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了矿山，就注定要与煤炭打一辈子交道。新时代煤矿青年要以

实干诠释责任担当，主动扎根千米煤海，在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豁

得出。 ” 山东能源集团兖矿能源兴隆庄煤矿党委委员、副矿长张全明，用

16�年扎根一线的坚守，践行着这份誓言。从一线技术员到山东能源集团

科技创新青年人才、第三十三届孙越崎能源青年科技奖获得者，他的成

长轨迹，是新时代煤矿青年“敢担当、善作为” 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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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能源集团兖矿兴隆庄煤矿张全明：

让青春在煤海绽放光芒

勇于挑战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2005�年， 张全明考入山东科技

大学采矿工程专业。 大学四年，他不

仅夯实专业知识， 更锤炼出吃苦耐

劳的品格。 2009�年毕业后，他主动请

缨前往兴隆庄煤矿采掘一线， 从技

术员做起。“干煤矿，就得去最艰苦

的地方摔打。 ” 他直言。

初到基层区队， 张全明与工班

长“师徒结对”，每日同下同上。 为

快速熟悉现场，他主动放弃休息，每

月下井超 20�次，轮岗生产班、检修

班，向师傅和职工虚心求教，上井后

便撰写笔记总结经验。 同事回忆：

“深夜里， 他的办公室常亮着灯。 ”

工作中，他秉持“三不怕”（不怕苦、

不怕累、不怕难）与“三个多”（多下

井、多请教、多思考）原则，从写措

施、制图、制表等基础工作入手，练

就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在基层技术岗位的 5�年里，张

全明深入一线沟通需求， 完成多项

技术革新。 2014�年调任生产技术科

后，他专注工程设计与档案管理，主

导编写的《10310�运顺作业规程》等

规程措施在上级评比中屡获佳绩。

勇于付出

“向下扎根 向上生长”

“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 这句

张全明的座右铭，贯穿了他的职业生

涯。 2018�年，33�岁的他担任综掘二

区区长， 在 B4328�边角煤工作面掘

进任务中，面对煤流系统复杂、顶板

压力大等难题，他带头盯守现场，优

化贯通与清底流程，按期完成任务，

保障工作面顺利安装。

任职期间， 他创新提出 “抓安

全、保质量、促生产” 管理思路 ，完善

11�项管理制度，并通过“传帮带 ” 培

养出 4�名技术骨干， 如今均成长为科

室或区队负责人。 2020�年，张全明升任

生产技术科负责人， 统筹协调多系统

生产与技术创新：优化 3301（下）工作

面设计，长度增至 301�米，旋转开采增

收煤炭 12.6�万吨，创效 1920�万元；推

进单轨吊运输网络建设， 形成三大采

区运输网络，提升运输效率。

勇于担当

“让一线职工劳动更有尊严”

“要用技术和智能手段减轻工人

强度，让他们体面劳动。 ” 张全明始终

将职工福祉挂在心头。 2022�年任矿副

总工程师后，他组织 40�余次技术论证

会， 确定近百项技 术 方 案 ， 参 与 的

“综掘工作面掘锚一体化技术研究”

等项目荣获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升任副矿长后， 面对 1313�工作面

复杂环境， 他创新采用扩安一体化工

艺，将单体支柱“点（线）接触” 支护升

级为支架“面接触”，安全保障显著提

升，工作效率提高 20%。 在掘进无人截

割试验中，他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关，

实现全站仪 +�双惯导定位无人截割常

态化运行， 相关项目获山东省设备管

理创新成果二等奖，真正践行“无人则

安” 理念。

作为“85�后”，张全明的成绩离不

开家人支持。 因长期早出晚归，他缺席

了孩子成长中的许多瞬间。“唯有以更

出色的工作成绩， 才能回报家人与企

业。 ” 他坚定地说。

16�年煤海深耕， 张全明以躬身实

干统筹安全与生产， 以技术创新破解

行业难题，将个人理想融入企业发展，

在百里煤海书写了新时代煤矿青年的

奋斗答卷。 （李振）

扎根一线的技术“筑基者”

闫小鹏的七年蜕变，是一首写满汗

水与坚守的井下叙事诗。 2014�至 2017�

年，他在综采一线如磐石般扎根，液压

支架的钢铁臂章与割煤机的火星飞溅

中， 始终怀揣着一本磨破边角的笔记

本 ——— 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个班

次的风量波动、设备运行参数，甚至细

微到风筒接口处的螺丝钉松紧度。“那

时候下井，掌心的茧子一层层叠起来，

脱了皮又磨厚， 摸上去跟风筒的金属

箍一样糙手。 ” 他回忆道。 正是这段

“与煤尘共舞” 的岁月， 让他对井下通

风的“脉搏” 有了直觉般的感知：某个

采面突然扬起的煤尘浓度变化， 往往

预示着风压异常； 割煤机作业时的异

常声响，可能与局部通风不畅相关。

2017�年转岗通风技术岗后， 他仿

佛驶入专业深耕的 “快车道”。《煤矿

安全规程》被他翻得书页起毛，重点段

落用不同颜色的批注笔写满心得 ；通

风机房的夜班记录里， 密密麻麻的风

压曲线图堪比精密心电图。 最令人惊

叹的是， 他仅凭记忆就能勾勒出矿井

23�条主要通风巷道的三维模型 ———

每条巷道的长度、 断面尺寸、 风门位

置，甚至岩壁上某块凸起的岩石坐标，

都像输入计算机般精准储存在他的大

脑里。“有一次，新来的技术员迷路，他

仅凭电话描述巷道特征， 就能准确指

引出路。 ” 同事们戏称他是“行走的通

风系统活地图”。

担任技术副部长后，他的“双重

工具箱” 成为传奇：红外风速仪的显示

屏永远带着井下的潮湿水汽 ，U�型压

差计玻璃管上留着反复校准的指痕 ；

而那本 《矿井通风系统优化设计》手

稿， 泛黄纸页间夹着不同年份的巷道

设计图，铅笔修改痕迹层层叠叠，宛如

记录着通风技术迭代的“年轮”。 2022�

年那个暴雨前夜， 他在监测系统前捕

捉到 0.05kPa�的风压异常波动，仅凭这

细微变化， 带领团队在北翼回风巷发

现巷道底板 3�厘米的隐微裂隙 ———

若再迟 48�小时，可能因雨季渗水量增

大引发通风网络瘫痪。 当优化后的通

风方案提前 24�小时落地时，他熬红的

眼睛里映着巷道壁上 “通风为天” 的

标语，那是他最朴素的职业信仰。

革新破局的创效“攻坚手”

在闫小鹏眼中，传统工艺的“舒适

区” 往往藏着效率的“陷阱”。 针对风

桥施工的老大难问题， 他带着卷尺在

巷道里一蹲就是一整天， 用激光测距

仪采集上万个数据点，在 CAD�模型中

模拟不同支护结构的应力分布。“混凝

土支护就像盖砖混房， 费时费力还不

抗震。 ” 他推翻传统方案，提出“型钢

骨架 +�预制板” 的模块化设计， 就像

搭积木般组装风桥 ——— 施工量减少

40%�的背后， 是他带领团队反复试验

27�次的材料配比优化， 是将力学计算精

确到每根型钢承重系数的较真。 这项革

新不仅让单座风桥工期缩短 13 �天 ， 更

让整个矿区的风桥维护成本三年累计

下降 210�万元， 如今已成为集团内的标

准化工艺。

风门闭锁装置的 “气动革命” 则充

满戏剧性。 为破解“两人开门” 的困局，

他在风门硐室架起高速摄像机， 一帧帧

分析 3600�次开关动作的力学曲线，最终

发现传统机械结构存在 17�度的力臂死

角。“就像拧螺丝没对准螺口，使蛮力还

伤设备。 ” 他设计的气动连杆系统，利用

气压缓冲原理，将开门力从 80�公斤骤降

至 15�公斤，配合电磁感应闭锁，彻底终

结了每月 20�余次的闭锁故障。 当老矿工

李师傅单手推开风门的那一刻， 巷道里

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 这掌声，既是

对技术革新的赞叹， 更是对 “让工人少

流汗” 理念的共鸣。 该项目斩获集团创

新一等奖时， 他特意将证书挂在通风机

房，“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 是所有一线

职工的军功章。 ”

匠心传承的井下“引路人”

在技术团队的年轻人眼中， 闫小鹏

的笔记本是比任何教科书都珍贵的 “秘

籍”。 随便翻开一页，便能看到用不同符

号标注的隐患点： ★代表漏风率超标的

风筒接口 ，△标记着传感器安装角度偏

差，□记录着某段巷道的湿度异常波动。

“这些符号不是随便画的， 是他用十年经

验提炼的‘通风密码’。 ” 徒弟小王说。 为

了让抽象的通风原理 “可视化”， 他主导

开发的“三维实景 +�数据看板” 系统，将

井下通风设施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孪生

体 ——— 技术员戴上 VR�眼镜 ，就能“走

进” 虚拟巷道， 亲手调节风门开度， 观察

风压变化对整个系统的影响。

2023�年推行的 “二维码巡检系统”，

更是让老技术员们大开眼界 ： 每个通风

设施粘贴的二维码里，储存着安装日期、

检修记录、 设计参数等全生命周期数据 。

巡检员用手机扫码 ， 就能实时上传隐

患照片 ，系统自动生成整改工单并推送

至责任人。“以前巡检靠腿跑、靠手写，现

在‘扫一扫’就搞定，效率提升 50%�不说，

数据还能追溯分析。 ” 谈及这些创新，闫

小鹏总是强调 ：“技术革新不是为了炫

技，是让每个职工都能成为‘智能通风’的

参与者。 ”

如今，闫小鹏的日记本又多了新的期

许：智能通风云平台的构想里，物联网传

感 器 将 实 时 采 集 thousands � of � data � points

（数千个数据点），AI�算法自动优化通风

网络，甚至能提前 72�小时预警潜在风险。

那些跃动的草图线条，不再是单纯的技术

设想， 而是一位煤矿工程师对 “本质安

全” 的终极追求。 正如他扉页上的导师赠

言：“矿井通风无小事”——— 在千米井下，

每一缕经过精密计算的风，都是对生命最

庄重的致敬。

（吕存）

深耕煤海的通风“智多星”

———记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先进个人、燕子山矿通风部技术副部长闫小鹏

在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燕子山矿千米井下的巷道里，总有一个身影带着便携式风速仪穿梭于风筒与风门之间，笔记

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风压数据。 他就是闫小鹏，1986�年 8�月出生的矿井通风技术“排头兵”。

自中国矿业大学毕业后，他已将十年青春熔铸进煤海深处的通风脉络。 2014�年盛夏，当他第一次穿上沾着煤尘的

工装走进综采三队时，或许未曾想过，未来会以技术革新之手，为矿井通风系统装上“智慧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