿色少
了，生机却不缺。东湖广场上跳舞的老人们
舞姿轻盈，跑步者环绕广场健身晨练，孩子
们追逐嬉戏，一派乐意融融。很难想象，这
里曾经是一处又脏又黑的矸石山。柴里煤矿
是一座开采了50多年的老矿，在为地方提供
能源、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

的固体废弃物——— 矸石。矸石堆放不仅占用
大量土地，还造成扬尘、淋溶水等环境污
染。“从2013年起，柴里煤矿开始对矸石进
行综合利用，原来45米高的大山被夷为平
地，并且建起了休闲广场。”徐永和说。

矸石去哪儿了？原来，由于开采时间
长、煤层厚、埋藏深，柴里煤矿矿区周边存
在着不同程度的塌陷地，塌陷严重处存有积
水，耕地变形，不仅无法耕种而且污染了水
源，多条道路通行被迫中断。如何利用现有
资源把煤炭开采对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柴
里煤矿新一届班子决定将“废物”利用起
来，把成堆的矸石以及电厂粉煤灰、炉渣等
固体废弃物当做填充物，对采煤塌陷区进行
回填。在认真研究分析了采空区实际情况
后，柴里煤矿将地质较为稳定东侧塌陷区作
为先期施工区，回填面积89900平方米，解放
土地31 . 5亩，新造地134 . 85亩。并在东塌陷
区回填的基础上建设了矿办公楼、载德楼、
济微公路柴里段、职工花园雅馨园、中学、
东宿舍、南平房、罗马广场、文化广场、东
湖广场等办公设施，和职工住房及娱乐场
所。此后又陆续对木厂南塌陷区回填治理

180亩，建设了16万吨苯加氢项目工程；对西
塌陷区回填造地600多亩，在矸石回填区域
建设了洗煤厂、电厂、焦化厂、次煤厂、煤
气站、煤场、铸造厂等部分厂房。“现在我
们的脚下就是回填后的塌陷地。”站在办公
楼前，徐永和自豪地说。截至目前，柴里煤
矿累计回填造地1500余亩，利用矸石1200万
吨，保护和恢复了矿区生态环境。

煤炭开采不停，新的矸石就会不断产
生。如何解决不断出现的新矸石？柴里煤矿
研究建设了一套矸石综合利用项目。在徐永
和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该矿的新矸石山
处。只见一座二十多米高的矸石山下，一条
长长的皮带运输线连接不远处耸立着凉水塔
的热电厂。矸石山下，几辆铲车正在一铲一
铲地将矸石铲起，放入皮带，滚滚转动的皮
带将矸石运到热电厂。“通过科学配比，矸
石也能充分利用，变成发热发电的原料。”
徐永和介绍。该矿引进了矸石热电项目，把
矸石与煤炭按比例产配并粉碎成粉末后，投
入热电机组，用以发电发热。不仅每月可粉
碎黑矸石近2000吨，更可为煤矿每年增加效
益150余万元。

□记者 李振 报道
柴里煤矿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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