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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马剑

把“粗粮”变“精粮”，着力补齐产品结构短
板，最大限度地挖掘原煤增值创效潜力，今年以
来，山东能源淄博矿业集团积极顺应国家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坚定不移实施“精煤创效”
战略，一季度，淄矿完成营业收入145亿元，利
润8 . 1亿元，经济增加值3 . 1亿元，多项经济指
标位居能源集团权属企业前列，创出了历史同
期最好水平。

实现精煤创效最大化，把好“出”“入”两头
是关键。围绕煤炭“全入洗”目标，“精粮”生产

“大户”博选公司充分发挥专业化优势，想方设
法提高选煤技术水平，灵活调整选煤系统工艺，
不断提升各选煤厂原煤入洗率。

“精煤需求量大时，我们开启双系统满负荷
入洗，需求量小时，进行系统切换，实施单系统
入洗，最大限度提高设备的有效开机率。”博选
公司副总工程师盛长增说。一季度，济北矿区原
煤入洗率达到63 . 9%，同比提高12 . 18%。其中，葛
亭、唐口两矿原煤入洗率分别达到9 9 . 3%和
92 . 9%，通过结构优化调整，吨煤分别增收84 . 9元
和79元。

为提高精煤产出率，他们利用先进的自动
化控制工艺，严格生产过程的集中控制操作。对
分选密度实时严格监控、测量和调整，确保入洗
密度的稳定。同时根据煤质的变化，实时启用
TBS粗煤泥回收系统，提高粗煤泥中的精煤回
收率。具体工作中，注重用好精益管理工具，提
升管理效能。以TPM（全面生产维护）为例，博选
公司建立并严格执行设备点检、润滑、巡检制

度，为每台设备建立起“电子健康档案”，对制约
影响生产的关键环节，如振动筛、离心机、入料
泵等设备实施专人24小时保养维护制度，保证
了设备时时正常运转。他们还结合现场实际及
岗位特性，编制岗位标准化作业指导书38份，并
以看板方式布置在现场，提升了岗位标准化操
作水平。一季度，博选公司累计入洗原煤397万
吨，精煤产出率52 . 4%，各选煤厂吨煤介耗指标
平均控制在1 . 3千克以下。

实施精煤创效战略，不但要有“量”的保证，
更需满足“质”的需求。基于此，淄矿集团在“洗
好煤”上下力气，不断向“高端化”目标迈进。他
们从选配工艺、比例等方面入手，全流程管控，
加大高附加值产品开发力度，形成与市场紧密
对接的产品体系，满足用户多元化需求。博选公
司积极配合各矿科学制定煤炭选配方案，重点

做优“济北品牌”。按照各矿开发低灰精煤产品
的要求，组织各选煤厂进行浮沉试验，落实“一
矿一策”产品结构调整方案，使济北矿区各选煤
厂精煤灰分控制在合理区间。其中，许厂、唐口、
葛亭3矿为8 . 0%～8 . 8%，岱庄煤矿为7 . 8%～8 . 2%，
新河矿业为7 . 5%～8 . 0%，满足了不同用户的个
性化需求。

“质”“量”双提永无止境，淄矿集团狠抓选煤
技术的对标学习提升。博选公司坚持实施内部单
位对标管理，每月召开工作总结会，对比分析各
项指标完成情况，为各选煤厂建立相互交流、取
长补短的对标学习平台。对外，组织各选煤厂负
责人到枣矿集团高庄、付村、新安3个煤矿的选煤
厂参观学习先进做法，在清洁生产、设备维护保
养、生产技术管理等方面逐项对标找差距，制定
措施，付诸实践，全面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

“精煤创效”实现效益最大化

淄矿集团一季度实现利润8 . 1亿元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5月15日，记者从淄博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12315申诉举报中心了解到，4月份该
中心受理消费者以来电、来访、来函、互联网、
电话留言等多种方式进行的咨询、投诉、举报共
计3626件，同比增长11 . 16%。其中咨询3097件，
投诉396件，举报133件。

据介绍，4月份12315申诉举报中心，共受理
商品类投诉198件，占投诉总量50%，受理量排在
前三位的依次为：交通工具60件、日用百货类56
件、通讯器材类2 0件，分别占商品类投诉的
30 . 3%、28 . 28%、10 . 1%。其中，交通工具类投诉
与去年同期相比呈上升趋势，同比增长42 . 86%。
另一方面，日用百货类投诉上升趋势明显，占商
品类投诉总量的28 . 28%。

服务类投诉方面，该中心共受理投诉198
件，占投诉总量的50%，受理量排在前三位的依
次为：电信服务45件、互联网服务35件、居民服
务25件。分别占服务类投诉的22 . 73%、17 . 68%、
12 . 63%。其中居民服务类投诉与去年同期相比呈
上升趋势，同比增长108 . 33%。交通工具类投诉
居商品类投诉的首位。主要问题表现在：汽车在
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商家以消费者没有在车
行进行保养为由，拒绝提供三包服务；汽车在质
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后，商家推脱不予维修，或
经过多次维修后故障仍未排除；预先交纳订
（定）金、押金后，商家违约或者消费者取消购
买，商家不退还费用等。

4月淄博12315受理

投诉等各类案件3626件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卢诺 报道
本报淄博讯 5月17日，记者从淄博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为营造“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激发全市各类劳动者的
创业积极性，淄博市人社部门制定了“领创齐
鲁·追梦前行”创业服务系列主题活动计划，从
2017年4月持续到2018年底，共计13项活动。

淄博举办13项活动

助推创业

致读者
因节日假期，5曰24日《大众日报 淄博新

闻》休刊一期。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张 洪 王克鹏

“老麦客”念活“电话经”

5月19日，跨区机收的序幕即将拉开，高
青县麦客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孝滨的电话
从4月份到现在，每天都会响几回，平舆的、
项城的、淮阳的、宁陵的……手机俨然成了
“合作社热线电话”。“这个电话号码我已经
用了快20年了，一直没敢换，就怕与一些老客

户失去联系。这不，刚与荣成的老主户定下了
今年的作业任务。”王孝滨告诉记者。

连日来，每天像这样的预约电话不下3、4
个，“今年看来，单凭合作社的这几台车还真
是有点忙不过来，若天气不出现异常，一季干
4、5站应该没问题。若没有订单，哪也不敢
去，一旦扎堆，别说收入，本钱也会搭上。”
王孝滨笑着说。

4月份，该合作社就提前和河南南阳、驻
马店、周口等地通过电话联系对接好，5月下
旬，他们首批收割机就将开赴河南省南阳市邓
州市开展机收作业。

据王孝滨介绍，合作社成立后，每年麦收
前，他们都通过本地的农机部门与作业地麦收
作业大县进行协商，签订机收合同，并按合同把
每个村的收割任务明确到机手，机手只需按照
规定的线路到指定地点进行作业即可。同时，合
作社还提前把机手的吃住安排好，确保跨区作
业机手不但有活干，还能赚到钱。

“如今政策好，每辆‘出征’的作业车上
都有跨区作业证。这是县里发给我们的通行
‘绿卡’，有了这证，一路上的过路过桥费全
免不说，我们还能享受农机部门提供的维修、
配件、油料和作业市场方面的信息服务。”王
孝滨说。

“新麦客”抱团“短途行”

“别看我们跑得近，细算下来年收入也不

低。”高青县高城镇纸坊村农机手徐修礼板着
手指对记者说：“一是我们减少了长途运输
费，一次单程运到河南南部就要两三千元；二
是我们不用雇驾驶员，自己开车，家属跟着搞后
勤服务，配合得默契顺手，一天就能省下300元
的雇人费；三是距离近，信息灵，在外等候的时
间短，遇到阴雨天能及时转移，在远处不行，到
了那里你就哪里也去不了，费用自然就高。”

像徐修礼这样三五成群，组成一个小小作
业队，每年都在省内周边地区作业，远点到济
宁、泰安，近点就在济阳、章丘、淄川、周村、邹平
等地作业，一季下来也能收入两三万元。

像徐修礼这样，开收割机时间短的农机手
在高青不下少数，他们大多是同村好友，或是
亲戚朋友，有的两三台，有的四五台，凑在一
起“抱团”闯市场，在省内通过联系亲戚朋
友、同学战友等关系开展短途跨区作业，获得
了不错的经济效益，成为高青县农机跨区作业
的有力补充。

据统计，在高青，以“短途”形式作业的
农机有300台左右，占全县跨区作业机械总数
的三分之一以上。

“现代麦客”傍上“互联网+”

几天前，高青县良田农机专业合作社社长
阮智永在当地农机部门的指导下，登录农业部

“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直通车”和各地农机相关网
站，通过上面发布的供需信息了解到各地的市

场行情和作业动态，鼠标轻轻一点，便与河南邓
州市“签”下了5000多亩小麦机收作业订单。像
阮智永这样的农机手在高青县有几百人。

往年4、5月份，正是各地“麦客”签约订
车的忙碌阶段，他们纷纷外出，千里迢迢“踩
点”联系业务，今年他们没有盲目地倾巢出
动，而是通过互联网拿到了订单。

这要得益于去年以来县农机局为跨区作业
的农机手进行的“智慧农机”培训。目前，县里一
批懂业务、会经营、善管理、头脑活的现代知识
青年逐渐成为农机合作社的新型职业农机“掌
门人”，他们通过参加各种农机业务培训，掌握
了现代农业新知识，并能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来
开展农机经营服务，取得了不错的效益。

眼下，“三夏”跨区机收陆续开始，县里
43家农机合作社的跨区作业服务队不断接到来
自河南、安徽、江苏、河北、鲁西南、胶东等
地的网络信息，迫切要求服务队赴他们的地区
作业。县农机部门在指导农机手与上述地区网
上对接的同时，帮助合作社拟定派机计划，签
订作业合同，落实作业地点及面积。

“今年俺在县农机部门的帮助下建了个个
人主页，网络让俺耳朵变长了，眼睛看远了，上
面的信息一目了然，很全面很有用，今年找活有
新门路了！”农机手孙长征喜不自禁地说。

目前，高青县已有千余“麦客”通过互联
网、实地签约和电话预约等多种方式拿到了今
年小麦跨区作业的订单，全县农机手依靠跨区
作业每年创收都在7000万元以上。

“电话经”“短途行”“互联网+”各显神通

高青麦客跨区麦收签约忙
一年一度的跨区机收大战

打响，对机手来说，这既是一
件高兴事，又是一件烦心事。
高兴的是跨区机收时间短、收
入高，烦心的是如果没有订单
赢利难。

高青县的三夏农机跨区机
手凭借多年的跨区经验，总结
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使
跨区作业“跨”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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