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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安化工古城煤矿：“含新量”让“含金量”成色更足

山东能源新矿集团牢固树立“一切成本皆可控可降”理念，把“降”字坚持到底，把“提”字落

到实处，把“增”字贯穿始终，念好“三字经”，打好“组合拳”，持续推动成本管控向更深层次、更细

节处发力，为企业低成本运营凝聚动力源泉。

修旧利废“降成本”

在榆树井煤矿机修车间， 旧皮带

和废锚杆“碰撞”后，就成了实用的皮

带扣，废旧钢材和扁尾绳“相遇”后，就

成了支护不可或缺的铁鞋……经过工

人师傅的巧手改造， 废旧物料焕发了

“第二春”。

榆树井煤矿还将闲置厂房改造成

365 平方米的井口物资超市，依托物资

智能化仓储系统平台， 实现物资合理

配置和资源共享。 并建成井下物资共

享循环基地，采用无人值守方式，以精

益化手段消除“人员、材料、时间、空

间”的浪费，大幅降低了物料领取时间

和职工劳动强度。

没有绝对的废品， 只有放错地方

的资源。 通过修旧利废，新矿集团不但

扎紧了成本支出的“钱袋子”，也锻造

了 打 好 成 本 管 控 持 久 战 的 一 把

“利 器”。

牢固树立“零废品”的观念，新矿

集团人人主动参与修旧利废， 在废旧

堆里“淘宝”，从设备性能入手，分类进

行回收利用。 各单位详细制定回收复

用目录，每月编制回收、分拣、修旧利

废计划，月初下达任务，全月动态跟踪

落实情况， 实施指标任务全面联责考

核制度，引导全员参与交旧领新、废旧

物料拣选工作。

“能自己制作就自己制作，能自己

维修就自己维修， 我们绝不轻易扔掉

任何一个配件。 ”榆树井煤矿机修车间

负责人宋德堂介绍说，通过推行材料、

设备自主加工、自主维修，实行市场化

奖励，激发职工修旧利废热情，让废旧

物资重新“上岗”。

巧施管理“提效能”

走进新上海一号煤矿机修车间，

操作工位整洁规范 ，配料区 、生产区 、

加工区、成品区清晰划分，材料按种类

分区域有序存放。

作为新上海一号煤矿重点打造的

安全生产标准化“样板区 ”，今年机修

车间对整体空间布局进行大力整顿 ，

按照工作属性对应材料区域划定工

位， 有效化解了以往工作中存在的空

间浪费和时间浪费现象。

“原来取材加工要来回折返，现在

操作工位周边就是材料， 就地取材很

方便，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职工对改

造后取得的效果深有体会。 新上海一

号煤矿机修车间推行“谁的材料区谁

管理”材料考核机制，将节本降耗 、提质

增效、安全生产的标语覆盖每个工位，让

每个岗位工成为各自区域的材料员，根

据领取的材料对照完成指标进行考核，

从而有力规范加工行为， 杜绝材料不必

要浪费。

为加强对地面料场的管理， 新矿集

团实行废料分区域码放， 建立完善可复

用物资台账，针对配件、设备、旧料等各

类物资，全面实施大清仓、大利库 、大复

用， 定期组织各基层工区开展“物料淘

宝”活动，统筹考虑物料设备的修理、调

剂、拆用，优化专业内配置调剂使用，消

化料场库存积压， 有效降低物资设备的

闲置率。

同时， 严格筛选可用的零部件及设

备，精心修复后，投入二次使用，将原本

要报废的设备“变废为宝”，提高了闲置

设备复用率。

设备点检“增效益”

调试测试仪，连接试验线，装设接地

线，检查仪表……近日，在翟镇煤矿井下

中央配电所， 电气设备检修工韩壮检查

完最后一台防爆型高压配电装置， 顺利

结束了他当天的设备点检日历化检修

任务。

根据所管辖设备的不同特点和状

况，翟镇煤矿明确点检部位、点检内容 、

点检方法、实施人和负责人，制定设备点

检日历化检修考核办法， 重点对设备点

检记录内容和日历化检修内容进行逐项

检查，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转，逐步实现

设备检修从紧急“抢修型”向超前“预防

型”转变。

“我们以设备‘零缺陷、零事故、零故

障’为目标，按照设备管理规定及检查标

准，对设备每个螺丝、每个运转部件仔细

检查并进行紧固、润滑、调整等，尽最大

努力将设备运行中存在的隐患消灭在萌

芽状态。 ”翟镇煤矿机电管理部主任李建

新说。

“要想使设备寿命长，不只要会修，

还得会维护保养。 ”为避免“小问题”变成

“大故障”，降低设备故障损耗，新矿集团

实施机电设备运行保养制度， 将所有设

备、阀门、开关、缆线、管线等落实到人，

做到设备有专人监管维护， 全力保障设

备高效运转。

新矿集团还积极探索新思路、 新点

子，进一步优化检修作业流程工序，完善

设备维保成套管理体系， 不断强化设备

维修管理和日常维护工作， 以高水平设

备管理赋能高质量发展。

（商霞 亓永丽 陈成 范宁宁）

山东能源新矿集团

持续推进“降提增” 助力低成本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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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

动力”。 近年来，古城煤矿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以解决问题为根本标尺，

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持续

在生产领域、 管理环节推动产生了一

批有实效的创新成果， 不断提升矿井

发展“含新量”、展示古城“新”形象，为

矿井实现创新驱动、跨越发展、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供有力

支撑。

“目前智能机器人在井下变电站巡

检、井筒提升系统巡查方面，技术水平

和防爆安全等环节均已成熟， 在国内

外一些大型矿井已得到应用和推广。 ”

在古城煤矿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该矿

的全国煤炭行业“技能大师”付鹏正在

和大家分享着智能化值守的实际应

用，来自该矿机电 、运输 、采掘等系统

的 30 余名技能大师和技术能手积极讨

论，就智能化矿山建设建言献策。

为解决矿井安全生产中的实际问

题和重点难题， 古城煤矿积极整合全

矿劳模创新工作室、 技能大师工作室

资源， 着手建设了以创新中心和实验

室为主的“众创空间”，持续打通创意

采集、课题立项 、团队攻坚 、推广应用

创新工作链条，大力开展科技创新、管

理创新、“五小”创新活动，组织各类创

新项目竞赛和技术比武， 营造浓厚的

创新氛围。 同时持续加快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 重点推进实施绿色智能精准

高效开采、智能快速掘进、透明地质平

台、 瓦斯防治与利用等战略性、 前沿

性、颠覆性技术研究，发挥科技创新对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目前，该

矿先后完成了刚性柔模技术 、π 型梁

整形器、副井提升机首绳调绳工艺、风

动振动水煤分离装置、 无轨胶轮车马

达单向轮压紧套口改造等近 50 余项技

术创新，产生效益数百万元。

“我们持续构建自上而下全员创

新体系， 压实创新体系各级管理人员

责任，倡导‘人人皆可创新，创新惠及

人人’，创优创新环境，激发创新活力。

与此同时， 我们不断建立完善全员创

新激励机制，加大奖励力度，丰富创新

载体，为创新项目实施提供所需资金、

材料、仪器、设备等支持，解决创新活

动的后顾之忧。 ”该矿总工办主任刘瑞

涛介绍道。

为持续打通“产学研用”科技创新

体系“最后一公里”，古城煤矿积极对所

有的创新项目定期验收评价考核， 做到

公开透明。 通过评估筛选、试点转化、运

用验证、推广普及、巩固深化五个环节 ，

探索创新项目成果转化推广的运行机

制，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创新成果，共

计完成创新成果近 50 项 ，其中《建设对

标挖潜体系，推动企业深化改革、突破两

线的探索与实践》 项目获得 2022 年煤炭

企业现代化管理创新成果三等奖，《国有

企业以精益管理“18 字”促提质增效的探

索与实践》 项目荣获山西企联第九届企

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

该矿每年都会对创新工作开展表

彰， 对“创新能手”“技术大拿”“最佳创

意 ”“改革达人”“矿山发明家 ”“革新之

花”等类别进行奖励，实行“小改小革职

工姓名命名法”，真正让创新员工物质激

励、精神荣誉“双丰收”。

“我现在拥有了用我名字命名的技

能大师工作室， 配套的设备也能让我更

好开展创新工作， 现在我们这些技术能

手拥有了一个属于创新的阵地， 能更好

地开展交流和创新工作， 也能利用我们

所学所会的更好地为矿井高质量发展添

砖加瓦。 ”该矿技能大师工作室牵头人石

磊介绍道。

创新的关键在人， 古城煤矿坚持以

培养出一批在全行业、 全省叫得响的技

能型人才为目标，依托职工培训中心，重

点推进完善了培训文化园 、 实操基地、

VR 实训室等功能，并完成全矿专兼职教

师队伍的建设工作，将全矿专业人才、技

能大师和技术能手吸纳到教师队伍当

中，强化高技能人才及特殊人才培养，鼓

励高级技师、首席技师“师带徒”，持续提

升职工培训的“硬实力”。

为充实人才培养的“软实力”，该矿

积极推行“一个体系、三个工程”，即构建

全覆盖、多层次、立体化的全员安全培训

体系，开展新工人岗前培训工程、技能人

才素质提升工程和专业人才职业技能提

高工程，不断构建培训教育工作“双向 ”

激励机制，全面实行培训“教考分离 ”制

度，充分发挥“员工素质提升学习平台”

作用， 同时注重实操， 提高实操成绩占

比，持续推进“全员安全素质提升机制”

试点示范，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向奔赴，

促进全员共同进步， 为矿井高质量发展

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

（靳涛 孙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