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句在改革开放

初期，出自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之口

的著名论断，在改革开放迎来 40 周年的时

候，或许没有人能比吕梁山煤电有限公司

店坪煤矿的千余名职工更有体会。

2016 年以来，吕梁山煤电有限公司店

坪煤矿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坚持建设“技术引领型、科

技创新型、服务一流型”的国家标准化一

级 矿 井 的 定 位 ，围 绕 制 约 自 身 的 资 源 瓶

颈，凝心聚力促革新，奋力攻坚谋发展，把

“科技兴矿、创新驱动”当作推进生产效率

变 革 的 首 要 任 务 ，投 入 大 量 的 人 力 和 物

力，全力开展“切顶卸压无煤柱开采”等创

新技术项目的探索和实践，全矿干部职工

众 志 成 城 、克 难 攻 坚 、接 力 奋 进 、聚 力 汇

智，走出了一条“安全、创新、高效、绿色、

文明”的发展之路，最终不仅成功突破换

回了发展的瓶颈，还使自己在传统的煤炭

开采业务上取得了令同行艳羡的成就。

被白白浪费掉的煤柱

店坪煤矿位于吕梁市方山县大武镇店

坪村，与 209 国道相接，隶属山西焦煤集团

霍州煤电集团吕梁山煤电公司，矿井井田

面积 13.53平方公里，地质储量 1.4亿吨，可

采储量 0.8亿吨。这座成立于 2002年 11月

的煤矿，经过十几年的开采，到 2016 年 10
月时，年产量已提升到 260 余万吨,面对着

当时可开采储量只剩两千余万吨的煤矿，

逐渐枯竭的资源成为笼罩在广大店坪人头

顶的一朵“乌云”。合理开发煤炭资源和有

效改善采掘接替矛盾，增加矿井服务年限，

对于店坪煤矿稳定发展有着特别重大的意

义。

而当时，店坪煤矿和国内大多数煤矿

一样，仍然沿用着技术成熟，但开采成本

高、地表环境破坏严重、资源回收率底，浪

费严重的“一面、两巷、一煤柱”的 121 采煤

工法。“这个工法是国内煤矿采用最多、最

成熟的工法，但是由于需要在每个开采面

提前开通两条巷道，工作量巨大，最后，每

一个工作面还要留下一条煤柱不能开采，

将其中的煤炭白白浪费掉。”8月 31日，在方

山县吕梁山煤电公司店坪煤矿，该矿生产

科科长薛定亮向记者介绍说。

按照店坪煤矿当时采用的“121工法”，

一个开采面深度一般都在 1000 米以上，而

最终留下的煤柱宽度在 20 米左右，仅一条

煤柱就能少挖原煤 10万吨，按市场价折算，

损失至少在 6000 万元以上，这无论是对于

正在寻求“合理开发煤炭资源、有效改善采

掘接替”的店坪煤矿，还是正在不断强调资

源集约高效利用的社会，都是“不能承受之

重”。

积极拥抱行业前沿技术

2016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何满潮团队

发明的“切顶卸压无煤柱开采技术”进入了

正在寻求出路的店坪煤矿领导视野，并在

当年通过吕梁市和中国矿业科学协同创新

联盟、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

实验室等十多家单位联合实施的吕梁市

“高科技精准帮扶”示范工程，率先引进实

施。

切顶卸压无煤柱开采技术采用爆破技

术预裂顶板，利用采空区矿山压力沿空切

顶，形成短臂梁顶板对上覆老顶岩体的支撑

结构，控制老顶的回转和下沉变形，实现卸

压；切落的顶板岩体形成巷帮，从而保留工

作面下顺槽，作为邻近工作面上顺槽。由于

这种开采方式，一个工作面，只需开一条巷

道，且开采完后不需保留煤柱，既可以节约

一条巷道的开采成本，又能多回收一个保护

煤柱的煤炭资源，实现了降本增效，同时可

延长矿井的服务年限，可谓一举多得。

然而，远景很美，现实残酷。由于该项

技术在行业内尚属于新事物，率先吃“螃

蟹”的店坪矿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引进的

技术只是一个大框架的指导，具体的实践

需要我们结合实际一步步地摸索。最难的

就是切顶，由于初期我们对顶板岩性收集

不全，对横阻锚索的长度、施工位置、切顶

眼的深度、装药量等要素把握不够准确，导

致切顶时切得不利索，使生产面这边的变

形比较大，顶板压力过大，生产区巷道高度

太低，不能满足生产需要。”薛定亮回忆道。

为了攻克这一技术难题，确保新技术的

顺利实施，店坪煤矿召开各类专题会议、班

组会议研究讨论，邀请中国矿大的相关专家

现场指导，并由生产科长薛定亮带领 4名技

术员组成“110工法”课题组，每天紧盯现场，

对工程质量、留巷效果、矿压监测数据等情

况进行研究汇总，积极分析原因，寻找办法

对策。经过五个多月的合力攻坚，最终成功

解决了新技术实施中的各种难题，并对北京

矿大技术团队给予的技术方案进行了改良，

获得了专家们的一致认可。“对于第一次应

用新技术的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大胆的尝

试，在探索过程中，遇到问题是难免的，但重

要的是我们通过研究探索锻炼了解决问题

的能力。”店坪煤矿矿长张勇不无自豪地说。

“现在，‘110 工法’的技术我们已全部

掌握了，今年五月，我们 2016年开始实施的

第一个工作面已经回采结束，8 月 15 日，

2017年 5月开始实施的第二个工作面的留

巷工作全部完成，通过技术优化改进，第二

个面比第一条留巷顶、帮会缩量降低 50%，

能够满足下一个工作面直接复用，预计能

多回收煤炭资源 19万吨。”店坪煤矿生产副

矿长樊伟峰告诉记者。

收获的远不止经济效益

“ 按 照 以 前 的 121 工 法 ，掘 进 一 条 巷

道 成 本 5508 元 /米 ，一 般 1000 多 米 的 巷

道 ，需 要 多 支 出 600 多 万 元 ，采 用 110 工

法后，不仅能少掘一条巷道，节约开采成

本 ，而 且 原 来 必 须 留 下 的 煤 柱 也 可 以 充

分 利 用 起 来 ，这 一 增 一 减 可 是 一 笔 很 可

观 的 收 益 。”对 于 新 旧 工 法 带 来 的 变 化 ，

来自生产一线的该矿生产科副科长王云

芳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

切顶卸压无煤柱开采技术，经过店坪

煤矿上下齐心协力的技术攻关，得到了成

功应用和实施，有效提高了店坪煤矿的资

源回收率和经济效益。在 2016 年 10 月开

始实施的第一个工作面，不算少掘一条巷

道节约的成本，仅从以往被浪费掉的煤柱

上，就多回收了 10万吨左右的原煤，增加经

济效益 6000余万元。2017年开始采用 110
工法的第二个工作面，又能回收近 20 万吨

原煤，预计增加经济效益 1.22 亿元。不仅

如此，预计在余下的 7 个工作面中，还可多

回收 80万吨煤，增收 6亿多元，有效延长了

矿井的服务年限，提高了经济效益。在此

过程中，该矿还通过创新采用“W”型通风

方式，优化改进卸支搬运工艺等技术，去掉

了隅角瓦斯、一氧化碳积聚问题，降低了独

头巷道作业、空顶作业、局部通风等掘进期

间的风险因素，有效提高了煤矿生产的安

全系数。

“110工法不论对吕梁还是我们企业都

是一件大好事。新技术的应用和实践，给我

们带来的好处远远不止是经济效益的增加，

在与‘科技共舞’过程中，我们还积累了包括

切顶爆破、挡矸支护、留巷滞后支护、U型钢

棚腿安装升降机等一系列的经验和技术，其

中一些创新技术还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

了专利申请，这些经验和技术目前已经在集

团其它煤矿开始应用，不一定就是把煤柱采

出来，也能帮助解决开采区压力、安全生产

等各种问题。”已经在店坪矿工作了十几

年，亲历了店坪各个辉煌和低谷期的樊伟

峰，说起店坪煤矿通过与“科技共舞”，在不

断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能反哺集团公司，

带动行业一起发展，语气中充满了欣慰。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权威发布权威发布

8 月 28 日，文水县刘胡兰镇伯鱼村村民正在采摘和装运丰产

辣椒。该村去年外出考察引进新品种“鲁椒红”辣椒试种获得亩产

3500 多公斤的好成效，今年加盟重庆红九九公司实现种、产、销一

体化，推广到 200 多户种植 1100 余亩，红熟期采摘 3 次亩产达

4000～5000 多 公 斤 ，按 每 公 斤 1.6 元 收 购 ，种 植 户 每 亩 可 收 益

6000～8000元，推进实施“一村一品”，拓宽了致富路子。明年将推

广种植 10000亩。 冯增清 摄

2 要闻·转型发展 经济专刊部主办 组版：李小明 责编：惠爱宏 校对：王艳 电子信箱：l lrbjjb@163.com
2018年9月6日 星期四

借 势 发 力 振 翅 飞
——吕梁山煤电有限公司店坪煤矿积极拥抱新技术推动创新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 本报记者 刘少伟 通讯员 肖继旺

金秋 9月，在这个收获的季节，我市又迎

来了一场科技盛会。9月 4日，首届高科技精

准帮扶吕梁现场会在万众期待中召开。煤炭

——我市的传统优势产业又一次被放到聚光

灯下，而更令人兴奋的是，被喻为“第三次矿业

技术革命”的专利技术“无煤柱自成巷 110工

法”在我市的运用已初见成效，这无疑是为我

市的传统优势产业插上了科技腾飞的翅膀。

什么是“110 工法”？这项技术在我市

是怎样被运用的？为我市的煤炭产业发展

又能带来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

跟随观摩队伍下井一探究竟。

沿 着 蜿 蜒 的 井 下 通 道 ，我 们 来 到 了

“110工法”的采煤工作面，同时也揭开了这

项技术的神秘面纱。

“简单点说就是 1个工作面、1条巷道、0

个煤柱，变被动‘支’为主

动‘切’与‘支’，使矿山压

力变害为利。”山西焦煤霍

州煤电集团店坪煤矿的工

作 人 员 介 绍 说 ，较 传 统

“121工法”，新工法可以使

矿井每开采一个工作面，

既可以节省打一条巷道的

成本，又能多回收一个保

安煤柱的煤炭资源，实现

降本增效，同时延长矿井

的服务年限，可谓一举多

得。

2016 年 10 月 店 坪 煤

矿 正 式 启 动 采 用“110 工

法”，目前，该技术共连续

实 施 了 两 个 工 作 面 。 该

工 作 人 员 给 记 者 算 了 一

笔账，第一个已完结的工

作 面 ，多 回 收 煤 炭 资 源

7.8 万 吨 ，创 造 经 济 效 益

6000 余万元。正在施工的第二个工作面

对工艺进一步优化，预计多回收煤炭资源

19万吨，可实现收益 1.2亿元。

煤炭进步、行业发展需要科技创新。

现场会当天，柳林能源与环境院士工作站

揭牌，该工作站将建成山西省乃至全国推

广应用“无煤柱自成巷 110/N00 工法”等高

新技术的重要示范基地、科技成果孵化基

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持续培育能源

环境安全领域新的经济增长点。

记者了解到，自去年以来，中国矿业科

学协同创新联盟联合国内多家单位，在我

市开展高科技精准帮扶。初步形成了“政

府主导、企业主体、专家主力、学会主角”的

工作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

“去年，我们成功引进中科院何满潮院

士研发的‘无煤柱自成巷 110工法’，这项技

术既能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延长矿井服

务年限，又能通过减少巷道掘进，显著提升

矿井安全水平。同时，柳林还引进了何院

士的‘地质灾害远程实时预警预报’和‘矿

井地热能源利用’等科研成果，这些都是解

决我县能源和环境问题的非常珍贵的高新

技术。下一步，我们还将在‘110 工法’‘煤

铝共采’等领域，支持院士在柳林展开科研

攻关，让更多更好的新技术在我县推广应

用，力争使柳林在能源技术革命方面走出

一条新路。”柳林县县长刘惠民表示。

有了科技支撑的老区，产业素质将得

到有效提升，建设资源转型示范区、争当能

源革命排头兵、构建内陆开放新高地的步

伐会更加稳健有力！

图为何满潮院士向参加首届高科技精准帮扶吕梁现场会的嘉宾讲解城市地热能开发模型系统。记者 薛志雄 摄

为老区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为老区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
———首届高科技精准帮扶吕梁现场会侧记—首届高科技精准帮扶吕梁现场会侧记

□ 本报记者 马温博

柳林县森泽煤铝集团下山峁煤矿于

2009年整合投产，核定年产焦煤 120万吨，

是一座设施先进的现代化矿井。走进下山

峁煤矿，一尘不染的办公楼和干净整洁的

厂区，让你很难想象这里是煤矿。

下山峁煤矿在我市算得上是一流煤矿

了，但是由于采用传统的采煤技术，造成的资

源浪费也是非常可惜的。由于采用传统的煤

炭开采方法（121工法)，资源回收率低、开采成

本高、安全隐患多、地表环境破坏严重。煤炭

大县柳林县的问题更为突出，每年被誉为“国

宝”的 4号主焦煤产量 3500万吨，由于传统开

采方法导致矿井采出率不足 50%，造成的煤

炭资源每年浪费高达 3500万吨，价值 210亿

元。

中国科协在我市扶贫帮扶后出台“科

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实施方案”，在中国岩

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和吕梁市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中国矿业科学协同创新联盟、柳林县

政府、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

实验室、吕梁山煤电有限公司等十多家单

位，在柳林森泽下山峁煤矿和方山店坪煤

矿开展并实施了吕梁市“高科技精准帮扶”

示范工程。该工程的核心就是变传统的

“121采煤工法”为“110工法”。

“110 工法”是一条巷道、一个工作面、

零 煤 柱 施 工 方 法 。 与 传 统 的 长 壁 开 采

“121”工法相比，“110工法”只需掘进 1条顺

槽巷道，另 1 条巷道通过切顶卸压自动成

巷，工作面由“跳采”变为连续开采，且能够

实现 Y 形通风，并有效降低巷道周期性压

力，安全、经济效益十分突出，被业界誉为

“第三次矿业技术变革”。“110工法”以何满

潮院士提出的“切顶短臂梁”为理论支撑，

利用矿山压力，在采空区侧定向切顶，切断

部分顶板岩体的压力传递，进而再利用矿

山压力和岩体碎胀特性，实现自动成巷和

无煤柱开采。

目前在下山峁煤矿实施“110 工法”的

是 9101 工作面，开采煤层为 9 号煤，9 号煤

属自燃煤层，9号煤层具有爆炸性。该工作

面留巷总长度 457米，目前已留巷 300米。

下山峁煤矿矿长贺成龙高兴地介绍

说，下山峁煤矿采用“110工法”后，仅 9101
工 作 面 可 多 回 收 煤 柱 3.11 万 吨 ，价 值 约

2146 万元，巷道综合成本节约 1089 元/米。

全矿井推广后，预计多回收煤炭 41万吨，预

期经济效益 2.8亿元。

“110工法”让下山峁煤矿焕发新活力
□ 本报记者 王涛

本报讯 （记者 罗丽 通讯
员 田二提） 近日，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系统深化“放管服”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视频会议召开。

全市环保系统相关人员在吕梁

分会场参加了会议。

视频会议结束后，我市就

贯 彻 落 实 本 次 会 议 精 神 进 行

安排部署。会议要求，全市环

保系统一要认真学习领会、深

刻把握“放管服”改革的精髓

和要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

强烈的使命担当，认真抓好生

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工

作；二要按照会议部署，攻坚

克难，真抓实干，强化措施落

实 ，确 保 全 市 生 态 环 境 领 域

“放管服”改革工作任务按时、

保质完成，取得更大成效；三

要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创新环

境监管方式，完善环境治理体

系，把“放管服”改革作为加快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体 制 改 革 的 重

要抓手，高位谋划，强力推进，

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实现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为全

市 决 胜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奠 定

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 （记者 穆佳妮）
9月 4日，以省政府安委办副主

任、省安监局副局长杨振中为

组 长 的 省 安 全 生 产 大 检 查 综

合 督 查 组 来 我 市 督 查 。 我 市

相 关 部 门 负 责 人 作 了 工 作 情

况汇报。

1 到 7 月份，全市共发生各

类生产安全事故 61起，死亡 47
人，同比事故起数下降 38%，死

亡人数下降 43%，未发生较大

及以上事故。今年以来，全市

不断推进安全生产行政执法，

严格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准

入条件和产业政策，并建立了

执法公示、执法过程记录、执法

决定法制审核等制度，依法严

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

行为，截至 8 月底，全市各级、

各部门共责令 1717 户企业限

期整改，停产停业（停建）整顿

104 户 ，关 闭 取 缔 11 户 ，罚 款

1096.57万元。

省 督 查 组 对 我 市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给 予 肯 定 ，并 要 求 进

一 步 推 进 全 市 安 全 生 产 大 检

查 工 作 ，切 实 解 决 和 治 理 一

批 当 前 影 响 我 市 安 全 生 产 的

一 系 列 安 全 隐 患 和 问 题 ；进

一 步 推 进 安 全 生 产 领 域 改 革

发 展 ，推 动 各 项 改 革 任 务 如

期 完 成 ；进 一 步 深 化 重 点 行

业 领 域 专 项 治 理 ，在 重 点 行

业 全 面 构 建 安 全 生 产 风 险 分

级 管 控 和 隐 患 排 查 治 理 双 重

预 防 机 制 ，进 一 步 夯 实 全 市

安 全 生 产 基 础 ，促 进 安 全 生

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政务动态政务动态
zhengwudongtai

省安全生产大检查
综合督查组来我市督查

我市收听收看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系统
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视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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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电
（记者 高敬） 来自生态环境部

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

约 八 成 项 目 环 评 实 行 了 备 案

制,不再需要审批。生态环境

部日前印发指导意见,将进一

步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

改革,提升环评审批效率。

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

司司长崔书红介绍,环评“放管

服”改革作为生态环境保护领

域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优

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推

动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方面取

得一些进展。

他介绍,目前环评涉及的 5
项行政许可中,已经依法取消

部门预审、试生产审批、竣工验

收 许 可 3 项,保 留 2 项 。 除 跨

省、跨流域建设项目,部分新建

规模化石化、化工等污染物排

放量较大项目由生态环境部审

批外,绝大部分建设项目环评

审批权下放到省级生态环境部

门。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审批

建设项目环评文件 91686个,其
中生态环境部只审批了 22个。

环 评 实 行 分 类 管 理,分 为

报告书、报告表和登记表,原来

都是审批制,通过修法,依法将

登 记 表 从 审 批 改 为 告 知 性 备

案。上半年,全国备案项目环

评 412864 个,占全国项目环评

总数的八成,即现在 80%项目环

评无需审批。需要审批的 9 万

多个中,编报告书的也只占 8%,
大大减少了环评工作量。

同 时,环 评 审 批 时 限 也 大

幅压缩,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环评制度改革是此次印发

的指导意见中的内容之一。在

解决项目环评中一些“慢、难、

繁”问题方面,意见要求着力压

缩环评编制时间；着力规范环评

审批尺度,减少环评管理中的自

由裁量权,不得违规设置或保留

水土保持、行业预审等环评审批

的前置条件等；着力简化不必要

的环评内容,剥离环评中无关事

项,避免重复评价。

在 提 高 环 评 审 批 效 率 方

面,意见提出强化提前指导,主
动服务,对重大基础设施、民生

工程和重大产业布局项目实施

即到即受理,即受理即评估,评
估与审查同步,开辟绿色通道

加快办理,原则上压缩至法定

审批时限的一半。

环境影响评价相关制度的

改革,是否会留下审批不严等

隐患?
对此,崔书红表示,这种担忧

是没有必要的。他说,环境影响

评价不再作为项目审批或核准

条件,由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
是优化审批制度的重大举措。

这并不意味着可能产生重大环

境影响的项目没有经过环评审

批就可以开工建设。法律规定,
需环评审批而没有经过环评审

批的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否
则属于“未批先建”。对“未批先

建”行为,法律处罚和对相关人

员的处分是相当严厉的。

生态环境部:
八成项目环评无需审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