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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潮涌动齐竞渡
——黄陵矿业一号煤矿开启新年新征程

通讯员 倪小红 记者 孙艳艳

一年春作首，万象始更新。
新年伊始，在陕煤集团黄陵矿业一号

煤矿的百米井下，滚筒发出的割煤声清脆
响亮，奏响了春的旋律；仓下发运现场，一
辆辆拉煤火车不停地穿梭，点缀了春的风
景；生产部办公室，创新攻关的讨论此起
彼伏，洋溢着春的欢歌；机修车间，岗位工
如琢如磨操控焊花飞舞，描绘出春的色
彩。井上井下，处处充盈着奋力奔跑的力
量，处处涌动着只争朝夕、击楫奋进的滚
滚浪潮。

安全生产紧锣密鼓

1月28日，春节收假后首个工作日，催
征号角再次吹响。在627“5G+透明地质”智
能化综采工作面，采煤机滚筒飞转，坚硬的
煤层像切面包一样被片片削落，大块的原
煤从煤壁垮落，液压支架“臂膀”不停地来
回伸缩，滚滚乌金如流水般通过刮板运输
机及其他运输设备源源不断地运往地面。
坐在地面监控中心的采煤机司机张东峰利
用5G平板电脑，监控看着采煤机稳步前行，

流畅自如地割煤、推溜、移架，一脸的自豪。
离 627智能化综采工作面不远的 632

掘进工作面，同样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
象。在 632回风顺槽智能快掘工作面，操
控员孙建雷和刘文升操纵着 EJM560/4—
2T掘锚一体机，截割、锚护、运输开始平行
作业，伴随着左右两侧可伸缩调节的截割
滚筒飞速转动，截宽 5.2米的煤壁款款坠
落。在割煤与支护均完成后，行走部载着
重达百余吨的机身稳稳前行，完成一个掘
进循环。

走进一号煤矿选煤厂仓下装运车间，
大红的灯笼、喜庆的“福”字高高挂起，车间
里洋溢着浓浓的年味。一列满载着煤炭的
重载列车缓缓从仓下出发，犹如一条黑色
的“长龙”，在朝阳的映射下，经过抑尘防
冻、整平压实的优质煤炭产品顶层，“黄灵
一号”4个大字熠熠生辉。

“6列15500吨是1月26日的煤炭销售
‘成绩单’，从大年初一到初八装运了
56400吨，比去年同期提升了 2%。我们将
再接再厉，努力实现从‘开门红’到‘全年
红’的目标。”该矿运营销部部长孙俊平说，
新年新气象，相信兔年定有更好的成绩。

智能技术升级调试

1月29日23时30分，一号煤矿数据中
心灯火通明，信息部副部长李权正在对智
能矿井数据中心子系统进行升级。

“起步就要提速，开局就要争先。2023
年矿上要推进落实安全风险防控一体化模

式，深化‘四治理一优化+AI+NOSA’安全
管理体系，智能矿井数据中心作为信息化
工作的‘心脏’，重要性愈发凸显。目前我
们正在进行数据服务端数据升级，需要解
决的难题还有很多，压力还是很大。我们
从矿井抽调了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组建高
素质专业技术团队，共同解决项目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李权说道。

抬望眼，处处是春天，时时无闲人，高质
量发展的奋进号角响彻矿区的各个角落。

“加快‘智能化+110工法’推广，攻克
尾巷支护全过程智能控制、瓦斯赋存规律
及精准抽采等技术难题，实现与智能快掘
的协同作战、高效采掘，推动减头减面到
位。”1月30日上午，在该矿生产部办公室，
生产部部长梁林正打开图纸和部门其他技
术人员讨论 1010“智能化+110工法”综采
工作面安装前各项工作细节。

一年之计在于春。如何将手中的“施
工图”转化为“实景画”，唯有苦干、实干。
在机修车间，只见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到
处都是紧张忙碌的身影，生产现场一片火
热。车间工人师傅们正在有条不紊地焊
接、检修、加工等，大家都在埋头苦干，一刻
也没有松懈。

“平均每天焊接铁篦子 40个、工字钢
30个，加工10.3米锚索250根、水管吊环电
缆挂钩 500个、返水管 5件，既要保障一线
设备的维护保养，又要设计加工井下辅助
配件，从元旦到现在，我们就没停过。”该矿
机修车间主任张海斌介绍道。

瑞能煤业始终牢固树立
“节约”观念，从料耗管控、设备
配件等方面夯实成本管理，积
极引导职工通过实用的“小发
明、小创新”，解决节能减排、降
低成本的“大问题”，助力企业
降本增效。

图为职工自己设计制作的
电缆吊挂拖移架，可有效解决
电缆频繁拆安问题。

通讯员 何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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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种山地苹果的第8个年头，收入肯定会
一年比一年更好。”2月初，春寒料峭，在子长市安定镇
白杨树坪村一处果园里，微风轻轻吹过树梢，拂过正
在认真修剪果枝的刘华的脸庞。白杨树坪村“流行”
起种果树，和刘华这个致富带头人息息相关。

刘华今年 47岁，1994年初中毕业后便去当兵，先
后在四川和北京服了 8年兵役。服兵役期满后，他又
外出打拼创业，2014年回到村上，通过土地流转发展
山地苹果120亩，在他的精心管护下，现如今果园已大
面积挂果，也让他从中尝到了甜头。

刘华务劳的果园从第 5年开始挂果，去年套了 50
多万袋，收入近 40万元。从观察今年的花芽情况看，
刘华欣然断定，今年大约能套 80万袋，收入会更可
观。他说，眼下正是春季果园管护的关键时期，一定
要做好果园的前期管护工作，才能保证苹果有个好收
成。

刘华管果园和一般人不同。在发展山地苹果产
业过程中，他严格按照“标准化建园、精细化管理、科
技化渗透、多元化投入、规模化经营”的总体思路，科
学规范操作放线、打坑、施肥、浇树、缠杆等作业，科学
规范地管理，果树长势喜人，果园收益一年比一年高。

刘华种果树尝到了甜头，村民们也想参与进
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发展山地苹果，刘华把自
己学到的技术和经验倾囊相授，深得村民好评。
2018年，刘华当选为白杨树坪村党支部书记，从果
农到村党支部书记的角色转换让刘华明白，要让整
个村子富起来，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刘华首先把目光放在了贫困群众身上，他带领村
“两委”班子，确定了“精准脱贫＋长线产业＋短线产
业”的脱贫攻坚思路，其中，短线产业是养殖、劳务输
出产业，长线产业是山地苹果、农产品深加工产业。
对于让自己初尝甜味的山地苹果，刘华有很多想法。
党建引领促发展，刘华把支部建到了果园，把贫困群
众镶嵌到了产业链上，累计发展山地苹果 3340亩，其
中挂果园 800亩，苹果产量 20万斤，建成百亩良桑基
地1个，发展果桑260亩，蚕棚2个，养蚕20张。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刘华的提议下，2020年白杨
树坪、石畔、李家沟、魏家砭四村党支部成立了中山川
联村党总支，组建了联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公
司法人的刘华，积极开展小杂粮、手工挂面、手工粉
条、山地苹果、葡萄等农副产品的加工、包装、销售，推
行订单农业，开发了富有安定元素的农特、旅游产品
包装，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提供了政策扶持依据和
品牌带动效应。

目前，该公司已开发农副产品 20个，实现销售收
入 15.2万元。除白杨树坪村 35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外，还带动周边 500名群众迈上小康路。刘华本人也
先后获得 2018年度“子长市优秀村党支部书记”、延
安市 2018年度“脱贫攻坚优秀村党支部书记”等荣誉
称号，白杨树坪村被子长市委组织部评选为 2020年
度“市级党建示范村”。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付出
努力。刘华在发展山地苹果、为村上发展尽心尽力
的同时，还坚持每天抽出时间来学习，提高自身素
养，在 2020年面向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招录
公务员考试中，刘华被录用为安定镇干部。

“我依然热爱着农村，关注村上的产业发展。今
后，我要带着村民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刘华信心满怀
地说道。

“我要带着村民把日子越过越好”
——记子长市安定镇白杨树坪村

原党支部书记刘华
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王俊香 郭档

● 刘华（前排右）在果园中示范剪枝

在井场铸就匠心匠艺
——记延长油田杏子川采油厂高级注水工汤万虎

通讯员 侯小龙 记者 李欢

春节刚过，延长油田杏子川采油厂高级
注水工汤万虎就开始忙碌。汤万虎从一名
采油工到高级注水工，发明创造了不少井场
实用工具和革新工艺，让抽油机焕发新生
命，以“注水驱油”唤醒地下油藏的青春活
力，生产效益实现大幅增长。多年来，汤万
虎坚守采油一线，注重科技创新，不怕困难、
迎难而上，在默默奉献中铸就匠心匠艺。

提升技能，成为注水管理能手

2006年，汤万虎成为杏子川采油厂的
一名采油工人，过上了以山为伴、以井为家
的生活。在井场，他学会了操作维修机器
设备，学会了主动工作和独立解决问题。
渐渐地，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他所在的
井场屡屡被评为“文明井场”，他也从采油
工晋升为采油区队长。

随着延长油田对注水工作的加强拓
展，杏子川采油厂逐步开展注水系统的建
设。2010年，汤万虎被选派到杏子川采油
厂注水大队，负责采油一大队区域的注水
管理工作。为尽快胜任新的岗位，他积极
向有经验的同事请教学习，拆装废旧设备
研究工作原理及性能。白天，他跑现场查
看注水设备运行情况、收集整理注水基础
数据，晚上查资料、写笔记，积累实践经
验。通过积极的学习培训，他逐渐掌握了
注水工艺及理论基础，并考取了高级注水
工技能证书，成为厂里的注水管理能手。

那段时间，汤万虎天天骑着摩托车奔
波在各个井站，监督注水工程建设质量，协
调解决涉农问题，使采油一队油区实现规
模注水。

2016年，汤万虎调任采油四队郝家坪
注水项目区担任副队长。当得知有的站内

计量总表数与单井每天误差超过80方时，
他在心中立下“问题解决不了决不下山”的
誓言。汤万虎连续 15天深入现场分析误
差找原因，对注水各个环节、每口井、每条
管线、每块流量计等进行现场排查、分段测
试，经常一忙就忙到凌晨两三点。通过现
场反复测试，他发现，恒流配水器和微型阀
组均存在计量不准现象，而且两条管线流
程不对。

“找到原因后，我们就对注水管网进行
优化改造，成功破解了计量难题。”汤万虎
高兴地说，通过几年的规范注水管理，项目
区的地层压力得到恢复，各项技术指标显
著提升，油井日产量增加，实现了注水精细
管理和效益的“双丰收”。

考虑到注水工流动性大、文化水平和业
务技能参差不齐等问题，汤万虎制作培训课
件，讲解注水驱油工艺理论、设备的安全操
作等方面知识，干部职工“重油轻水”的思想
观念彻底扭转。在他的培养带动下，10余名
职工成为各采油队注水站长及技术骨干。

科技创新，节支降耗显成效

注水作为二次采油的主要工艺，既有
地面建设也有地下管网，既管水的注入，也
考虑油的采出，注水系统涉及面广、工作量
大，加之各油区地质条件不同、布井工艺不
同，难免有各种问题。处于这种复杂的情
况下，汤万虎设计发明的“水源井泵体防掉
保护装置”“水源井电缆固定卡子”等工具
和设备，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他还根
据注水系统运行流程，编制出切合实际的
物联网电子报表，确保注水数据录取的及
时性与准确性，解决了注水数据迟报、错
报，用工短缺的问题。

汤万虎建议改造的龙安新区供水项
目，杜绝了运输安全风险，避免涉农干扰，
克服了雨雪天气无法供水问题，从根本上
解决了设备的综合利用与水源短缺问题，
每年节支300万元。他参与的华子坪油区
注水开发配套技术研究及运用获得陕西石
化科学技术一等奖；他设计的多功能井口
封堵装置、管线连接工艺改造、二维码平台
技术在注水管线巡检、测压和设备管理中
的应用等40余项发明革新创效项目，被采
纳表彰奖励 33项，9项通过国家实用新型
发明专利认证，5项创新成果被收录《延长
油田增收节支、降本增效典型案例之“蜕变
重生”》专著，在油田推广运用，创造经济效
益达千万元。

汤万虎不仅自己热衷于小改小革，他还
带领其他职工一起打造郝家坪注水项目区
创新工作室，先后收集各类管理和技术创新
建议30余项，年创造价值20余万元。他的
创新团队自主研发新式玻璃钢注水管线抢
修技术，抢修时间由24小时缩短为1小时，
工艺简单，使用年限较传统材质提升1倍。

创新发明，要耐得住性子、熬得住寂
寞。汤万虎常常在一堆破铜烂铁里“瞎翻
腾”，或是在生产设备旁细心琢磨着运行规
律，他把内心的责任和担当化作对工作的
热爱和追求。凭借着优异的工作表现，他
先后获得采油厂“先进工作者”“党员先锋
岗”“十大杰出青年”“科技创新标兵”等多
项荣誉。

汤万虎汤万虎（（右右））研究智能精控注水仪研究智能精控注水仪

红都旅游喜迎“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方大燕 通讯员 李康） 兔年新

春，志丹旅游市场迎来“开门红”。春节假期，该县共
接待游客 13.4万人次，同比增长 51%，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2881万元，同比增长54%。

“我今天带着孩子参观了保安革命旧址和中国人
民抗日红军大学旧址，就是想让孩子学习革命先辈勤
俭节约、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珍惜当下幸福生活。”
来自山西游客王先生说。

据了解，来志丹县旅游的游客主要目的地以乡
村游及三A级景区为主。三A级景区包括保安革命
旧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旧址、九吾山景区，乡
村游目的地包括洛河大峡谷、陕西省乡村旅游示范
村永宁镇崾子川村周边，以及县城太白山、双河镇
三台山、顺宁镇保娃沟门村周边、金丁镇金鼎寨等
地。

志丹县还组织实施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示范项目延安过大年之“志丹过大年”文化活动，
包括“云”上非遗、“云”观春晚、“云”赏文艺、“云”览
河山、“来我村过大年”等活动，进一步丰富了群众文
化生活。

它力量乡村振兴

操控员操纵设备操控员操纵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