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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刘 磊
本报通讯员 弋永杰 孙业伟 王东升

3年时间，不能让沧海变桑田，但是，勤
劳肯干的山能淄矿拓荒人，却在沙漠中建成了
一座特大型现代化煤矿。2011年4月15日，淄矿
人来到毛乌素沙漠边缘，用3年时间，建起了
巴彦高勒煤矿，创出了同类矿井建井工期的国
内新纪录。

如今，巴彦高勒煤矿立足自身实际，以
“向着国内一流矿井迈进”为目标，又深入实
施安全、高效、绿色、智慧矿山建设，通过应
用新装备、新技术、新管理，提高生产机械
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

7月15日，记者来到距淄博一千公里之
外，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兰陶勒盖
镇的巴彦高勒煤矿，在矿区内处处体验到了这
座大型现代化“智慧矿山”的聪慧与现代。

远程控制：“无人”采煤

虽然正值仲夏，但雨后的鄂尔多斯凉风徐
徐。当记者来到巴彦高勒煤矿地面综采工作面
智能操控中心时，工作人员正端坐在屏幕前分
析各种数据，不时与井下控制中心联络，下达
各项指令。屏幕中空无一人的采煤生产现场清
晰可见，采煤机飞速旋转，液压支架开合有
序，煤流源源不绝。

“获得授权后，工人甚至可以在井上通过
系统对工作面液压支架、采煤机等设备进行操
作。”巴彦高勒煤矿综采工区技术主管、自动
化开采小组组长王际欣介绍，煤矿综采工作面
装有全套智能化开采控制系统，已实现液压支
架工作面中部跟机自动化和采煤机、液压支
架、泵站、运输设备的远程控制和“一键”启
停等功能。

建设之初，巴彦高勒煤矿就坚持“国际先
进、国内一流”的现代化标准投资建设。今年
一季度，淄矿集团又与时俱进提出了“智慧矿
山”建设，使巴矿驶上了飞速发展的“快车
道”。今年，巴彦高勒煤矿结合实际，瞄准
“精准化采集、规范化集成、可视化展现、自
动化运行、智能化服务、集约化生产”的目
标，确定了年度“深入推进一提双优，加快智
慧矿建设”活动建设项目23个，初步构建起了
以智能工作面、智能煤流提升运输、智能辅助
运输等模式为支撑的自动化、智能化体系。

在巴彦高勒煤矿矿长王根盛看来，如今，
智能化高效井下布局，智能煤流运输、智能提
升、智能交通等模式，已成为巴矿支撑体系。

前不久，巴彦高勒煤矿还专门建立了由26
名成员组成的智能化综采技术研究所，成员来
自综采工区、生产技术部、机电管理部、地质
测量部等部门。同时聘请了5名中国煤炭科工
集团等煤炭行业科研与技术开发顶尖单位的研
究员为外聘专家，同步发力进行智能化开采技
术攻关。

截至目前，巴彦高勒煤矿先后在7个采煤
工作面进行了开采实践，申请了国内发明专利
8项，发表省级以上论文5篇，智能化建设在同
行业达到了领先水平。

效率更高：5米煤层一次采出

与以往几次下井经历不同，7月16日，记者
一行的巴彦高勒煤矿井下之行格外轻松，通过
罐笼下井后，便坐车径直前往311305工作面。

在多功能井下交通智能管理系统指挥下，
巷道内秩序井然。虽然身处600米深的井下，
但宽阔明亮的巷道并没有给人带来丝毫的压抑
和紧张。半个小时的车程没有一点儿颠簸，一
路之上，煤矿工人并不多见。

到达工作面，通过BK防冲智能控员系统
进入人员限定区域，首先看到的便是长达190
余米的现代化设备列车。设备列车搭载了一个
控制中心和工作需要的所有配件。控制中心的6
台防爆电脑和地面集控中心的显示器相连，远
程操控及井下设备参数从井下到地面仅需0 . 15
秒，确保了工作面的安全生产。6块液晶显示器
清楚地显示着工作面所有支架的压力及状态、
采煤机的运行参数、煤壁及支架视频影像。

两名工作人员正在控制中心熟练操作，采
煤面美国久益采煤机隆隆作响，5米多高的煤
层一次采出，好不壮观。

巴彦高勒煤矿智能化系统应用后，对比传
统煤矿开采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根本转变。以往
的液压支架工、采煤机司机、运输机司机等工
种的主要职责是对所辖范围内设备的操作和安
全监护。“智能化开采技术应用后，工作面综
采设备的运行由智能化控制运行和人工现场巡
视来完成，在开采的过程中时刻观察设备运行
情况，发现问题随时紧急停机，有效降低了员
工劳动强度、改善了劳动环境。”巴彦高勒煤
矿生产副矿长张忠玉介绍。

对于综采工区采煤机司机孙国庆来说，以

前在老区工作，半机械化的装备在开采中越发
艰难。工作面肩拉抬扛，不仅采煤机的性能发
挥不出来，就连采煤机司机的技术也不能充分
展示。现在，智能化装备在大采高工作面的应
用，让他的工作就像动动手指、点点按钮这么
简单。“在自动化截割过程中，我们采煤机司
机只需要巡视工作面顶底板情况，通过遥控器
来辅助校正采高，工作比以前来说更安全、更
高效。”孙国庆深有感慨地说。

目前，巴彦高勒煤矿共引进使用了3套综
采智能化设备系统，年人均采煤效率达到了1
万吨以上。

智能操控：职工安全再加锁

煤矿生产，安全最重要。在安全意识提高
的同时，加强技术防范则是重中之重。智能防
冲、智能控员、智能监测，一项项先进的智能
操控系统的建立为安全生产按下了“锁止
阀”。

在巴彦高勒煤矿地面调度指挥中心，一场
小型的智能操控安全生产演习正在进行。在大
屏幕前，指挥员收到指令，井下出现冲击地压
“事故”，操作人员马上将“事故”现场锁定
到屏幕上，了解“灾情”，下达紧急指令，一
场紧张有序的“救援”行动展开……一切都在
智能操控中心的操控中。

针对冲击地压防治工作，巴彦高勒煤矿从
提升装备水平入手，引进波兰32通道ARAMIS
微震监测系统，实现了对覆岩活动的有效监
控；引进KJ615应力在线监测系统，重点实时
监控大巷及有冲击危险工作面的煤体应力；在
回采工作面安装了KJ653支架工作阻力在线监
测系统，对工作面矿压进行实时监测。同时，

引进YDD16型煤岩动力声电监测仪，具备了煤
岩体电磁辐射和声发射监测功能，构建起完善
的蓝、黄、红三级冲击地压监测预警体系，为
职工安全再添一道“保护锁”。

苜蓿飘香格桑花开，为了却矿嫂心中的牵
挂，前不久，巴彦高勒煤矿还邀请了19名矿嫂
到矿体验生活，感受智能化开采对矿工带来的
安全保障。

经过安全培训后，换上工作服、戴上安全
帽、背起自救器……或许是因为心情迫切，矿
嫂们的动作看起来比想象得更加老练。坐罐
笼、乘车，在距离工作面还有300米的地方。
矿嫂们下车步行。

“这是我们的集控中心，就好比人的大脑
控制着整个采煤面的设备。这是乳化泵，好比
人的心脏供给整个工作面的动力。乳化液就好
比人的血液……”王际欣向矿嫂们讲解了整个
工作面的设备作用。此外，还将整套设备运转
起来向矿嫂们展示整个生产流程。

在参观的过程中，矿嫂王力在明亮的智能
集控室内，发现了在调试设备的老公张普。在
井下能够看到老公工作的样子，让她既激动又
兴奋。“你们井下的设备这么先进和智能，安
全肯定有保证。”听着媳妇在耳边的话语，不
善言谈的张普露出了笑容。

“煤炭开采产业由于安全、环境等因素的
影响，对智能技术与装备的需求尤为迫切。因
此，发展以实现无人化开采为目标的智能技术
与装备，对我矿和整个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王根盛介绍，今年，还将引进多功能模
块辅助运输机器人、110千伏变电站智能巡检
机器人、水仓智能清淤机器人和岗前安全体检
机器人，实现自动化换人，提高自动化水平和
工作效率。

应用新装备、新技术、新管理，提高生产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

沙漠中的“智慧矿山”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1日，滨莱高速淄博西至

莱芜段实现双向8车道试通车。滨莱高速改扩
建项目进行了ETC系统升级改造，共建设ETC
专用车道42条，ETC与人工混合车道34条，全
部收费站所有车道均具备ETC功能，真正实现
了高速公路出入口ETC车道全覆盖和无人值
守，成为全省首条全ETC车道高速公路。

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
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加快推进高速公
路电子不停车快捷收费应用服务实施方案》
明确，到今年12月底，全国ETC用户数量突破
1．8亿，高速公路收费站ETC全覆盖，ETC车
道成主要收费车道，货车实现不停车收费，

高速公路不停车快捷收费率达到90％以上，
所有人工收费车道支持移动支付等电子收费
方式。到2025年，全国ETC用户数量进一步增
加，建成技术先进、制度完善、服务优质、
运行稳定的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快捷收费体
系。

值得注意的是，明年起，ETC单卡用户(也
就是未安装车载装置的ETC用户)将不再享受原
则上不小于5%的通行费优惠政策。

记者从淄博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淄博市交
通运输局、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淄博市
公安局、淄博市财政局联合印发《淄博市加快
推进ETC应用实施方案》。记者了解到，预计
到今年底，淄博市ETC收费站覆盖率将达到

100％，全面实施ETC车载装置（OBU）免费
安装，高速公路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

该方案明确加快推进ETC应用的总体目
标，确保今年底新增ETC用户62．51万以上，汽
车ETC安装率达到80％以上，通行高速公路
ETC使用率90％以上，ETC收费站覆盖率达到
100％。

据悉，淄博市ETC推广将优化ETC客服模
式，拓展发行服务范围。全面实施ETC车载装
置免费安装，并实现服务网点由城市到乡镇、
社区、农村，网点全覆盖、服务全覆盖，利用
各区县车管所、加油站、4S店、汽车维修厂、
停车场等渠道，为社会车辆提供一站式全流程
的安装服务。为进一步方便广大群众办理高速

ETC业务，近日，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淄博分公
司联合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将高速ETC业
务引入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6月10日已正式
对外开展服务。

根据方案，2019年7月底前，淄博市完成机
关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国有企业车辆、救护
车、警车等特种车辆安装使用ETC。机关事业
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职工个人用车应安装使
用ETC。自2019年8月1日起，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等所属车辆实行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
发票报销。2019年10月底前，完成客运车辆、
租赁汽车、公路货运车辆等营运车辆安装使用
ETC。12月底前，力争完成民营企业、社会车
辆、居民个人车辆安装使用ETC。

淄博力争年底ETC收费站覆盖率达100％

□ 本 报 记 者 马景阳 刘磊
本报通讯员 李 颖

烈日下，成片的丹参开花了。花朵轻轻垂
下，随风摇摆，像串串紫色风铃。远远望去，
像极了薰衣草田，为地处偏僻的淄博市周村区
隋家村增添了几分浪漫色彩。

“走，再去老李家地里看看！”6月12
日，置身于紫色的海洋，参观者们一时有些忘
我。然而，推广丹参种植的张大恩却没有多少
时间欣赏。

张大恩黝黑微胖，嗓音有些沙哑，正在地
里研究丹参长势，和种丹参的村民并无二致。
“差不多两年前，我成了隋家村的人。现在，
我不仅是‘第一书记’，还是丹参种植的半个

‘专家’。”淄博市周村区粮食局派驻城北路
街道隋家村“第一书记”张大恩笑着说。

隋家村位于周村区西北，全村共有157户
500多人，贫困户虽然只有5户，但隋家村确实
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如何让村里的老百姓脱贫
致富，成为张大恩一直挂在心头的大事。

2018年，多次去外地考察，联系相关种植
合作社，自驾将一万株丹参苗拉到村里，动员
村民拿出试验田种植丹参……张大恩的努力村
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村民梁玉娟是第一个响应的人。
“张书记来到村里后，帮我们改善了村容

村貌，规范了管理，我们感激在心，所以当他
提出改善种植结构，尝试种丹参的时候，我立
马报了名。”梁玉娟说，其实当时自己心里也

有些忐忑，所以只拿出了8分地种植丹参。
在梁玉娟的丹参田里，记者看到，她种植

的丹参长势喜人。“现在我的丹参地已经扩展
到40亩了。”梁玉娟说，丹参苗较矮，便于浇
灌，并且不需要打药，偶尔有小虫也不影响其
生长。和普通农作物相比，种丹参操心少，需
要的人力也少。种植过程中，如果使用地膜，
丹参田里连杂草都很少，两个劳力一天就能为
10亩的丹参田除完草。

梁玉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种小麦辛辛苦
苦大半年，除去各种成本，一亩小麦纯收入能
有500元就算好的。而种植丹参不仅省时省力
省人工，而且丹参从头到脚都是宝。保守计
算，种植丹参每亩收入可达5000元。

“丹参好不好管理？产量咋样？能不能卖

上价格？老百姓刚开始肯定心里犯嘀咕，而梁
玉娟的参与无疑开了个好头。”张大恩说。

在梁玉娟的影响下，不仅村民李广勇开始
在自家的4亩地里种植丹参，而且越来越多的
村民开始对丹参种植感兴趣。贫困户马吉木便
是其中之一。只要马吉木得空隔三差五便会去
梁玉娟地里转悠，了解相关种植情况和技术。

如今，为了保证销路，在张大恩的多方协
调下，已于附近多个乡镇农业合作社达成收购
合作，在必要的时候会实行保护价收购。

让丹参种植规范化、规模化，是张大恩的
夙愿。“本地土壤很适合丹参生长，如果能大
规模种植，再开设加工厂，那村民们就彻底脱
贫了。”说这话时，张大恩眉头完全舒展开
来，迎面扑来的是淡淡的花香。

“小丹参”助力脱贫致富梦

巴彦高勒
煤矿鸟瞰图。

□记 者 刘 磊 马景阳
通讯员 夏俊强 报道

本报淄博讯 7月30日，记者从2019年上半
年淄博市建筑业发展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上半
年，淄博全市建筑业完成总产值475 . 30亿元，8
个区县产值实现同比上涨。

据悉，全市共有建筑业企业914家。今年上
半年，全市建筑业完成总产值475 . 30亿元，同比
增长6 . 28%，完成增加值117 . 18亿元，同比增长
7 . 06%。全市11个区县中8个区县产值同比上涨，
其中淄川区、临淄区、张店区、博山区、经开区
上涨幅度超过10%，高于全市平均水平。50家建
筑业骨干企业上半年完成产值341 . 94亿元，占全
市建筑业总产值的71 . 94%，骨干企业带动强劲。
上半年全市完成出省出国产值78 . 86亿元，同比
增长27 . 05%。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淄博市将继续完善促进
建筑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意见，维护公平、公开、
公正的市场环境；主管部门组织骨干建筑企业主
要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依托浙江大学举办建
筑业转型发展培训，学习优秀企业的经验做法，
开拓高层视野，提升建筑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在政府投资项目中，优先开展工程
总承包、全过程咨询等建筑业改革试点，深化建
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改革，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
企业，打造具有综合竞争力的建筑业龙头企业，
为企业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基础；每
季度通报全市建筑业发展情况、骨干建筑企业主
要指标情况，引导骨干企业找准自身定位、明确
发展目标，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

上半年建筑业完成

总产值475亿余元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孙晓库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为有效落实优待政策，解除消

防指战员的后顾之忧，提升队伍士气和活力，7
月31日，淄博市举行“淄博市慈善总会·119消防
慈善公益基金”签约仪式，并为“淄博市慈善总
会·119消防慈善公益基金”揭牌。

近年来，淄博市消防队伍忠实履行职责使
命，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作出了突出贡献。“淄博市慈善总会·119消防
慈善公益基金”的设立，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
给予全体消防员的关心厚爱，让需要帮助的指
战员及其家庭得到更多、更有针对性地帮扶救
助，激励社会专职消防员、志愿消防员和社会
群众参与灭火救援的积极性，将有力地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

119消防慈善

公益基金设立

□记 者 马景阳 程芃芃
通讯员 杨东刚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1日，2019年第二次淄博市
城市精细化管理现场推进会在淄川区召开。

会议要求，要突出重点，精准用力，在城市
“六乱”整治、垃圾堆渣土堆治理、道路深度保
洁、违法建设治理、油烟噪声整治、市政园林养
管、智慧停车管理和社区综合治理等方面查漏补
缺、狠下功夫，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工作整体水
平。要担当作为、转变作风，着力推进重心下
移、市场化运作、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完善等工
作，推进城市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要
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抓好队伍建设，营造良好
氛围，确保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取得实效。

城市精细化管理

现场推进会召开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刘元忠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2日，记者从淄博市畜禽粪

污治理工作推进会上获悉，为了解决畜禽养殖污
染防治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快推进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工作，提高污染防治水平，促进畜
牧业稳定健康发展，从8月初至10月底，淄博市
开展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行动。

据悉，本次整治行动将按照源头减量、过程
控制、末端利用的治理思路，以规模养殖场配建
粪污处理设施为重点，以肥料化和能源化为主要
利用方向，加快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步伐，
力争到今年底，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1％以
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建率达到
100％。整治行动中，各区县对已经划定的禁养
区，要再次开展全面摸底排查，建立准确详实的
畜禽规模养殖场及养殖专业户清单库，对发现复
养的，一律关闭或拆除。

畜禽养殖污染

专项整治行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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