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盘”，源于棋类术语，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工具，正逐渐被众多企业所重视。 11 月上旬，山东能源集团兖矿能源兴

隆庄煤矿作为全国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现场会参观试点之一，充分展示了采煤工作面、智能化综掘工作面的经验做法和

风采。

如何跳出思维禁锢、避开思维盲区，进一步实现矿井安全生产标准化新的突破？ 连日来，兴隆庄煤矿从矿井到区队，从

班组到职工，一场场“复盘”行动正在持续进行……他们自下而上层层“复盘”，由点到面全力推进标准化建设，学习宣贯新

标准，以“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姿态细化落实、突破提升、挑战自我，以干在实处、主动作为的躬身行动全面提升矿井安

全生产管理水平。

复盘聚力

不止打赢一场“硬仗”

“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 是加

强安全生产的一项长期性、 根本性工

作，是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实现安全生

产长治久安的基本保障。 我们要放眼兖

矿能源、山东能源集团内外，积极与全

国煤矿学习对标，聚力走好更长远的标

准化之路……”

兴 隆 庄 煤 矿 第 一 时 间 组 织 召 开

安全生产标准化“复盘会” ，分专业 、

分区队认真总结查摆，分析职工队伍

安全生产标准化思想 认 识 和 标 准 意

识转变是否到位，规范作业意识强不

强，工作标准是否真正达标。 围绕现

场施工中新上的“加工件 ”是否做到

了 “一 次 做 对 ” ， 从 源 头 上 杜 绝 人

工 、材料的浪费 ，深度查找生产设计

及组织优化、成本管理各环节的改进

点 、提升点 ，以安全生产标准化促进

精益管理新提升。 在标准化管理体系

推进过程中，实行“定期分析 + 会商

研判 + 动态调度”工作机制 ，及时协

调解决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

问题 ，分专业进行月度自评 、季度考

评和年度总评。

该矿组织认真学习新版《煤矿安全

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基本要求及评分

方法》， 邀请专家详细解读煤矿安全生

产标准化管理体系重点条文，细致讲解

2024 版《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

基本要求及评分办法》， 教育引导全员

加强对新标准中安全基层管理、重大灾

害防治、专业管理的学习，牢固树立标

准化意识，让矿井安全生产标准化理念

真正入脑入心。

精准提升

不仅迈上一节“台阶”

“区队近期工作任务中，轨顺电泵

电缆布置、 进风巷管路电缆钩子吊挂、

两顺槽注浆管路一定要落实固化标准，

每项工程都要进行编号管理，建立施工

台账 ，明确具体责任人，作业人员一定

要提高自身责任心，保证施工质量。 ”

“我们要超前考虑中翼胶轮车巷

标准化固化项目 ，对第二部皮带头、皮

带路沿线 、联络通道三岔口 、自移机尾

及承载段 、 迎 头 等 区 域 制 定 可 行 措

施……”

这是兴隆庄煤矿基层区队运用“复

盘”逻辑方法，实行“挂图作战”，安排部

署任务的真实写照。 该矿坚持树立过程

管控思维，按照“一切工作项目化、项目

工作具体化、具体工作责任化、责任目

标标准化”的管理要求，分区域 、分专

业、分地点绘制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规

划“一张图”，按照“五定”要求，明确规

划项目、具体位置、施工标准、施工负责

人、完成时限 ，实行倒排工期、定期通

报、节点考核。 坚持将安全生产标准化

渗透到每一个生产工序和工作环节，用

制度管人、用流程管事 ，构建全员参与

的层级责任体系，齐抓共管促进现场标

准落地。

同时， 该矿持续健全标准流程，强

化安全技术管理体系，专业科室认真履

行安全生产指导、服务、协调、监督、考

核“五项”职能。 制定顶板管理、供电安

全管理等 26 项技术管控标准流程，统

一作业规程格式、精简内容，建立“图文

一体”工程技术档案 ，确保技术决策精

准高效。

创新进取

不啻开出一时“硕果”

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既要顺应行

业发展趋势， 更要符合自身气质特点。

兴隆庄煤矿立足智能矿山建设， 将信息

化和智能化融入标准化工作， 积极试验

应用信息系统和智能装备， 探索建立行

业标准， 实现智能化和标准化工作“双

促进双提升”。

兴隆庄煤矿紧盯安全生产标准化建

设“关键点”，紧紧围绕重大灾害防治安

全生产的“牛鼻子”工程，抓好火灾、冲

击地压和水害治理， 突出超前预防，强

化区域措施，应用“新理念 + 新技术 +

新装备”，构建重大灾害治理标准流程，

以一个个精品工程为支撑， 形成头面突

出、 点线面联动， 全区域协同提升的总

体布局。

该矿大力推广应用 GIS 平台， 提升

图纸共享时效性， 依托 GIS 公共服务平

台提供基础图纸、 数据共享智能化和一

体化平台支持， 打通多专业横向协同绘

图壁垒。 他们通过图纸与基础数据统一

采集上传、 存储管理分析， 对采煤工作

面三维地质模型、 掘进工作面现场实时

动态管控， 自动获取更新生产数据，避

免图纸多版本重复绘制， 杜绝了图形和

数据不一致、 不统一， 实现一张图纸绘

到底、 多专业共享， 打造矿井数智化建

设“指挥地图”。

他们还运用“山能 e 学”、专项培训、

专题讲座、座谈交流“四位一体”培训方

式， 强化素质提升， 提升全员标准化意

识。 搭建劳模技能大师工作室， 建成 7

大工种实训考核及 19 个标准化培训场

所，组织以“大国工匠”领衔的“金牌讲

师团”，开展理论实操培训，提升全员标

准化操作能力，形成“人人学标准、人人

懂标准、 人人抓标准” 争做本质安全人

的良好局面。

（李振）

山东能源兴隆庄煤矿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再升级”

让煤矸在井下“分家”

———中煤大屯公司姚桥煤矿全力推进井下 TDS 智能干选系统建设

中煤大屯公司姚桥煤矿认真贯彻

落实中国中煤、大屯公司高质量发展的

工作部署，围绕矿井“安全、高效、绿色、

智能”的发展方向 ，立足新主井提升原

煤中矸石量较多、有效提升率相对较低

的实际情况，全力推进井下 TDS 智能干

选系统建设，以智慧绿色赋能矿井产业

升级。

“矸石可以说是影响我们矿原煤煤

质的罪魁祸首。 ”说起建设井下 TDS 智

能干选系统的初衷，该矿矿长张朋介绍

道。“我们矿的采煤工艺是以综采放顶

煤为主，由于是老矿井 ，地质构造比较

复杂，断层、褶皱等造成采出的煤里面

矸石较多，严重影响着我们矿的整体煤

质。 ”

从井下提升上来的煤矸石太多，不

仅影响原煤煤质，对矿井高效提升也带

来不小的麻烦。“我们地面洗煤厂统计

了一组数据 ：去年一年，我们全矿原煤

入洗量为 300 万吨， 而洗出矸石量将近

30 万吨，也就是说我们矿每年生产的原

煤中含的矸石量就要占到总提升量的

10%左右。 这些矸石掺杂在煤里面，导致

灰分增加、发热量变低 ，拉低了我们整

个矿井的煤质水平！ ”该矿生产矿长张

二超拿出了去年一年的提升统计单，说

话显得有些激动。“不仅如此，矸石的提

升还占用了矿井大量的有效提升能力，

严重影响了矿井安全高效发展。 ”

“能不能让矸石不升井 、 在井下

提前实现煤矸‘分家 ’ ？ ”带着这个疑

问，该矿成立了以矿长为组长的攻关

小组 ，经过多方查询资料 ，最终确定

了在井下建设 TDS 智能干选系统的

计划 。

“我们联系了相关兄弟单位进行实

地考察，深入了解井下 TDS 干选系统建

设、设备选配、工艺流程、运行等情况以

及井下连采连充工艺实施情况，为矿井

下 TDS 智能干选系统建设及后期运行

提供经验，同时也为矿今后实施连采连

充工艺提供实践支撑。 ”项目敲定后，该

矿总工程师高川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实

地考察和项目筹建。“并且我们将井下

智能干选系统配套的运输、风压、供电、

除尘 、集控 、通风等六大配套系统同步

规划设计，确保项目高速推进。 ”

“TDS 智能干选机通过 X 射线和图

像识别技术，利用煤与矸石对 X 射线吸

收特征值的不同，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分

析模型 ，通过大数据分析，对煤与矸石

进行数字化识别，最终对识别出的矸石

或煤利用阵列式的高压风枪击打，实现

煤、矸分离。”负责井下 TDS 智能干选系

统设计的该矿设计师负责人郝朝其介

绍说。

该系统主要由正弦滚轴筛、转载胶

带输送机及智能干选机等设备组成。 通

过在井下集运皮带中段设置犁式卸料

器，将原煤卸载至原煤转载皮带 ，再利

用原煤转载皮带将煤流转载至滚轴筛

进行 50mm 筛分， 筛上块原煤通过振动

布料器均匀布料后进入智能干选机进

行分选 ， 选后的块精煤和滚轴筛筛下

-50mm 末煤通过精煤皮带转载返回集

运皮带后至 2# 主井提升出井， 选后矸

石落入矸石皮带， 沿 -610 水平现有硐

室转载至 1# 矸石仓，1# 矸石仓下口与

现有井底车场连接，利用轨道运输将矸

石运至老旧巷道原矸回填或通过 2# 副

井提升。

“在井下增加智能干选系统后，每

年井下将排矸约 23 万吨，相应减少了主

井提升矸石量，在保持现有主井提升能

力不变的前提下，主井每年可多提升约

23 万吨优质原煤，相当于我们主力采煤

队一个月的产量。 同时井下安装智能干

选系统后，未来可与矸石充填系统相结

合，可实现井下‘采、选、充’一体化充填

开采 ，提高矿井煤炭资源回收率 ，延长

矿井服务年限。 ”该矿生产技术科科长

王甲稳越说心里越开心。

TDS 智能干选系统不仅使生产效

益提高了，全矿的智能化水平也随之提

升了不少。

“TDS 智能干选系统建成后 ，将能

够对矿井原煤进行预排矸，极大地减少

主运输系统的无效运输，释放主井有效

提升能力， 有力提高矿井出井原煤品

质。 ”提起 TDS 智能干选系统建设，该矿

智能化办公室主任张仰望同样的兴奋，

“这个系统相对独立，智能化程度高、可

独立运转， 不需要专门安排人员操控，

仅需每班安排巡检工 1 人即可。 ”

（高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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