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瞻远瞩“镇”有远虑

———记河南能源集团优秀共产党员、永煤集团顺和煤矿生产技术科科长高镇

从一线区队技术员到生产技术科科长，他用了

13

年时间，经历了

8

个岗位锻炼。 人过留名，雁

过留声，每个岗位上，他都用智慧和汗水，写下了“高瞻远瞩、‘镇’有远虑”的姓名注解。 他就是河南

能源集团优秀共产党员、永煤顺和煤矿生产技术科科长高镇。

资料图片

围绕大局，当好“参谋”

高镇认为， 作为工程技术人员，要

围绕大局出谋划策、贡献智慧。 高镇将

采掘接替工作作为保安全、 促生产、提

效益的首要任务， 从采掘设计入手，带

领科室人员根据矿井采掘接替情况及

现有队伍、煤层赋存等瓦斯地质情况的

实际现状，组织优化深部二水平延伸开

拓设计、

24

采区、

22

采区设计等， 从设

计源头寻求矿井的可持续发展的出路。

“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指导下，我们

有效优化了矿井采掘布局， 实现了

24

采区的合理扩容， 满足了矿井短期、中

长期采掘接替可持续发展。 ”该矿生产

技术科业务主管张哲说。

同时，高镇结合矿井实际，实时修

正编排矿井接替，做到规划

10

年、精排

5

年、详排

3

年，综合生产单进、瓦斯水

害等灾害治理情况， 合理优化采掘接

替， 指导矿井采掘接替平稳有序推进，

并积极完成矿井月度生产任务的编排

及考核工作。

该矿综采队队长郭占伟介绍，该镇

注重正向激励，牵头制定了《顺和煤矿

强化

2201

工作面采掘接替管理、 确保

安全高效生产激励考核办法》 等规定，

提高了全矿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且取得

了预期的效果， 顺利实现了

2201

工作

面的全面工作，按期接替

2404

工作面。

奋楫争先，当好“创客”

从事多年技术管理，高镇始终把创

新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在生产

管理中，他积极主动推进新材料、新工

艺、新装备、新技术应用。通过采用凿岩

台车打眼、耙装机出矸、皮带连续运输

等装备升级优化，助推矿井提升了机械

化施工水平。

高镇还创新性推进聚氨酯高分子

材料的推广使用，有效减少了巷道喷浆

工程量，解决了巷道喷浆工程对单进提

升的影响和围岩封闭加固问题，降低了

职工的劳动强度。 通过推进切缝钻机、

锚杆钻车、 巷道修复机等装备的使用，

提高了现场劳动效率。

在顶板管理方面，高镇主动对接科

技创新优质资源，积极推进采掘头面智

能化建设工作，先后推进完成胶带暗斜

井上段 、

2405

探巷反掘、

2201

工作面

等头面 《煤矿顶板与冲击地压监测系

统》的安装应用工作，实现了矿压监测

远程实时监测预警功能，革新了原有人

工观测分析矿压变化的局面，从高科技

监控设备方面实现了顶板矿压数据分

析智能化、实时化、精准化。

勤学善思，当好“行家”

学习不仅是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

更是履行职责、 服务矿井的必然要求。

参加工作以来，他一步一个脚印，成长

为工作中的行家里手。

他先后学习并掌握了 《煤矿巷道矿

山压力显现观测方法》《煤矿顶板管理规

定》《煤矿巷道锚杆支护技术规范》等国家

标准规范文件，主动研究生产技术方面的

难点和薄弱点，牵头组织制定矿井相关标

准，规范矿井生产技术管理工作。

顺和煤矿工程技术人员少， 人员工

作阅历水平相对兄弟矿井偏弱。 面对现

状， 高镇不断规范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制

定了《顺和煤矿工程技术人员贡献排行榜

考核管理办法》， 将全矿工程技术人员纳

入考核体系，强化业务技能和解决现场实

际问题能力提升。

“考核的目的，就是为工程技术人

员创新创业营造最优环境 ， 提供最佳

跑道 ，明确发展目标 。 ”高镇说，“我们

的比赛规则完全公开化， 谁想跑在前

面 ，就要拿出‘拼 ’ 的 精 神 、‘闯 ’ 的 劲

头、‘实 ’的作风 ” 。

（刘雨杰）

矿山里的“维修达人”

———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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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全国煤炭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色连二矿保供队职工赵海龙

赵海龙，每日与设备为伴，他是

设备大夫，最关心这些“铁疙瘩”的健

康与否，他是资深“手术师”，凭借着

精湛的技艺让这些“钢铁武器”再次

咆哮。 十年来，他从一个青涩少年成

长为煤海中设备维修的中流砥柱，一

个 90 后，沉默了岁月，惊艳了时光。

2013 年夏末， 赵海龙从陕西能

源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毕

业后来到色连二矿保供队皮带班工

作，感受着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

刚开始参加工作时，他是队内的

办事员。 本着“不怕苦、不怕累”“学有

所长”的精神，他向队里申请去井下

一线维修电气设备。“不知则问，不能

则学。 勤学勤思，定有所得。 ”这是赵

海龙工作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座右铭。

他在现场学，从实处干，跟着有

经验的师傅们学习矿井电气维修的

操作方法，电气设备一出现故障他就

首先冲过去跟着学习怎么处理故障，

处理完成后进行及时总结、 消化，并

拿出笔记本做好记录，不断积累现场

经验。

他深知学习技能并非一日之功，

需要日积月累地扎根一线琢磨和研

究。 为此，他向书本学，在学中干，把

业余时间全都用在了学习专业知识

上， 经常自费购买或借阅专业书籍，

善于总结积累好的经验方法，积极参

与井下皮带保护控制系统、大巷照明

等检修维护工作，将所学知识融入实

践 ， 有 效 解 决 了 生 产 现 场 遇 到 的

难 题。

“厂家人员迟早是要离开的，后

期运行维护还要靠自己，我必须把这

些先进的设备摸透才行。 ”赵海龙几

乎一直奔走在维修的路上，白天盯着

施工现场， 晚上埋头研究设备原理

图。 就是凭着“拼命三郎”的学习劲头

和师傅的倾囊相授 ， 赵海龙飞速成

长，仅用 1 年便能独立处理一般性设

备故障；入职 5 年，便凭借扎实的理

论功底和精湛的操作技能， 一举摘得西

部煤电集团比武状元称号。

2019 年 5 月，色连二矿大力实施青

年人才发展战略， 充分发挥主要工种技

能人才领军人物技能攻关、 带徒传技的

重要作用，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赵海

龙技能大师工作室 ”。 在赵海龙的带领

下， 该工作室被评为淮南市工会“劳模

（高技能人才） 创新工作室”、 淮南市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煤炭协会第八批“技

能大师工作室”。 该工作室的“一种高效

处理煤矿污水的二沉池”“一种使用安全

的矿用手摇表”“一种污水处理泵房用的

水位控制系统”等 11 项创新成果获得发

明专利。

在技艺传承中， 赵海龙积极开展导

师带徒、项目攻关、技艺交流、成果推广

等系列工作， 将创新理念融入教学实践

中，明确培养目标、突出重点难点 ，并将

教学课堂搬进现场， 根据青年职工不同

技能水平 ， 合理设置不同的培训项

目，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率。

作为该矿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

人， 充分发挥技能大师技术攻关、带

徒传技的作用 ，实施职工点菜 、分级

做菜的“菜单式”培训方式，努力构建

“1+X”（“精一、会二、学三”）技能人

才培养模式。积极探索“课堂 + 现场”

体验式、案例式教学，创办“海龙”微

课堂。 正所谓名师出高徒，众多学员

已成为企业的技术能手和业务骨干，

去年获聘西部煤电集团高级技师、中

级技师的 15 名职工中， 该工作室成

员就有 9 人，实现了技能型人才培养

从“1”到“1+1”“1+N”的裂变。

凭着对技术的痴迷，对工作的热

忱，再加上夜以继日的苦练 ，理论联

系实践，2018 年， 他通过公开竞聘，

取得了西部煤电集团矿井维修电工

六级工资格，以工人身份享受副科级

待遇，工资翻了一番；2021 年，他通过评审，

晋升为淮河能源集团首届“资深技师”，以工

人身份享受正科级待遇，充分享受到了企业

改革发展红利。

“荣誉是认可，更是鞭策，要真正将创新

意识应用在日常工作中，用创新不断突破自

己的技术瓶颈。 ”赵海龙说。 他热衷钻研技

术，先后对污水处理站、日用消防泵房的控

制系统进行技术改造， 实现了节能降耗、减

员增效。

优化四煤集中水仓， 通过 PLC 等设备

传到地面集中控制，最终取消固定岗位实现

无人值守；设计与应用井下清水泵房清水直

接恒压复用，利用现有的排水系统，通过将

清水管路和井下消防管路合并，并增加控制

阀门，最终达到清水不直接“升井”，实现直

接复用，减少了涌水量费用；优化空压机余

热利用系统，安装调试温控阀，利用 PLC 空

余通道将温控阀接入自动化系统，通过 PID

控制技术实现了蒸汽流量控制，最终达到水

箱恒温的目的，保证了职工洗澡时有适中的

温度与充足的热水……一个个项目，一项项

成果，一份份荣誉，是赵海龙从事矿井机电

维修的“创新”缩影。

赵海龙认为， 一名优秀的维修电工，不

应该只会处理设备故障和更换电器元件，还

要对生产环节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结合

实际，灵活应用现有的电器元件，在原有的

功能上改进或重新设计， 满足现场生产需

要。 经过不断实践，他总结出了“听声音、摸

温度、看运行、量数据”四步故障判断法，有

效保障了系统设备平稳运行。

凭借多年来在基层岗位上的兢兢业

业， 和对创新精神的孜孜追求， 赵海龙先

后荣获煤炭协会“技能大师”“首席讲师”，

安徽省属企业“青年五四奖章 ”“岗位能

手”，鄂尔多斯市“劳模 ”“工匠 ”等十几项

荣誉。 发表论文 12 篇，先后完成“五小”创

新成果 70 多项 ， 其中 4 个项目起到了取

消固定岗位的效果 ， 减少 16 个固定岗位

人员， 为企业每年节约 400 多万元人工

费，实现了经济效益最大化。

（郑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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