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日进尺

41.6

米、 月进尺

536

米，累计进尺超

7600

米，这组数据来

自一个叫“

701

”的班队。 作为矿井掘进

工艺变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他们以

“保安全、促生产、增效益”为目标，在

盾构机应用前沿真抓实干、务实创新，

实现了高效进尺与高水平安全的同频

共振。 他们就是淮河能源控股集团

2024

年度模范班组、 张集矿开拓七区

701

队。

“矿井需要什么，‘

701

’ 就尝试什

么。 ”

张集矿地质条件复杂，一线生产区

队普遍面临职工老龄化、 人员紧张等

难题， 采掘接替矛盾制约着矿井发展

后劲。 为此，张集矿积极引导各专业通

过装备升级提升生产效率。

2020

年

10

月，世界首台刀盘直径

2.53

米的微型盾构机在张集矿首次亮

相，这种盾构机长

56

米，重

132

吨，仅

机件装载就需用

100

多节井下运输车

皮。 从安装及始发硐室设计、施工，到

设备运输、入井、安装，再到始发和运

行，看似顺理成章的每一步，都是开拓

701

队职工的辛勤付出。 面对时间紧、

任务重、 人员少等难题，

701

队细化任

务分工，统筹兼顾地面装载、井下打运

和安装调试工作，从作业环境、技术措

施、 现场操作等层面对存在的风险开

展专项辨识评估， 在实践中优化工作

方案，仅耗时

14

天就圆满完成了打运

和安装调试， 保障了盾构机作业线如

期推进。

盾构机作业线涉及刀盘推进、换步

距离设定、 支护工艺实施和刀盘清渣

等多工序交叉作业， 为保障供电 、排

矸、 通风等关键系统与盾构机同步运

行，

701

队统筹开展变电所试检漏、监

控探头调校等工作，寻求协调作业“最

优解”。为规范现场操作，

701

队要求当

班职工认真填写工作日志， 详细记录

盾构机姿态控制、掘进速度、故障问题

等数据，及时准确判断异常现象，避免

无故停机。同时，

701

队坚持边试用、边

改进，通过比较参数、核实数据、查阅

资料等方式， 持续优化盾构机初期设

计，健全了《盾构机安装拆除标准》《盾

构机姿态管控管理办法》 等符合矿情

的专业化管理制度， 为盾构机作业线

实现均衡、稳定生产提供了制度保障。

“小直径盾构机在实际应用中，充

分彰显出智能化程度高、 系统稳定性

好、 脱困能力强等优点， 实现了安全

性、高效性与灵活性的有机融合，是助

推生产力变革的关键力量， 更是矿井

加速推进生产方式转变的真实写照。 ”

开拓七区区长吕德东说道。

“成绩背后是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

山行。 ”

701

队施工的瓦斯治理巷具有掘

进距离长、岩性变化快、小构造发育等

特点，盾构作业面临空间受限、交叉作

业、设备维护难度大等挑战，任何环节

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施工进度。

2022

年

11

月 ，

701

队 施 工 的

1715A

高抽巷面临连续过断层、 砂泥

岩互层、顶帮片掉等复杂地质条件，进

尺难度成倍增加。 面对困境，

701

队提

出了“队伍好不好 、关键看领导，班组

行不行、先看前几名 ”的口号 ，要求班

组长以上人员在施工中盯重点、 把关

键、解难题，与区队、厂家积极探索、分

析论证，最终顺利克服困难，取得最高

日进尺

41.6

米、 月进尺

536

米的成

绩，刷新了本土煤矿直径

2.5

米盾构机

月度单进最高纪录。

2024

年

11

月，

701

队施工的

14228

高抽巷在完成超

800

米的进尺任务后，

连续过两个大断层和

14218

工作面采空

区应力集中区。 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

巷道局部压力明显， 两帮及顶底板位移

较大，岩石向巷道内挤压导致护盾被“抱

死”，盾构机一度陷入“趴窝”困境。

701

队在总结过断层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地

质构造、顶板管理和超前支护情况，综合

考虑盾构机被“抱死”区域范围、岩体稳

定性等因素， 决定采取顶部平行巷道开

挖、 底部长钻孔卸压和帮部逐节刷扩牵

引等措施， 形成卸压空间、 改变应力分

布 、 减小四周来压 ， 最终让盾构机顺

利脱困。

“那是

701

队的极端困难时期，巷道

围岩发生塑性变形， 职工每天都得艰难

地爬到盾构机作业线现场， 由于各个转

载点空间小， 掉落到设备运转区域的矸

石只能徒手搬运、清理……”回忆起过往

奋斗历程， 开拓七区党支部书记丁亮声

音略带颤抖，眼眶瞬间红了起来。

“传承不是为了炫耀火焰，是为了点

燃火苗。 ”

“在盾构作业的长期实践中，我们通

过队伍调整、 人员置换和交叉管理等方

式，积极探索人才‘裂变’培养模式，形成

了一套可复用、可推广的方法体系，薪火

相传也成了根植于

701

队的宝贵基因。 ”

开拓

701

队队长桂凯向笔者介绍。

701

队在认真总结往年培养经验的

基础上，充分发挥技术、业务骨干“传帮

带”作用，由班组高级工以上或具有高级

职称的管技人员与技能等级低、 业务水

平偏弱的职工结成师徒， 促进其快速成

才。 同时，

701

队积极参与区队青年岗位

“能手课堂”建设，鼓励职工参与夜校培

训、专题研讨、交流分享、集中轮训、在线

学习等活动，通过班前学习、现场指导和

驻厂交流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培训岗位重

点 、技术难点 、攻关热点 ，潜移默化培育

全队上下以学促干的浓厚氛围。 截至目

前，

701

队有大专以上学历

11

人，中级工

以上

37

人，

2024

年新增高级工

5

人、中

级工

3

人。

“大家今天畅所欲言， 一起想办法让

工作更高效。 ”“是否可以考虑使用电动

单轨吊代替手拉葫芦和气动葫芦，实现运

输安装‘双线合一’……”“使用皮带机加

转载机出货 ， 可以有效降低人员劳动

强度……”

2024

年

8

月， 在

14228

高抽

巷施工前，

701

队召开了民主讨论会，在

桂凯的鼓励下，职工们在工艺创新上各抒

己见，这是

701

队积极引导职工参与创新

工作的生动例证。

701

队坚持用创新思维破解生产难

题，组织生产骨干聚焦生产难点，改进施

工工艺和操作流程，打通制约盾构机作业

的难点、痛点、堵点，让创新成为看得见、

摸得着的生产力。 为保护管道、阀门等设

施免受磨损和阻塞，

701

队在

14158

高抽

巷创新完成《盾构机作业线三级沉淀流速

控制系统的研究》， 实现了对废水流速的

调节控制。为解决溜矸眼下口清理积货安

全风险高、劳动强度大、影响时间长等难

题，

701

队积极参与研发了《皮带机落货

点（矸石眼）机械自动清扫装置的研究与

应用》， 确保了迎头顺利连续进尺， 为盾

构机作业线稳定运行注入了创新活力。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在张集矿

14228

高抽巷， 伴随着刀盘强

力截割岩石的轰鸣声，

701

队盾构机作业

线犹如春雷中的一条“巨龙”， 开足马力

破岩前行，续写张集矿人在千米深井推广

应用盾构机的精彩篇章……

（凌剑）

“701”的“掘进梦”与“盾构歌”

———记淮河能源控股集团

2024

年度模范班组、张集矿开拓七区

701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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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能源集团兴隆庄煤矿陈彦超：

以“智” 赋能 “超” 掘未来

在山东能源集团兖矿能源兴隆庄

煤矿西翼胶轮车辅巷掘进工作面， 一

名身材高大的职工正在进行远程控制

掘进作业。 他坐在智能远程控制平台

前， 确认现场环境安全， 手握鼠标、

动动手指 ， 设置好截割程序和参数，

按下启动键。 四十米开外的迎头， 综

掘机和除尘设备相继运转起来， 依次

扫底、 掏槽、 刷帮……工作面一排推

进， 顺利截割完成。

“玩顺” 这套智能掘进无人截割

装备的， 是兴隆庄煤矿综掘二区班组

长陈彦超。

真抓严管 、 实干巧干是他一贯

的行为 ； 身先士卒 、 勇往直前是他

一贯的作风 ； 深严细实、 精益求精

是他一贯的 追 求 。 陈 彦 超 以 “智 ”

赋能， 引领安全新高度， 带领班组

先后荣获兖矿能源优秀班组、 安全

生产优秀班组， 矿安全自主管理班

组、 十佳安全班组等称号 。 个人荣

获兖矿能源

2024

年度“劳动模范”、

兖矿能源先进个人、 安全生产优秀

班组长 ， 兴 隆 庄 煤 矿 优 秀 班 组 长 、

兴隆工匠等殊荣。

学无止境 “钻” 字诠释专注

“作为一名青年员工， 只有沉下

心来踏踏实实干事， 才能不负光阴与

青春。” 初入职场的陈彦超把“勤奋”

二字刻在心底， 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

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煤矿安全规程、 设

备原理。 下井实践时， 他总是紧紧跟

在老师傅们身后， 不放过任何一个学

习的机会。 师傅们的倾囊相授， 他更

是如获至宝， 将每一句经验之谈、 每

一个操作技巧都铭记于心。

“一份信念 、 一种坚持 、 一份执

着。” 陈彦超深知“纸上得来终觉浅”

的道理， 常常深入井下现场， 详细记

录设备运行参数， 一步步仔细查看，

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 在作业现

场奔波周旋……。 凭借一步一个脚印

的踏实， 熟练掌握了锚网支护技术规

范、 采掘设备电液控制系统、 液压系

统的性能结构， 一步步成长为区队的

“技术大拿”。

“自身必须做好‘勤、 看 、 精 、

准 、 实’ ， 勤就是要眼勤、 手勤、 脚

勤， 看就是多观察， 精就是精细， 准

就是不能有偏差 ， 实就是要取得实

效。” 凭着敢于吃苦和勇于拼搏的精

神， 陈彦超总结了一套业务技能提升

工作法 ： 多思考 ， 工作现场多分析 、

多思考， 消除安全隐患； 多聆听， 多

向身边的工友求教， 探讨在掘进时应

注意的问题和难题， 学习他们的工作

经验； 腿脚勤， 提前到工作面， 对工

作环境及各个环节、 设备依次认真检

查， 做到心中有数； 多动手， 认真做

好工作笔记， 力求在学习中工作， 在

工作中学习。

兵头将尾 “干” 字展现担当

“我是一名普通煤矿工人， 作为

一名班组长， 抓好安全是我的本分，

工友们跟着咱干， 咱得负起这个责任。

抓 好 生 产 ， 搞 好 安 全 是 我 最 大 的

心 愿。”

陈彦超注重挖掘集体智慧， 创新

方式方法， 强化班组安全管理， 以开

展“上标准岗、 做安全人、 干放心活”

活动为契机， 以行为隐患排查治理为抓

手 ， 推动从“要我安全” 到“我要安

全” 转变。 创新推行班组管理“

1150

”

工作思路， 现场采取“一超、 二看、 三

到位” 安全管理法， 即： 超前排查人的

不安全因素和物的不安全状态； 看施工

现场安全设施和安全条件是否具备， 看

施工过程是否符合规程、 措施要求； 施

工中个人自主保安到位、 相互保安到位

以及设备安全运行到位。

10311

轨顺门口拐弯沿空穿层施

工， 施工难度大， 顶板破碎， 掘进机拐

不进门口， 他带领班组成员施工超前锚

杆， 加强支护质量， 严控施工质量， 生

产班每个班形成正规循环， 保证了门口

施工正常。

10312

门口施工时， 甩墙处现场施

工需要开帮处理， 他与班组成员逐排从

老巷钢带头按照设计测量准确数据， 严

控开帮到位， 量好巷道三角线， 确保门

口施工符合设计要求， 为打造十采区标

准化掘进头打下坚实基础。

……

干标准活、 出精品工程是陈彦超的

工作原则。 在施工现场， 他积极推进正

规循环作业， 严格控制施工流程， 按照

排定的标准组织生产， 对每一道工序和

环节都进行监督， 做到生产进尺和安全

生产标准化建设“同频共振”。 严把施

工质量关， 高标准严要求打造掘进精品

工程， 激发了全班职工抓好工程质量的

积 极 性 ， 被 区 队 誉 为 “工 程 质 量

放 心 人”。

薪火相传 “智” 字赋能变革

“在企业的发展中 ， 每一个班组都

是构建一流企业的基石。 我们应该始终

保持对企业的热爱和忠诚， 为企业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针对班组成员年龄、 业务技能两极

化较大的实际情况， 陈彦超坚持以老带

新与以新帮老、 实践学习与理论钻研 、

创新与创效、 干什么与学什么、 团队学

习与个人学习相结合等“五个结合 ” ，

充分利用自主管理技能培训室， 组织班

组成员开展锚杆钻机、

TK200

、 馈电开

关等方面的理论学习和实操比武， 先后

培养出

6

名优秀综掘机司机，

4

名机修

技术骨干。

他钻研智能掘进工艺， 在西翼胶轮

车辅巷“安全标准岗”上，实现无人截割

智能掘进系统、

AI

智能安全监管系统、

“长压短抽” 智能通风系统的常态化运

行。 高标准参与完成全国煤矿安全生产

标准化现场会、 上级组织检查参观等工

作。 带领班组在各生产班中进尺最高，完

成“急难险重”工作

50

余次。 积极参与技

术创新、小改小革等活动，创新项目《自

动截割工艺的探索与优化》《掘进机截割

头液压护罩的应用》《弧形收容器》 分获

矿小改小革一、二、三等奖。

“特别能吃苦 、 特别能战斗 、 特别

能奉献 ” 是对煤矿工人最好的诠释与

评价 。 作为煤矿生产的前沿先锋 ， 他

们在百米井下挥洒汗水 ， 摸爬滚打 ，

铸就了钢铁般坚强的意志和情怀 。 陈

彦超作为其中的一员， 默默坚守 ， 实

干为先 ， 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

在平凡的岗位上打好劳动底色 ， 绽放

出独特光彩 。

（尹大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