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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能源新驿煤矿

精益管控催生“效益之花”

精益思维落地管理提效能

“我们运用精益管理思维，以最

小资源投入，创造最大价值，把浪费

降到最低程度，上半年，通过精益管

理，矿井各项工作实现创效 2100 万

余元。 ”在近日召开的半年工作会议

上，该矿党委书记、矿长刁志新对精

益管理能力提升进行了总结。

该矿坚持以“精益、 精致、精

细”管理模式，深化“两化融合”成本

管控。 通过严格落实鲁西矿业下发

的物资计划与领用管理要求， 严格

计划审批， 实行先利库、 后采购机

制，避免重复采购，减少无效计划库

存资金预算占用， 有效控制材料成

本。同时，以闲置资产调拨、置换、处

置变现等方式，强化存货优化治理，

有效降低库存成本， 确保矿井保持

盈利水平。

在此基础上， 该矿持续深化

“非必要无价值” 浪费项目排查，上

半年共排查 344 项，创效 1365.74 万

元；开展“五级”写实 1017 人次，消

除 制 约 因 素 738 项 ， 降 本 增 效

374.23 万元， 形成写实与提升的良

性循环。此外，他们还加大财务政策

创效力度，通过低息置换高息，年降

低财务费用 316 万元。

精细成本管控拨响“金算盘”

在机修车间，笔者看到了“化腐

朽为神奇”的一幕：在一堆废旧的锚

杆前， 两名职工正忙得不亦乐乎，他

们先将一根根锚杆取直， 或重新压

头、滚丝，作为吊挂锚杆在百米井下

重新上岗；或用截取下来的钢筋作为

轨枕二次利用，让它们以另外一种形

式发挥“余热”。

“在我们眼中，废旧的锚杆浑身

是‘宝’。 ”该矿机修工区党支部书记

孙林为笔者算了一笔账， 今年上半

年，他们严格执行废旧物资回收与修

旧利废管理制度相关要求，充分挖掘

废旧物资的剩余价值，累计回收复用

旧锚杆、锚杆盘、锚索、皮带等废旧物

资 110 余万元，降本增效成效显著。

“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

穷。 咱们干活就像居家过日子，必须

要有‘算账意识’，算着干，干着算，一

点点省，一毛毛抠。 ”该矿机修工区区

长沈振鹏一边“啪啪”按着计算器，一

边对职工念叨着他的“省钱经”。

据了解，该矿树立“大成本”管理

理念，对成本管理关键业务流程进行

分析，通过成本优化模型、精益物资

管理、精益用电管理等途径，拨响了

降本“金算盘”。“我们制定‘峰段不生

产， 平段少生产， 谷段全力生产’的

‘避峰填谷’生产方案，今年前 7 个月

共节约电费 130 余万元。 ”该矿机电

科科长曹明亮说。

精致自主改善增强源动力

该矿机修工区职工丁宝科在写

实中发现，巷道内风水管挂钩需要配

备统一型号，淘汰下来的旧挂钩面临

着报废的“命运”。“这些挂钩就这么

被淘汰了，着实有点可惜。 按照安全

生产标准化要求，我们通过对废旧挂

钩巧施‘整容术’，重新让 150 多个废

旧挂钩继续‘上岗’服役，共节省材料

费和人工费用 1.5 万余元。 ” 丁宝科

干劲十足。

为不断提升职工创新创效积极

性，该矿通过建强机制、即时奖励等

有效举措， 引导职工聚焦岗位环境、

设备运行，促进精益管理“自主改善”

项目落到实处，精打细算、量体裁衣，

着力激发职工“自主改善”内生动力，

提升工作效能。

据介绍，该矿在洗选工艺上进行

自主改善，通过调整“小时带煤量”，

上半年中煤带精率、矸石带煤率分别

降低 1.45%、0.06%， 人均工效每工提

高 16.78 吨，创效 188.04 万元。 同时，

他们通过安装应用井下水处理系统、

投入使用高效水泵、安装恒压供水系

统等有力举措，实现清水入仓，吨水

百米电耗降至 0.4 千瓦时， 年可节约

费用 156.3 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精益思维

方法为手段，强化过程管控，进一步

深化‘两化融合’管理，打造市场化精

益化‘六精六提’融合管理模式，实现

融合管理全员参与、 全要素对接、全

流程融入，让精益管理‘看得见’‘摸

得着’‘见实效’， 激发全员创新创效

活力。 ” 该矿副矿长曹召彬表示。

（刘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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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 精准治灾

———陕煤化彬长矿区首个 300

米超长智能化综放工作面安全

高效回采纪实

日前，随着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彬长矿业大

佛寺矿 40201 工作面采煤机稳稳地停在停采

线，彬长矿区首个 300 米超长智能化综放工作

面圆满完成回采任务。 该工作面倾向长 300m，

可采走向 1415 米，采用 4 煤、4 上煤联合布置，

于 2022 年 8 月份建成投产。 面对地质条件复

杂、多元灾害耦合叠加的实际情况，该矿坚持

科技赋能、精准治灾，持续强化源头设计，从根

本上提高灾害治理和抗灾能力，实现了安全高

效开采。

优化布置结合超前维护，实现源头精准避

灾。 彬长矿业大佛寺矿 40201 区段 4 煤与 4 上

煤间距为 5～24.8m，4 上煤回采后采空区遗留

煤柱底板应力复杂。 对此，该矿坚持以优化应

力环境为基础，根据上下煤层厚度、层间距，综

合分析煤柱底板应力分布规律，将两巷内错 10

米布置， 避开了应力集中区及应力急速变化

区，消除了非均匀的荷载作用，从根本上解决

了邻空巷道回采过程中应力叠加问题，首次实

现了零扩帮维修。 针对运顺小隔厚“T”型煤柱

影响区，绘制应力异常区平剖面图，超前施工

高强度预应力锚索补强支护，真正做到一次支

护到位，为各类灾害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学选型配合精细管理，保障采面顶板安

全。 该矿深刻吸取同样属于联合布置的 40109

工作面在回采期间出现的大范围切顶下沉、支

架压死事故教训，积极与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开采设计事业部多次会商，综合采用载荷估

算法、“关键词”理论、数值模拟法、类比法等手

段， 科学确定工作面支架支护强度及工作阻

力，确保设备选型满足要求。 回采过程中，坚持

“来压预测预报、 支架工况达标、 快速推进避

压、两巷超前维护”管理原则，综合矿压、微震、

地音、水文等多参数监测数据，准确预报周期

来压，采取“超前拉架、适当放煤、避峰让压”措

施，快速推过周期来压区域，未出现漏顶事故，

实现安全平稳生产。

预抽达标附加精准卸压，实现瓦斯精准治

理。 该矿坚持“一面一策”“一段一策”“一单元

一设计”的原则，根据 40201 工作面各单元煤层

瓦斯含量、预抽时间、抽采半径等，分单元差异

化设计施工本煤层瓦斯预抽钻孔，实现工作面

内网格式覆盖，工作面回采前残余瓦斯含量预

抽至 1.19m

3

/t～1.35m

3

/t。 卸压瓦斯采取高位定

向钻孔抽采、高位卸压钻孔抽采、采前预抽、上

隅角抽采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工作面回采期间

平均瓦斯浓度 0.22%，回风平均瓦斯 0.24%，风

排 瓦 斯 量 3.28m

3

/min， 绝 对 瓦 斯 涌 出 量

8.14m

3

/min，确保了工作面安全回采。

超前疏放叠加地面抽排，水害治理关口前

移。 该矿在 40201 工作面回采前， 通过长距离

定向探放水技术，实现了采空区积水集中疏放

和 600m 远距离疏放目标， 累计疏放积水 3.2

万 m

3

， 有效消除上覆采空区积水对回采的影

响。 施工直通式导流孔 5 个（其中 3 个兼抽排

孔）， 建立 4 上煤采空区与上覆含水层的泄水

通道，对工作面上部含水层进行泄水疏放。 同

时， 利用抽排孔对洛河组含水层水进行抽排，

累计抽排水 7.2 万 m

3

，始终将含水层水位控制

在洛河组底界 20m-25m 处， 有效降低工作面

的排水压力及出水强度，实现了水害超前精准

治理。

科技赋能联合深度应用，治灾生产协同高

效。 智能化采煤方面，40201 工作面具备记忆截

割、视频监控、自动跟机拉架及推溜常态化运

行，形成了“工作面自动控制为主，监控中心远

程干预控制为辅”的智能化生产模式，自动化

使用率和记忆截割率始终保持在 90%以上。 灾

害治理方面，通过综合分析矿压、微震、抽排孔

水位、水量及抽排孔吸风情况，建立 40201 工作

面水情水害监测日报表，实现水害多元预测预

警。 两巷安装在线围岩移动传感器和锚索工作

阻力传感器，实现了围岩变形及锚索受力数据

实时传输和自动预警。

该工作面安全顺利回采为彬长矿区超长

工作面布置及开采积累了宝贵经验，降低了万

吨掘进率，缓解了接续紧张，实现了设计源头

降本增效，有力促进了矿井高质量发展。

（张永涛）

“真的太方便了，通过几个开

关不费劲儿就把活儿干了，省时省

力又安全！ ”近日，潞安化工古城煤

矿综掘一队职工对新入井的锚索拆

解装置赞不绝口。 曾经大家都不想

干的活儿，如今成了大家都愿意干

的“香饽饽”。

井下巷道支护使用的锚索为

盘圈状， 入井后需人工进行拆解。

在拆解盘圈锚索过程中，如果操作

不当或警戒防护不到位，造成锚索

崩开伤人的事故屡见不鲜。 同时，

人工拆解盘圈锚索效率低，劳动强

度大，存在锚索入井后不能及时拆

解完成上架管理靠帮码放影响行车

行人的问题。 如何有效避免盘圈锚

索伤人事故发生，提高施工效率成

为施工队伍的一道难题。

“几百斤重的锚索要一点一点

拆解，一班下来，常常累得胳膊都

抬不起来。 ”常常拆解锚索的岗位

工黄靖道出其中缘由，“而且徒手

拆解锚索，难以避免会产生小伤小

碰，只有老工人敢操作，新工人没

有人会拆解锚索， 一听到有危险，

都不敢去操作。 ”黄靖是一名在综掘

一队干了好多年拆解锚索的老师傅，

即便每次干活时都戴着手套，但手上

仍有很多因常年手握钢筋锚索造成

的磨损。

对职工来说，安全始终是第一位

的。 创新就是要奔着最紧迫的问题

去，这已成为综掘一队全体员工的共

识。 为挖掘员工创新潜能，综掘一队

推行全员创新机制，鼓励员工围绕破

解安全生产难题献计献策、 技改攻

关 ，将更多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

员工的需求就是创新的出发点。

针对盘圈锚索拆解问题，综掘一队队

长徐红刚召集综掘一队地面及工房

工作人员， 成立拆解锚索创新小组。

在研究大量拆解锚索工业设备的基

础上， 结合多年井下作业实际经验，

根据盘圈锚索特征，优选原料，反复

进行试制， 不断调整各项技术参数，

研究制作一台拆解锚索机器。 在随后

的井下试用环节， 徐红刚全程参与，

及时收集和总结试用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再将改进措施及时反馈落实在

新方案中， 经过多轮设计和改进，成

功 地 完 成 了 拆 解 锚 索 机 的 试 制

工 作。

“一种矿用气动式自动锚索拆解

装置” 使用钢板及方钢制作操作架，

配合气缸安装在操作架上， 连接压风

后， 使用气缸的推力将盘圈锚索进行

拆解， 并在该装置上安装操作把手，

实现气缸自动收缩功能。 该装置设计

新颖，结构合理，操作便捷，实现了由

人工拆解盘圈锚索转变为机械式自动

拆解方式， 切实增加了安全系数、减

少了人工投入、 降低了劳动强度、提

升了作业效率 、改善了工作面质量

管理。

“原始拆解盘圈锚索方式，按照

我矿明文规定至少需投入 3 名有经验

的老工人进行轮流作业， 且劳动强度

较大，安全系数低，3 人持续拆解锚索

50 根并上架管理需 3 小时，使用此装

置后 1 人操作 1 人整垛即可， 能实现

不间断持续作业， 有效提升劳动效

率，降低劳动强度，实现安全作业，避

免发生伤人事故。 ” 综掘一队队长徐

红刚介绍说。 （侯佳琳 原亮）

潞安化工古城煤矿综掘一队：解锁“锚索密码”

山东能源鲁西矿业新驿煤矿坚持把精益管理作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

力抓手，从领导干部到岗位作业人员，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大力开展“两

增三降四提升”活动，层层抓实成本管控，着力在精益管理、刚性考核、技术降耗

上下功夫、做文章，以管理精益化催生“效益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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