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潞安化工司马煤业公司

智能化矿山建设的

“煤亮子”

从一名普通矿工到成熟的技术人才，申光玉

用了

15

年。 这期间他在机电一队、供电队干过，

也在机电部、自动化部干过，多岗位的工作经验

让他成为潞安化工集团司马煤业公司不可多得

的技术“多面手”。 去年年底，根据公司需要，申光

玉被抽调到智能化煤矿建设专业技术管理小组，

为该公司井下智能化建设改造服务。

勤学苦干，奋斗路上不停歇

万事开头难。 申光玉说：“咱们煤矿人干什么

就得学什么，缺什么就得补什么。 ”面对新的开始，

新的环境，新的团队，他没有退缩，在智能煤矿建

设办公室各位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帮助下开始了有

条不紊地工作，遇到困难，他就虚心向领导同事请

教、向厂家请教、查阅各种资料，特别是在设备改

造和智能化设备安装期间，他主动请战，同厂家和

队组成员一同到井下现场作业， 坚持边工作边学

习， 慢慢地融入了智能化矿井建设的各项程序工

作中，从智能化建设费用审批、资料准备、集团对

接、设备采购到与队组之间对接、井下现场的安装

等工作，都有他的身影。

在这期间， 申光玉先后参与了该公司智能化

矿井建设技术方案、智能化工作面改造自评报告、

智能化工作面试运转报告以及工作面初步试运转

汇报材料等内容， 正是有了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

合，申光玉很快成为智能化改造小组的“百事通”。

匠心独运，创新创效勇当先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一路走来，一路成长，一

路收获。 半年的时间内，申光玉全程参与了司马

1218

、

1306

两个综采工作面，

1302

回风巷、

1302

胶

带巷和

CT1101

掘进工作面的智能化改造工作。其

中，

1218

工作面的智能化改造不仅实现了远控、

近控，就地控制，还有记忆功能、故障自动检测以

及各部位、系统监测监控、远程控制等功能，极大

提高了司马煤业公司智能化综采工作面建设水

平，降低了综采工作面劳动用工，降低了劳动作

业强度，为今后的综采工作面智能化建设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 同时，通过对采煤机定位、液压支架

电液控集控平台控制操作， 可以减少液压支架

工，实现综采工作面少人化安全高效作业。

五一假期期间，申光玉和智能化建设办公室

小组成员主动放弃假期， 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

为公司井下

2

个综采工作面，

3

个掘进工作面智

能化改造验收做最后的准备工作，目前现场调试

及各项总结汇报资料已准备完毕，等待省级专家

组验收。

回忆起工作的点点滴滴，申光玉说：“我蛮自

豪的，参加工作十几年，今年是我收获最多的，因

为见证了司马煤矿井下各采掘工作面从质到智

的转变，没想到井下以后也会开通

5G

，许多地方

实现无人值守……” （李楠 杨磊）

刘冬玺，重庆气矿地质研究所地质组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2008 年 7 月

毕业于西南石油大学矿产普查与勘探专业，获硕士学位。 作为一名地质科研工作者，他勤

于学习思考，善于总结提炼，甘于奉献，出色地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科研任务，为气矿的发

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2021 年被评为重庆气矿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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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深的煤巷里，他是拓荒者，也是

开路先锋 ，不需要传奇的故事，也没有

惊人的壮举，他躬下身子、挥洒汗水，把

自己的光和热都奉献给了矿山。 他就是

河南能源焦煤公司九里山矿掘二队掘

进班班长郭学连。

实干苦干的“老黄牛”

2009

年，

33

岁的郭学连从老家来

到九里山矿，成为一名巷道掘砌工。 从

踏入矿山的那一刻起， 他就暗下决心，

非得学出个标兵，干出个榜样。 工作中，

他从不挑肥拣瘦 ，遇事不推诿 ，领导安

排啥就干啥 ，干不完决不收工，大家都

说他身上有股子“牛”劲儿。 凭着脚踏实

地、顽强拼搏的工作作风 ，他顺利成长

为一名生产班长，并在

2019

年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对着党旗宣誓时，我心里的

干劲更足了！ ”从此，他用实际行动诠释

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东二运输线掘进时， 由于工期紧，

任务重， 他总是第一个到达工作地点，

最后一个离开，盯在迎头、冲在最前，常

常是这边刚忙完喷浆，那边就抱起风锤

开始打眼 ，一个班下来，深蓝色的工作

衣和黑色的安全帽都被染成了灰白色，

下井时带的班中餐，往往是收了工才想

起来吃。 那段时间，他下井时间平均超

出

10

小时，正是有了他的以身作则，率

先垂范，才保证了东二运输巷切眼的按

期顺利贯通。

安全生产的“领头雁”

井下采煤，掘进先行；班组作业，班

长先行。 郭学连深知班组长在安全生产

中的重要性 ，他时常提醒自己“要时刻

冲在前、干在前，带好头，领好路。 ”

生产中，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安全

细节，结合日常工作他总结出“三个”必

须： 必须根据现场变化落实安全规程，

抓好薄弱环节的安全生产管理；必须进

行岗前学习，提醒职工注意当班安全生

产情况； 必须对照规程进行现场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立即处理，班后集体分析

问题原因，将纳入考核进行扣罚。 在郭

学连的带领下，班组形成了良好的安全

氛围。 郭学连班已经连续多年实现安全

生产，工程质量达标率

95%

以上 ，为区

队的安全生产筑牢了防线。

2022

年

4

月， 他带领班组成员取得

了月度进尺

170

米的好成绩，创下了九里

山矿顶层煤巷炮掘单月进尺最高纪录。

徒弟眼中的“好师父”

“郭班长身上的个人魅力非常强，能

成为他的徒弟很幸运。 ”提到师父郭学

连，掘二队周元刚骄傲地说道。

周元刚是

2010

年来到掘二队的，那

时，他初来乍到，面对井下幽暗的环境、

密不透风的空气、潮湿泥泞的地面十分

不适应，甚至一度产生畏难心理。 为了

让他尽快适应，郭学连手把手带着他下

井，从怎么在井下辨别方向、如何使用

随身装备，到自我心理调节 ，他一步一

步教，周元刚一点一点学。 他的培养下，

周元刚多次参加河南能源、焦煤集团组

织的技术比武活动，分别获得“锚杆支

护工技术比武 ”第二名 、第一名的好成

绩，周元刚也先后收获了“河南能源首

席员工”、 焦作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称号，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栋梁之材。

怀揣荣誉 ，坚守执着的追求；心中

有梦，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 郭学连正

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更加昂扬的斗

志，守护着班组每名职工的安全 、幸福

与和谐，书写着无怨无悔地掘进人生。

（庞斌）

重庆气矿地质技术所

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

扎根煤海的“开路先锋”

———记河南能源、焦煤集团 2022 年度“六型”优秀班组长、九里山矿掘二队郭学连

天道酬勤， 科研路上结硕果。

自从参加工作以来，刘冬玺便立下

誓言要成为像夸父逐日一样有目

标、有理想的人，他始终相信下川

东地区天然气资源丰富，是一个聚

气的“聚宝盆”，只是等待着科研工

作者去探索、去寻找、去发现。刘冬

玺负责并参与完成了

60

余项分公

司、矿级项目。他参与的项目《环开

江———梁平海槽台缘带二、三叠系

礁滩气藏勘探目标及开发潜力研

究》 获得分公司

2019

年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相国寺地下储气库建

设与运行关键技术研究》获得分公

司

2017

年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川

东七里峡———云安厂地区飞仙关

组储层特征及勘探目标研究》获得

分公司

2016

年科技进步奖三等

奖、《川东地区下二叠统白云岩识

别技术及白云岩储层特征研究》获

得重庆气矿

2017

年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卧龙河气田石炭系气藏二

次开发效果评价研究》获得重庆气

矿

2017

年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环

开江———梁平海槽台缘带二、三叠

系礁滩气藏勘探目标及开发潜力

研究》 获得重庆气矿

2018

年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川东地区雷口坡

组地层特征研究》 获得重庆气矿

2019

年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由于

工作业绩突出，荣获西南油气田分

公司

2018 -2019

年度科技优秀工

作者称号， 荣获

2018

年度重庆气

矿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勇于担责， 增储上产做贡献。

面对重庆气矿资源接替不足、“增

储上产” 储量基础薄弱的问题，他

主动挑起川东地区礁滩勘探的重

担 ， 承担并 参 与 了 《川 东 七 里

峡———云安厂地区飞仙关组储层特

征及勘探目标研究》《双家坝———龙

门地区二三叠系礁滩储层特征研究

及有利目标优选》《武胜———石柱凹

陷两翼长兴组沉积特征与勘探潜力

研究》《开江———梁平海槽长兴组生

物礁成藏特征研究》《渝东南地区飞

仙关组储层特征研究及勘探目标选

择》等有关礁滩勘探方面的近

20

个

研究项目。通过对礁滩地质特征、礁

滩及储层精细刻画、 礁滩流体分布

特征， 综合评价有利勘探区及目标

等方面的综合研究， 提出龙门———

双家坝地区为礁滩勘探有利区，其

中， 长兴组气藏含气面积共

82.32

平方公里，储量

500

亿立方米，飞仙

关组气藏含气面积共

93.49

平方公

里，储量

170

亿立方米，提出

5

口建

议井，

3

口上试井，其中在龙门区块

部署的天东

110

井获高产工业气

流。通过项目研究，深化了川东地区

礁滩方面的地质认识， 为气矿的勘

探部署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

撑，同时，天东

110

井的获气，发现

了近

50

亿立方米的储量， 为气矿

“增储上产”作出了贡献。

潜心攻关， 业务转型呈亮点。

在研究方向由礁滩转向页岩气勘

探开发领域后，面对研究对象的重

大改变，他通过系统学习，与页岩

气研究院、重庆页岩气公司、西南

石油大学等多家院校进行深入交

流，很快掌握了页岩气勘探开发相

关知识。 特别是在

2020

年初疫情

期间，为按时完成重庆气矿发展专

项规划及“十四五 ”规划中渝西地

区页岩气规划 ， 冒着被感染的风

险，每天到办公室工作，出色完成

了页岩气部署工作， 初步形成了

35

个平台，

231

口井的井位规划部

署， 通过多次地质论证及井位踏

勘，提出了第一批的四个页岩气平

台（井）论证方案。 通过开展《黄

202

井区高产因素分析及开发井部

署 方 式 研 究》《渝 西 区 块 五 峰

组———龙马溪组页岩气潜力评价

研究》《黄

202

井区先导试验井跟

踪评价研究》等项目，密切跟踪黄

202H1

、

2

、

3

先导试验平台

12

口井

以及黄

203

井钻井及地质情况，收

集测井及分析化验资料，绘制五峰

组———龙一

1

亚段

I

类储层连续

厚度分布图、五峰组———龙一

1

亚

段储层

TOC

、含气量、孔隙度、脆性

矿物等值线图，确定渝西区块南段

为页岩气开发的最有利区域。 通过

区域龙马溪地层、 储层的认识，结

合黄

202

井三维地震的阶段成果，

认为三维地震工区南段为页岩气

实施有利区域，同时结合地震不可

作区，水源地、城镇等不可进去区

等条件， 综合考虑

13

口井实钻轨

迹 、二叠系断层 、靶前距 、靶体长

度、间距、方向等因素，通过

7

轮现

场井位踏勘，

8

轮整体井位部署方

案优化， 最终确定

32

个平台

196

口井的方案，并首批对黄

202-H4

、

5

、

6

、

7

及

13

平台

20

口井进行申

报， 最终成功确定

202-H5

平台

4

口井优先实施。

重庆气矿自

2019

年进入龙马

溪组页岩气开发领域，他快速转换

思路，从常规气勘探转到页岩气战

场，先后参与完成《黄

203

井试采方

案》《黄

205

井试采方案》《泸州页

岩气田黄

202

井区开发方案》 等项

目，有力支撑川南龙马溪组页岩气

万亿储量的申报工作， 并于

2020

年、

2021

年两批次通过

6

个平台

38

口井论证并顺利实施，提前一年完

成开发方案建立阶段钻井任务，高

效推进渝西深层页岩气开发，得到

分公司充分肯定，对重庆气矿页岩

气产能建设团队进行了奖励。

刘冬玺常说， 科研之路是一

条漫长的道路，是一条探寻天然气

宝藏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不积跬

步无以至千里。因此，勤学习、爱钻

研是同事们对他的一致认可。在科

研工作之余，他还不忘将研究成果

总结与分享，在《石油学报》上发表

了 《川东忠县———鱼池地区二叠

系———三叠系海槽相、台缘相的发

现及勘探意义》， 还在《天然气工

业》等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

（李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