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质队员与党旗合影。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

参加全省矿山事故（钻探）

救援应急演练

近日，由山东省政府安委会主办，山东省煤田地

质局、 济宁市政府安委会和济宁市应急管理局联合

承办的全省矿山事故（钻探）救援应急演练在济宁市

开展。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作为主力应急救援队

伍参加本次演练活动。 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丁

冠勇，山东省煤田地质局副局长徐志强，济宁市政府

副市长刘东波参加活动。

此次演练采取“演练前不打招呼、不预设演练场

景形式”的“双盲”形式。 早上

5

时

50

分，济宁市应急

管理局下达救援演练指令： 嘉祥县九顶山铁矿某巷

道发生大面积垮塌，造成人员被困，无法实施井下救

援，要求立即开展钻探救援，快速打通生命通道，营

救被困矿工。

接到救援指令后，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响应， 按照钻探救援应急预案程序，

5

分钟内完成应急救援队伍紧急集合，

20

分钟内完成

物资调集并装车，于当日

6

时

55

分到达演练现场。演

练过程中， 各参演单位密切配合， 设备安装快速到

位，钻探施工井然有序，险情通报有条不紊，高质量

完成了应急响应、应急钻探、应急物探、下放救生舱

施救被困人员等演练科目， 真实模拟了矿山钻探应

急救援的全过程。 最终， 经过约

4

小时的紧张救援，

口径

711

毫米的救生孔顺利模拟打通，随后下放救生

舱至事故巷道，被困矿工成功获救，并被及时送往医

院妥善救治。

11

时

20

分，经请示省应急管理厅同意

后 ，现场指挥部解除本次应急响应 ，演练任务圆

满完成。

此次演练是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首次协办的

省级“双盲”演练活动，累计共投入参演人员

300

余人

次，投入包括

T200XD

雪姆高性能车载钻机在内的先

进设备

80

余台套。通过本次演练，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二队进一步掌握了钻探救援的救助程序和救援方

法，系统强化了相关部门的协同作战能力，切实积累

了钻探救援的实战经验。

本次应急演练的成功实施， 也有效验证了山东

省煤田地质局二队矿山钻探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实

用性， 充分展现了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矿山钻探

应急救援工作成效。 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丁冠

勇对演练过程给予高度评价，并指出，本次演练现场

调度有序，各参演单位职责清晰、反应迅速、效果明

显，全面展示了全省钻探救援综合实战能力水平。

近年来，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对标国家级应

急救援队伍建设要求， 以山东省煤田地质局设备和

技术力量为依托，在人员力量、技术装备和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打造了一支以知名专

家、学者领军，以高级工程师为骨干、高学历人才为

主体的高质量救援团队， 救援队伍总体规模超

300

人。 拥有先进矿山救援自有设备

300

多台（套），其中

T200XD

、

T130XD

、

T685WS

高性能车载钻机和采购中

的

RB-T135

车载钻机，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开展救援

装备模块化、集成化改造，有效提高了队伍快速响应

和高效处置能力， 可全方位满足注浆堵水、 井下探

测、生命补给、矿工升井等矿山钻探应急救援需要。

（麻坦）

连中两标！

中煤水文二队

市场开拓再传捷报

近日，中煤水文二队市场开拓再传捷报，成功中

标山西金地赤峪煤矿北二采区补充地质勘探工程和

冀中邯峰矿业郭二庄矿下组煤补充勘探项目，中标总

金额

1100

余万元。

赤峪煤矿补勘工程将进一步查明区内构造、煤

层、瓦斯、奥陶系灰岩峰峰组与马家沟组的富水性及

水力联系， 提高

1600

万吨资源量中的探明和控制比

例，为矿井下一步开采创造条件。 邯峰矿业补勘项目

将进一步查明勘探区内煤层赋存状况、断层发育情况

及本区奥陶系峰峰组岩溶裂隙含水层的富水性，评价

1500

万吨下组煤带压开采水文地质条件， 为矿井开

采方案设计提供依据。

此次中标的两个项目是水文二队聚焦主责主

业，践行水文局“

11535

”改革发展新思路的具体实践。

水文二队将再接再厉， 以技术促发展， 以品牌拓市

场，打造“区域项目群”，实现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以

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助推水文局创建世界一流专业

领军示范企业。

（苗利伟 张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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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侵衣志更坚

———记江西省地质调查勘查院基础所西藏分院的地质队员们

坚守党的初心

战风雪、斗严寒，是他们坚守

的初心。

在平均海拔

4000

米的高原

地区， 高寒缺氧， 风起时飞沙走

石、 漫天尘土， 雪下时滴水成冰、

寸步难行。这些生命的极限挑战是

对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项目负责人谭玉明和周凯

斌，已在西藏工作了近

4

年。 谁能

想到，这两个皮肤黝黑、工作沉稳

老练的“老兵”竟是

00

后。 勘界、

报件 、取证 、放样 ，他们是带队出

野外最多的组长。 布点、 放线、架

基站、校正，经常一次作业便是数

周 ，往返跨越上千公里。

“毕业刚来西藏时，这边恶劣

的自然环境， 超出我的想象。 ”谭

玉明心有余悸地说。由于昼夜温差

大、低温缺氧 、常年风雪 ，大家时

常出现胸闷气喘、头疼欲裂、胃疼

胃灼热、 皮肤皲裂等不适情况，但

大家仍顽强坚持工作，没有一个人

当逃兵。

“每次带队出野外，为了推进

工作进度， 都要囤好大量水和干

粮，风雨浸衣骨更硬，泡面充饥志

越坚嘛。 ”周凯斌笑着说。

西藏地形特殊，地广人稀，气

候变化无常。从驻地到作业点通常

有几百公里，要几个小时的长途跋

涉， 而其间碰到风雪阻路是常态，

大家早上

7

点整装待发， 饿了，中

午就吃点干粮。有时为节省路途往

返时间，或找不到住处，在车里都

能住上几天， 条件虽苦 ， 但大家

对工作没有丝毫懈怠。

无悔的选择

舍小家、顾大家，是他们无悔

的选择。

为抢抓机遇， 深度融入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分院采取长期驻点

服务策略。 由于人员有限，技术人

员往往单独前往，他们克服恶劣环

境、言语沟通等障碍，忍受孤独和

思家之苦， 以顽强精神和毅力，数

年如一日为当地驻点区县提供精

湛的技术支撑服务。

2021

年

5

月， 分院计划派遣

1

名技术骨干，前往业务范围海拔

最高、 最为艰苦的嘉黎县驻点，

那里平均海拔

4600

米， 人员选

择 让 西 藏 分 院 院 长 卢 赛 强 犯

了难。

“我是党员，让我去吧！ ”技

术组长聂志鹏主动请缨，向卢赛

强恳切地说。 而此时，他的妻子

正在孕期 。 做好妻子的思想工

作、安抚好家人后，聂志鹏毅然

奔赴嘉黎县。 等他春节回家，孩

子已经满月了。

聂志鹏这一去就是

3

年。

3

年的时间里，他走遍嘉黎县各个

角落。

常年在西藏工作，思家之苦

是另一种考验 ， 他们白天出野

外 ，结束工作回驻点后，才能通

过视频聊天看看父母、 妻儿，聊

以慰藉对家人的牵挂，但他们没

人打退堂鼓，只是将思念深深藏

在心里。

而今， 分院已在那曲市、隆

子县、嘉黎县等

6

个县区市开展

驻点服务， 付志学、 聂志鹏 、黄

进平 、 汪小康 、 达扎西……西

藏分院的地质队员们就像一颗

颗格桑花种子 ，走到哪 ，就在那

片雪域中牢牢扎根，绽放芳华。

不懈的追求

创一流 、树品牌 ，是他们不

懈的追求。

风雪洗礼 ，艰苦磨砺 ，铸就

了这支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

之必胜的队伍， 分院地质队员

们合则无坚不摧 ， 分则独当一

面，迅速成长，他们逢山开路 ，

遇水架桥 ，敢于啃“硬 骨 头 ” ，

不断开拓新业务领域。

2023

年， 分院业务向防灾

减灾领域拓展，首次承接了当地

两个批次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项目，工期紧迫、经验不足、专

业骨干紧缺 ， 初战就遇“拦路

虎”。 党员陈志远了解情况后，主

动要求前往西藏工作，并接下了

项目负责这个重任。

“工作难度大，我是抱着首战

即决战的决心过来的。 ”陈志远

说。 第一次来西藏的陈志远，刚

下飞机就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

应，但他顾不上调整 ，就直奔项

目部开展工作， 白天一边吸氧一边

野外踏勘现场，晚上挑灯整理数据、

编写报告。 在他的带领下，项目组成

员攥指成拳， 以高质高效的成果赢

得了业主的肯定， 为在该领域站稳

脚跟奠定了扎实基础。

而在解决难题方面， 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项目负责人魏争有绝招，

细心讲解、耐心疏导是他的法宝。 他

带领项目组深入群众， 克服语言沟

通障碍，用心用情，做实做细做好实

地调研、人员访谈，将数十个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项目的污染识别、 污染

证实、 补充采样和测试全流程做到

井然有序、毫无纰漏，在该领域树立

了优质口碑。

分院始终以钉钉子精神， 保持

一流状态、瞄准一流目标、争创一流

业绩，擦亮江西地质品牌。 目前，分

院已将单一的测绘业务， 拓展至自

然资源管理、防灾减灾、土壤污染调

查、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修复规划等

领域。

青春的赞歌

甘奉献、创佳绩，是他们青春的

赞歌。

分院坚持上下“一盘棋 ”，面对

繁重的工作任务， 班子成员和党员

主动挑大梁、担重任 、当先锋 ，他们

带领地质队员以西藏为家， 公而忘

私 、甘于奉献 ，把信用与服务做到

极致。

“我和汪肇勇是最早来西藏的，

当时真是一穷二白 。 ” 分院院长、

2022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

者卢赛强打趣着说。

2018

年初，单位做出了开拓西

藏市场的决策， 西藏分院院长卢赛

强、副院长汪肇勇主动请缨，在极端

艰苦的环境下， 身先士卒、 敢干敢

拼，一干就是

5

年，毫无怨言。 他们

足迹遍及拉萨 、那曲 、山南等市，以

过硬的专业技术和热情的服务态

度， 带领分院闯出了项目产值破千

万元的新天地。

如果问谁最贴心， 分院地质队

员们会不约而同地说：“当然是荣芳

姐。 ”分院副院长兼党支部书记付荣

芳是到西藏分院的第一位女同志，

2

年间， 她润物细无声地温暖着这个

大家庭。

团队里大部分是“

80

后”“

90

后”的年轻人，他们常年离家 ，在艰

苦的环境下工作， 难免会存在磕磕

碰碰，这时她就会化作知心大姐姐，

在节假日，将大家聚在一起做饭、聊

天、谈心，通过大家庭般的温暖 ，将

矛盾化于无形。

与付荣芳同时进藏的王俊文 ，

则在短短

2

年间， 走遍拉萨、 日喀

则、山南 、林芝等

6

个地级市，凭借

扎实的专业技术功底， 很快成为那

曲市、 阿里地区自然资源局评审

专家。

5

年间， 分院先后获得局

2019

年度“工人先锋号 ”、

2022

年度“先

进基层党组织”荣誉，并连续多年被

本单位评为先进集体。 今年上半年，

分院就收到了

6

个市、 县送来的锦

旗、奖状、感谢信 ，先后与西藏山南

市自然资源局、那曲市自 然 资 源 局

签 订 战 略 合 作 框 架 协 议。

在新的征程上， 江西省地质调

查勘查院基础所西藏分院依旧在雪

域高原执着坚守。

（陈瑾怡 陈志远）

资讯

在西藏那片美丽神秘的雪域高原， 活跃着这样一群人。 他们秉承“为国找矿、

服务发展” 的使命担当， 不远万里从江西奔赴西藏， 远离繁华都市， 克服恶劣天

气， 在雪山扎根， 向高原探寻， 为祖国寻找地下宝藏， 为藏区提供技术支持， 在雪

山上书写着江西地质人扎根西藏、 服务西藏、 建设西藏的无悔青春———他们就是江

西省地质调查勘查院基础所西藏分院的地质队员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