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创新是生产队组夯基固本保安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 潞安化工司马

煤业通风队党支部将技术创新解难题作为党支部发挥作用融入生产经营的着力点，组织

成立“党员攻坚队”，调动党员集智创新、揭榜攻关的积极性，先后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生产

难题，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实现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的良性互动、共同提升。

宁煤 400 万吨煤制油工程

让“点煤成油”不是梦

集智“想法子”

小改造保障“大安全”

“这个防火门不但安全，安装起来

还方便，真不错！ ”通风队职工看着刚刚

安装好的防火门，止不住地称赞。

在 1306 轨道巷防火门的施工位

置，巷道存在一定坡度，且巷道高度

有限，以往插板式防火门门扇受巷道

坡度和高度影响无法安装。如果强行

安装，则需要挑顶作业，而挑顶将破

坏巷道原有支护，增加了作业难度及

安全风险。

通风队党支部书记倪亚红带领

党员干部集智创新，将防火门的插板

形式改为合页折叠式，通过改变门扇

的连接方式缩短了防火门开启状态

下的门扇整体宽度，降低了门扇安装

对巷道高度要求， 避免了挑顶作业，

缩短了施工过程中的巷道掏槽宽度，

降低了作业劳动强度，提高了作业效

率，保障了现场作业安全。

精准“出点子”

小设计防范“大风险”

瓦斯是影响矿井安全生产的严

重危害源之一。 准确测量井下各个

地点的瓦斯浓度，确保其不超过安

全限值，是有效防范瓦斯风险的重

要措施。

在 CT1101 条带巷开采下分层

过程中，巷道高度高达 6 . 5m ，瓦斯

检查人员使用探杖无法达到检查

瓦斯要求的距顶不大于 300mm 的

位置处，无法准确检查该区域的实

际瓦斯浓度。 针对此难题，通风队

自行设计出导管检测瓦斯法。 该装

置将导管顶部的橡胶软管固定在

距顶板 200mm— 300mm 距离处，下

端橡胶软管接光学瓦检仪，通过这

种方式可以实现对高顶区域的瓦

斯检查，同时对人员不方便进行的

检查区域（如井下水仓、工作面小

窝、高冒区 、支护不好区域等）也可

采用提前预埋吸气胶管的方法进

行瓦斯检测 。

破题“找路子”

小创新产生“大效益”

矿井永久风门是维持通风系统

稳定，保证用风地点风量充足，减少

无效漏风，同时为行人和运输提供方

便的一种重要的通风设施。随着采掘

工作面的不断延伸及采动的影响，井

下巷道围岩压力显现愈发严重，风门

设施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受巷道围岩

压力作用致使风门墙体开裂、门框门

扇挤压变形从而出现风门无法正常

开启、关不严漏风大的问题，影响风

门正常使用，大大增加了风门巡查人

员维护修复难度，甚至出现墙体破损

严重， 风门严重变形无法修复的问

题，这时就需要在同一地点重新构筑

风门。 重新构建风门费时费工，而且

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仍然出现同样的

问题，需要反复拆除、构筑。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通风队技

术员谢国杰带领职工创新施工技术，

通过改进永久风门墙体砌筑工艺，使

固定风门门框的墙体不直接与巷道

围岩直接接触，降低巷道围岩对风门

门框墙体压力， 减少门框受压变形，

达到保护风门门框、 门体的目的，不

仅如此，避免重复构建风门还带来了

可观的经济效益，通过计算，采用抗

压缓冲风门能够避免同一地点重复

构建通风设施，延长通风设施使用寿

命，有效节约工资成本，两个地点重

建 1 次能至少节约 63478.7 元， 达到

了降本增效的效果。

（晋绍华）

在复杂的世界经济格局中 ，

石油往往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直

以来， 我国能源结构都是富煤、缺

油、少气 ，过高的对外依存度让能

源安全问题日渐突出。

吃饭的嘴不能总是搭在别人

的碗边上 。 好在我国有着丰富的

“工业粮食”———煤炭。

如果能把储量丰富的煤炭变

成高品质工业油品，对于解决国家

石油资源短缺、提升能源安全保障

能力、 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将

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团队正是以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为主要研究方向 ，依托 400

万吨 / 年煤间接液化示范项目展

开研究的。 大家都称它为“煤制

油”工程。

这是一个在宁夏银川东部荒

漠上崛起的世界级工程。

它占地面积 560 公顷 ，相当于

27 个“鸟巢 ”； 敷设电缆 2 . 1 万公

里 ，相当于长城总长度 ；工艺设备

1 . 3 万台 ， 电气设备 1 . 5 万台 ，仪

表设备 11 万台 ， 阀门 25 万台 ，控

制点 21 . 7 万个……作为全球单套

规模最大的“煤制油 ”项目 ，它的

工程量之庞大，令人惊叹。

2012 年 ， 尚未到而立之年的

我被选入团队，全程参与了项目的

前期 、建设 、试车 、投产 、生产及技

术攻关 。 特别是油品合成装置 AB

线的原始开车，让我在历练中不断

成长 。 2021 年，我被任命为油厂总

工程师。

可以说，“煤制油” 工程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国家示范型实验室”。

为 了 筑 牢 我 国 能 源 安 全 的

“压舱石 ”，在这个“超级实验室 ”

里 ， 国内 29 家企业和科研院所工

作人员躬耕不辍，一项项任务压茬

推进，一个个部署有序落实，多次啃

下“硬骨头”。

当时， 两项关键技术都掌握在

国外企业手中。曾经，我们想把他们

的技术引进来， 但光是谈判就用了

10 年时间。

那么 ，“点煤成油 ”的秘密究竟

是什么呢？

它用的是煤间接液化技术 ，即

煤炭在高温 下 与 氧 气 和 水 蒸 气 反

应，全部气化，转化成一氧化碳和氢

气的混合物。随后，合成气经过净化

再进入费托合成工艺当中， 最后产

出油品。

饱尝技术封锁之苦 ， 我们深刻

地认识到， 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才能端牢能源饭碗。于

是，科研团队大胆走上了“煤制油 ”

国产化技术之路。

很多人提出过疑虑 ， 认为我们

干不好。 好在这是潜心跟踪了十多

年的项目 ， 调研团队对所有技术环

节早已烂熟于心。

一个个节点工程， 犹如一座座

里程碑拔地而起。

2014 年 7 月 ， 1 系列 6 套空分

装置吊装到位 ； 10 月 ， 压缩机首台

驱动装置汽轮机吊装到位。 2015 年

6 月 ， 28 台气化炉全部吊装到位 ； 9

月 ， 动力站首台锅炉燃油点火一次

性成功。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2016

年 7 月 19 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

们的施工现场， 面对数千建设者发

出了伟大号召 。 总书记的话进一步

激发起了我们的建设热情 ， 振奋人

心的好消息终于传来。

2016 年 8 月 ， 3# 空分装置顺利

产出合格氧氮产品； 10 月 ， 气化装

置 1-4 号气化炉烧嘴点火成功 ； 12

月 21 日， 油品 A 线一次试车成功 ，

产出合格柴油 ， 向国家交出了满意

答卷。

我们生产的合成油品 ， 具有超

低硫（接近零）、低芳烃（tīng）、高

十六烷值、低灰分的特点。这些指标

均优于国 V 和欧 V 标准，有利于降

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碳氢化合物

和颗粒物等污染物的排放 ， 可有效

降低城市空气污染。

未来， 如果这样的油品能够在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推广应用，对

于解决城市汽车尾气污染 、 雾霾治

理问题，将是很好的途径。

科研团队一共突破了工程化及

大型装备制造 、 成套设备集成等技

术难题， 攻关完成 37 项重大技术、

装备及材料国产化任务 ， 打破了国

外 长 期 垄 断 ， 项 目 国 产 化 率 达

98 . 5%，减降成本 10%。

我们自主研发的“神宁炉 ”，

“通吃 ”各种煤炭 ，避免了德国西门

子气化炉只能吃精煤的缺陷 ， 为劣

质煤清洁利用提供了新的途径 ，极

大地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梦想一旦落地， 积蓄已久的能

量便如火山喷发般不可阻挡 。 锚定

“高端化、多元化 、低碳化 ”发展要

求， 团队还开发出轻质白油、 费托

蜡、单碳正构烷烃等新产品 ，初步实

现了由单一油品向多元化高端产品

的转变。

能 源 保 障 和 安 全 事 关 国 计 民

生 ， 是 须 臾 不 可 忽 视 的“国 之 大

者 ”。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 400 万吨煤制油工程书写了“端

牢能源饭碗”的崭新篇章。 能参与这

样一个国家级的战略工程， 我深感

自豪 。 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把

“煤制油”项目的效益更大地释放出

来，将是我们持续奋斗的目标。

（王迎霞 张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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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安化工司马煤业通风党支部

“党员攻坚队”引领技术创新

陕北矿业：

“植”此青绿

画里矿山迎面来

春夏之时， 漫步在陕北矿业韩家湾煤

炭公司的矿区里，绿意葱茏，生机盎然，浅

水环绕亭台，花朵竞相开放，矿容矿貌干净

整洁，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繁荣发展

的美好图景。

三季有花，四季常青，这是陕北矿业公

司逐绿而行的生动注解。 公司倾力实现“产

煤不见煤”“黑山变绿地”的生态梦，为广大

职工构建起一个大漠里的“绿色家园”。

绿染矿山，“旧貌”换“新颜”

一方好山水，满眼皆覆绿。 陕北矿业

公司从细微之处落笔，把推进绿色矿山建

设作为“生命线”工程，为矿区披上“绿色

新装”。

煤尘飞扬、机器轰鸣，这是人们对煤

矿的固有印象。但在陕北矿业公司的两个

矿井里，却呈现着另外一番景象。 连片的

樟子松、杉柏等种在矿山间，各类花卉在

矿区的道路两侧摇曳，风轻轻吹过，飘起

阵阵花香。

矿在绿中、路在林中、人在画中，这一

美好画面得益于陕北矿业公司持续拓展绿

色发展空间的不懈努力。 韩家湾采煤沉陷

区内，栽种樟子松 6.2 万株；韩家湾高新农

业示范园中， 种植海红果 5000 株， 种植沙

地柏 64 万株， 新增绿化面积 200 亩……孙

家岔龙华矿业公司的“生态示范园”里，绿

意扑面而来，让人眼前一亮。

不仅如此，陕北矿业公司统筹“生态、

生产、生活”三大空间，常态化对矿区环境

进行美化、亮化，对矿区道路绿化带、生活

区等重点部位植被进行补栽、优化。 在陕北

矿业的两座矿井内，高有参天大树、中有常

绿乔木、低有草丛花卉，宛如职工们的“后

花园”。

“治”护矿山，生态更秀美

不负青山，方得金山。陕北矿业公司坚

持清洁生产与末端治理并重，真正做到“边

开采、边治理”，促进“黑色煤炭”与“绿色生

态”协同发展。

在扬尘治理方面，落实煤炭生产、建筑

施工、道路运输、物料堆存等防扬尘措施，

构建“过程全覆盖、管理全方位、责任全链

条”扬尘防治体系；深入推进水污染防治 ，

实施韩家湾脱硫脱硝废水循环利用、 疏干

水及生活污水等综合利用项目， 建设龙华

矿井井下陶瓷膜直滤系统等。

除此之外，加强固废污染防治，实施韩

家湾原排矸场临时用地复垦绿化工程 、龙

华煤矸石填沟造地项目平台边坡治理工

程，确保排矸场复绿率达到 100% ；严格危

险废物产生、收集环节管控，“变废为宝”提

高回收率；开展生态治理土壤污染整治，确

保剥离表土合法堆存，回用率达到 100%。

天蓝、地绿、水净，陕北矿业公司将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与生产同步发展，全

力打造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态型矿山。

“智”造矿山，科技真“硬核”

如果说外在美让人赏心悦目， 那么用

科技创新撑起绿色矿山建设， 就是矿井高

质量发展的保障。 陕北矿业公司以智能化

为基，不断探索推进绿色发展模式。

在煤炭采、运、销全过程中，陕北矿业

公司利用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 开发智能环保管理平台， 智能降尘系

统、能耗在线监测平台等管理功能，实现生

态环保数据共享、业务协同。

科技创新节能降碳， 是陕北矿业公司

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一条重要路径。 该公

司积极推进智能化绿色开采， 开展生产全

过程节能、节水、节材、减污、降碳等系统性

清洁生产改造。 真正实现矿区环境生态化、

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企业管

理规范化。

一直以来， 陕北矿业在绿色发展的道

路上不断发力，将“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

人、智能化无人”贯彻到底，确保绿色矿山

建设这棵“参天大树”永葆生机与活力。

采煤不见煤，是矿不像矿，这是陕北

矿业公司的真实写照。 如今，一幅绿水青

山与金山银山相依相伴、蓝天白云与现代

矿井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正在这里徐徐

展开…… （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