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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焦红霞

“现在，他们终于到了掌

子面上。”

“这里刚放完头茬炮，

硝烟还没有散尽。煤溜子

隆隆地转动着。斧子工正在

挂梁，攉煤工紧张地抱着一百多

斤的钢梁铁柱，抱着荆笆和搪采

棍，几乎挣命般地操作。顶梁上，破

碎的矸石哗哗往下掉。钢梁铁柱被

大地压得吱吱嚓嚓的声响从四面八方

传来……天啊！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

么工作！危险，紧张，让人连气也透不过

来。光看一看这场面，就使人不寒而栗！”

记忆中，记者对煤矿的印象还停留在路

遥笔下《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煤矿，但其实那早已

远去——

换上一双黑色的胶靴，一身蓝色工作服（窑衣）将记者包裹

得严严实实，口罩遮住了半张脸，头上再戴一顶安全帽，与矿工

不同的是记者的安全帽上没有矿灯，矿灯和一个自救器被别在了

记者的腰上，以便记者随时用手调节亮度，确保脚下安全。一切准

备妥当后，记者开始了“采煤之旅”。感谢时代的进步，在孙少平的那

个年代，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光是从“迷信”的角度，女同志下井是不

吉利的，而且从工作便利的角度，麻烦多多。唯一遗憾的是，因为手机没

有防爆装置，记者的手机不能带到井下，在井下做视频报道的想法无法

实现了。

坐上下井工作用车，从副井洞口驶入，没有记忆中的煤渣路、凹凸不平的

矿洞，眼前一马平川，外边没有一丝声响，来往的车辆分别行进在洞道的左

右，我们向全长12公里、与地面垂直距离200米的深处挺进。记者感觉就像行

驶在盘山公路上的隧道，车行速度很慢，洞道两边的白色立面很是醒目。随行的

大柳塔煤矿综采五队党支部书记、队长邬拴向记者介绍，“为了确保安全，行驶时速

规定是15公里，我们的周围就是厚实的煤层，为了防止煤层渗水，粉刷上了白色的

石灰。”

记者所在的大柳塔煤矿是国能神东煤炭旗下的特大型现代化高产高效矿井，是神东

煤炭集团最早建成的井工矿，1987年开建，1996年投产，位于陕西省神木市境内。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大柳塔煤矿就被授予全国第一个特级高产高效矿井称号。

2001年初，大柳塔煤矿与相邻的活鸡兔煤矿合并，合并后的第一年，大柳塔煤矿大柳塔井煤

炭生产一举突破1000万吨，建成全国首个“一井一面”千万吨级矿井，为神东建设千万吨矿井

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3年，大柳塔煤矿一矿两井的生产格局使这个矿的生产能力突破2000

万吨，成为年产2000万吨的井工煤矿。2013年，伴随7米大采高综采工作面的投用，大柳塔煤矿

一矿双井自产煤年产量突破3000万吨……

在大柳塔煤矿智能运维队数据运维班班长王志强、大柳塔煤矿综采五队副队长张国堂的介

绍声中，约莫 40 分钟后，邬拴带领记者来到了 52507 综采工作面。这是一个倾斜长度 300 米、走向

长度 3500 米的长方形采煤工作面。记者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撼：轰隆隆的采煤机与黑色煤壁碰撞出

动听的交响乐，一块块煤炭从煤壁上剥离下来，应声落地。采煤机高4.2米，重达130吨，它灵活地行驶

在采煤工作面，从机头到机尾来回行走一圈需要 50 分钟，割的煤量被称为“一刀”，约 2500 吨，一天就可

采煤4万吨。

这样的大采高生产场景，普通人很少有机会近距离看到，单凭想象无法体会那种视觉冲击。望着眼前的一切，

听着动听的“交响乐”，记者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请

记住他们，他们是万家灯火的守护神，他们是送去“冬

暖夏凉”的使者，他们是百米井下、砥砺奋进的上万名煤

矿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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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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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下分别为

大柳塔煤矿综

采五队综采工作

面、大柳塔煤矿神

东大数据中心、井下

巡检智能机器人、大

柳塔煤矿一线员工坐在

地面“太空舱”远程割煤。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供图）

□ 本报记者 李建飞 焦红霞

乌兰木伦河静静地流淌，似乎在诉说“神东煤炭”的

过往：“乌金滚滚而来，煤还是原来的煤，但矿已不再是过

去的矿。”当智慧之神与传统能源牵手，一切改变都不足

为奇——

在地面宽敞明亮的集中控制室，采煤机司机坐在舒

适的太空舱中，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按着鼠标，指挥着井下

采煤设备有条不紊地稳定运行着，便见乌金滚滚而出——

曾经名副其实的“黑领矿工”俨然跃升至“白领阶层”。

地处内蒙古、陕西、山西三省区能源富集区，神东煤

炭是国家能源集团的骨干煤炭生产企业。而今，在我国

首个2亿吨煤炭生产基地神东矿区，智能化无处不在。

13座矿井均通过国家或地方智能化验收，其中大柳塔煤

矿通过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验收。近日，在大柳塔

煤矿，记者感受着智能化带给传统煤矿地层深处的变革。

地层深处的变革

从出大力、流大汗的人力挖煤，到机械化、自动化割

煤，再到远程遥控采煤、手机端启停设备……历经不同阶

段采煤方式的革新，如今的矿工们体验到了改革创新、智

能化建设带来的便捷和安全，亲历着自身改革给工作和生

活带来的幸福和快乐。

对于煤矿工人邬拴来讲，他的改革使命从2021年被

任命为大柳塔煤矿综采五队党支部书记、队长开始。

2020年，大柳塔煤矿决定在52605综采工作面采

用沿空留巷工艺进行回采，此时的5米大采高沿空留巷

综采工作面，还有很多技术难题需要去攻关。在调任综

采五队队长后，2022年8月，大柳塔煤矿52507工作面

开始安装调试，他组织实施了52507工作面7米大采高

工作面落地防倾倒缆车装置的安装工作。

三年间，邬拴组织创建了“创新工作室”，通过各

项技术攻关，先后成功解决了沿空留巷一梁四柱滞后

支护区域低氧问题，创新性地引入了挡矸支架，有效提

高柔模支护沿空留巷作业效率。此外，还完成了四臂

连杆可伸缩式马蒂尔安全防护网、沿空留巷挡矸支架

铲煤板等技术创新改革工作，为大采高工作面沿空留

巷新工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邬拴的带领下，区队首次使用自主设计制作的四

根“本安型自动定位支撑千斤顶”作为戗柱来固定绞

车，顺利完成移变列车前移工作，彻底取消了液压单体

的使用，实现综采工作面开采进入无单体时代。

今年4月份以来，52507工作面遇到断层，影响煤层

回采长度达到625米。邬拴带头制定详细的安全技术措

施，持续抓好现场安全管理、设备检修工作，确保各项工

作顺利进行。

邬拴说：“只有改革创新才有发展，只有发展才有未来。”

改革创新让神东煤炭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大柳塔、布

尔台等7矿（8井）入选国家绿色矿山名录。在协同推进

能耗“双控”与“双碳”目标下，积极采取结构、工程、管理

措施，建成13个矿井能源管理体系，推广使用永磁变频

电机，创新使用太阳能洗浴与乏风余热利用等，神东生产

综合能耗2.83千克标准煤/吨，低于国家3.0千克标准煤/

吨的先进值，较2015年下降8%。

传统矿山的智能化

在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国家能

源集团神东煤炭的多个煤矿“开足马力”，大柳塔煤矿智

能化建设也“不甘人后”。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柳塔煤矿按照神东“0587”建

设目标，根据两个矿井不同的生产地质条件，提出“1024”

智能化建设理念，以建设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矿井为主线，

追求无人化生产为目标，在智能化开采、安全保障、经营决

策和清洁环保等四大板块，全力打造集万物互联、数据驱

动、人机交互、专家决策于一体的全智能化矿井。

2021年9月到2022年1月，从信息基础设施、掘进

系统，到采煤系统、主煤流运输系统，再到地质保障系统，

智能化建设覆盖到方方面面。

如今的大柳塔煤矿，建立了数据中心和数据仓库，统一

了数据标准和传输协议，自主研发了综合管控平台。区域

生产控制指挥中心是在大柳塔区域建立的五矿六井亿吨级

煤炭生产指挥中心。区域煤矿集中控制系统涵盖矿井采、

掘、机、运、通、洗选等各主要生产系统，监测数据点位17万

余个，控制1.1万台（套）设备，实现了各生产系统的集中显

示、数据监测存储、远程控制、智能报警、智能分析等功能，

集中体现了矿井管理的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

通过在工作面部署5G通讯网络，借助智能巡检、红外

热成像、惯性导航技术，构建精确三维地质模型，实现工作

面智能化采煤。工作面搭建全景视频系统，包含感知、联

接、平台、应用四个层次，达到全局可视的视频拼接，实现

全景视频拼接、跟机移动拼接、单路视频调取、全工作面巡

航、历史视频回看、音视频同步输出等功能，做到沉浸式的

设备远控，局部看得清；刮板机、转载机结合煤机位置、割

煤工艺、运行电流和视频画面等数据，实现自适应调速。

工作面生产人数由5人减为2人，直接生产工效提升

60%，逐步追求工作面无人化生产的目标。

智能掘进取得了重大突破，掘进全流程实现智能“机

器人化”作业。国内首个智能连掘系统，集成5G技术，利

用“惯性导航+激光导引+光学测量”等手段，配备自动卷

缆装置，连采机实现“自主行走、自动截割、视频监控和远

程干预控制”的掘进模式，将工人从高粉尘、高噪音、高风

险等恶劣的工作环境中解放出来，提高了岗位幸福指数，

填补了煤矿掘进设备自动化技术的行业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秉承“自主可控、安全可信”的理念，

经神东、华为及相关设备厂家共同攻关，行业首次将华

为鸿蒙系统适配移植到大柳塔煤矿综采工作面智能巡

检机器人上，在采煤工作面、固定场所应用了巡检机器

人和辅助作业智能装备，大幅降低了井下作业人员的劳

动强度。

煤尘与烟尘实现全过程防控与全面达标，煤炭从井

下生产到地面洗选生产全过程封闭控制，实现采煤不见

煤；在装车外运环节喷洒自主研发的封尘固化剂，实现外

运不洒煤……插上智能化的翅膀，传统煤矿转型“生态矿

区、绿色矿井、清洁煤炭”的愿景成为现实。

煤炭保供的使命

在生产一线、选煤车间、维修现场……一幕幕煤炭保

供的火热场景正在不断上演。百米井下，矿工们不辞辛

劳，采煤机滚筒飞速旋转；装车站点，万吨运煤专列排

成长龙蜿蜒驶出，每天约110列“神东煤”发往港口，

销往全国各地。

10月下旬开始，北方地区气温骤降，部分区

域已进入供暖季。发挥能源保供“国家队”作

用，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是国资央企的

责任担当。年核定产能3300万吨的大

柳塔煤矿在神东煤炭能源保供中发挥

着中流砥柱的作用，邬拴掌舵的综

采五队7米大采高工作面日产

煤炭达4万吨，是大柳塔煤矿

煤炭保供的主力。

“收护帮板，把控采

煤机，跟机拉架。”

伴随着队长邬拴

的指令，工作人

员 轻 点

启 动 按

钮，采 煤 机

缓缓向前移动，

只见采煤机滚筒

的截齿像巨兽牙齿

一般深深切进乌黑

坚硬的煤层，伴随滚筒

旋转，大块煤炭随之剥落

……一刀割下来，就有2300

吨煤落入刮板输送机，经过洗

选加工后运往全国各地。

生产现场看起来既繁忙又有序。

“不管是迎峰度冬还是迎峰度夏，我几

乎每个月都是满班，我的今天跟明天没

有变化，变化的是能源供应的数字，不变

的是能源供应的初心。”邬拴道出了矿工们的

心声。

作为国家能源集团煤炭保供主力军，神东煤炭

集团紧紧围绕备战迎峰度冬，筑牢能源安全防线，增强

供应能力、均衡矿井生产、增产优质煤源、科学分解任务、

严格兑现计划，确保矿井接续、生产组织的通力协作、同

向发力，守牢保民生、保安全、保重点的底线。

“进入取暖期后，煤炭需求将进一步增加，我们统

筹采场条件、生产接续、市场需求等煤炭保供关键要

素，优化调整矿井生产，精准安排13个矿井11座选

煤厂逐日、逐站作业计划，以及设备检修维护，确保

顺利完成重点区域、重要时段的煤炭保供任务。”

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总调度室副主任李海龙

介绍。

四季度以来，神东煤炭集团以市场为导

向，盯目标、想办法、强落实，有效管控产、

洗、储、装全过程，吨煤必争、每列必

保，并实时优化阶段性、区域间协同

调运，确保上下联动齐抓共管，

协同配合保质增量，开发新特

种煤“低灰”、气焦煤、神优

4等新煤种，创造了2项

品种煤生产和发运

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