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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4岁的穆运喜，2003年来黄陵
矿业前，在其他煤矿也干过，修电机、修
开关、修移变都是一把好手。

煤矿有句老话：出炭不出炭，关键看
机电。分配到一号煤矿综采三队后，穆
运喜专注学好机电技术，修煤机更是他
的看家本领。靠着过硬技能，他从普工
成长为技术大拿，获得“煤炭行业技能大
师”“首席员工”“黄矿工匠”多项殊荣。
穆运喜生活简朴，平时舍不得穿新工作
服，他只有在取得荣誉的光辉时刻，才会
身着一身新工服拍照留念。

2009年开始，煤矿的工作服有了细
致的划分，做工也较之前精细。这一时
期井下工作环境较之前改善了许多，井
下注重降尘，煤尘没有那么大，工作服的
颜色不再一味讲究“耐脏”，有了靛蓝、蓝
黑、天蓝多种蓝色系。矿区招收了不少
青年职工，在传统设计基础上，配以亮眼
的绿色或是蓝绿色拼色设计，更显年轻
人的朝气蓬勃，胸前的企业标识更让人
心中充满自信。

采掘一线的职工劳动强度大，干活
费衣服，工作服仍以劳动布布料为主，抗
磨损，胳膊肘处去掉了之前的“原生补
丁”；二线职工的工作服以棉布料子为
主。井下光线差，衣服上都制作了反光
条，消除职工在弱光下的作业风险，安全
多了一重保障。工装的分门别类让职工
切身体会到企业的关心和用心。

这时工服一年发放一套，大可不必穿
太旧的工服。可穆运喜少时家贫，他习惯
了缝缝补补的日子。工作服旧了别的职
工都会扔掉；而他的工服袖口、膝盖处起
了毛边、褪了色，甚至有破洞，只要洞不是
很大，他就请妻子缝补，照旧穿上。

性格温和的穆运喜对待工作服有些
“简单粗暴”，原因是为了与工作服“相
处”更长久。他说：“我常检修设备爱沾
油污，工作服洗多了容易发旧，我就用电
工刀刮油污，熬到每周休一天班的时候
再送到矿区洗衣房清洗，既省衣服，又给
洗衣房的矿嫂们省心。”穆运喜做事总是

为别人考虑。
穆运喜为人忠厚、重情谊，工作上进、

好钻研的工人都喜欢跟他打交道、学技
术。他告诉每一位徒弟：“煤矿工人有技术
才更有尊严。”这是工作多年的深切感悟。

徒弟刘科庆刚参加工作时，还没领
到新工服。对自己抠搜的穆运喜拿出一
套崭新的工作服送给徒弟，以求人办事
的态度恳请徒弟收下：“我工作服有好几
套能顶换，也不讲究，这套新的你拿走，
就当替我腾衣柜。”

穆运喜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拿手绝
活、看家本领全交给徒弟。刘科庆青出
于蓝胜于蓝，当上了综采三队副队长，多
少年来还是一口一个“师父”地叫着。师
徒二人中秋、过年重要的日子还是会聚
会叙旧。

近年来，工作服在外观改变的同时，
发放量也增加了。刘科庆现在一年能领
到 3套入井穿的工作服，他觉得改良后
的工服设计更合理：“两层拉链比原来单
层扣子设计得更好，扣子在工作中容易
掉落，袖口与裤腿都有扎紧的装置，反光
条比原来的更宽、更显眼。”不论发放多
少件再好看的工服，刘科庆说他怎么也
不会忘记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套工服是师
父送的，师父的好他常记心间。

随着职工队伍越来越年轻化，企业
除了出于工作安全防护的考虑之外，更
重要的是对员工形象的塑造。2006年
开始，企业陆续为职工量体定制了雅戈
尔、培罗蒙、开尔各种名牌西服、衬衫，外
出逛街、会友，穿上倍有面子。冬天购买
冲锋衣、羽绒服，作为不下井时穿的工
装，职工在上下班路上，或者遇到一些极
端天气，这些衣服也可以起到很好的防
护作用。

“我穿西服回陕南，村里人都羡慕，
有的人就是冲着有名牌西服穿想来黄陵
矿业上班。”综采一队职工严后水笑着
说，因为工资高、福利待遇好，许多陕南
贫困地区的农民来矿区工作，实现了人
生逆袭。

本报讯（通讯员 倪小红）“志愿填报阶段，不法分子
常常假冒‘权威专家’，自称掌握‘内部大数据’，声称‘百分
百保上’，利用中介或网站、App等对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指
导，收取高额费用……”连日来，黄陵矿业一号煤矿利用高
考志愿填报的节点，积极向职工及家属宣传反电信诈骗等
知识，为矿区营造平安和谐的生活环境。

在矿区的两堂一舍、家属区等人员集中的场所，宣传志
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了电信网络诈骗套路、
惯用手法及作案特点。为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宣传志愿
者还通过悬挂横幅、设置展板和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及现
场讲解等形式，向过往群众尤其是今年参加高考的职工子
女及家属，宣传打击整治诈骗有关法律政策，介绍了2020年
以来黄陵地区发生的高考填报志愿的电信网络诈骗真实案
例，提醒考生和家长们保持清醒的头脑，谨慎对待各种“捷
径”和“保送”类服务，以免掉入骗子的陷阱，不要相信兜售
试题或替考，切勿轻易点击其他查分网址，切勿听信提前录
取谣言，切勿相信来路不明的录取通知书等。

同时，宣传志愿者向该矿职工推广“国家反诈中心”
App，现场教干部职工用手机下载安装使用，提醒干部职工
要加强自我保护能力，远离电信网络诈骗，发现电信诈骗
违法犯罪行为要及时报警，发现上当受骗应当迅速保存涉
案证据，并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举报。

“反诈礼包”进矿区 捂紧职工“血汗钱”

本报讯（通讯员 张仕昕）今年以来，黄陵矿业公司
二号煤矿牢固树立“安全是一切工作之首”的理念，紧盯安
全工作，强化思想教育，聚焦薄弱环节，狠抓现场管理，不
断筑牢安全防线。

该矿层层压实安全责任，明确各级人员的安全管理职
责，签订安全承诺书，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
抓、业务部室现场抓、作业现场人人抓的管理模式，做到安
全工作人人负责、全员参与、齐抓共管。

同时，该矿精准管控安全风险，不断加强安全管理，构
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责任体系和工作制度，实行分级、分
层、分类、分专业管控，全方位、全过程辨识作业环境、人员
行为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并对各类安全风险进行超前
评估，制定年度风险辨识评估报告和重大风险管控方案，
开展专项风险辨识评估，推动风险辨识评估和管控向队
组、班组、岗位延伸，做到人人熟知风险、全员管控风险。

此外，该矿还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的隐患排查，按照
“谁排查谁签字、谁签字谁落实”的原则，实现闭环管理，并
加大考核力度，确保隐患及时整改到位。

风险精准掌控 隐患整改到位

炎炎夏日，走进黄陵矿业双龙煤业两座矸石山，曾经
的黑山乱石如今蜕变成了两个风景如画的花园，凉风习
习，让人舒心惬意。

30多年来，从井下运至地面的煤矸石渐渐被堆积成两
座“小山”，不仅成为矿区的一块“心病”，也是广大职工走
路都要绕开的“禁地”。4年前，该矿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
原则，一边派人到全国各地矸山治理成功企业“取经”，一
边邀请到西北农大等机构的专家进矿“送宝”，对矸石山进
行彻底治理，使其摇身一变，成为子午岭山林的一部分。

一号矸石山划分为 10个分区，建设成绿树成荫，蝶舞
鱼跃花园，广大职工身临其中，或是放松身心，或是运动健
身，尽享治理后的“红利”。面对占地面积更大、填埋矸石
方量更大的二号矸石山，该矿先后修筑护坡 4000多平方
米，盘山路 2000多米，种植各种绿植 5000余株，建成容量
约为 300立方米高位水池一座，让昔日无人涉足的“黑山
沟”成为矿区绿色画卷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们不仅要治理好矸山，还要从治理后的矸山上要
效益，开启多元发展的新模式。”该矿经理仲照海说。

目前，该矿在一号矸石山建成蔬菜大棚两座和井巷菌
类种植基地一个，一年四季种植西红柿、青椒、西葫芦、蘑
菇等新鲜蔬菜，以此来满足职工餐厅的蔬菜供应，仅此一
项，每年便能够节约成本40余万元，切实实现了从“治”到

“益”的跨越。同时，矿区先后又规划出林下菌种植、鱼类
养殖、水蜜桃和樱桃及山楂种植等多种项目，在满足企业
发展本身的需求之外，努力向周边群众辐射，带动地方经
济发展，实现大手牵小手，共走幸福路的目标。

如今，双龙煤业在治理矸石以“智”求“治”，井下采煤
现场的煤矸石通过智能化运输设备被顺利送到煤矸石填
充巷，经过专业破碎后进行现场抛矸压实填埋处理。截至
6月底，累计充填煤矸石6.05万立方米，让煤矸石从源头上
得到了有效处理，使矿山走上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之路。

矸石山上美如画
通讯员 穆海宏

本报讯（通讯员 田丹丹） 7月2日，国网延安供电公
司联合市发改委、各县区经发局、30余家电力大客户进行
了2024年延安电网迎峰度夏应急演练，全面检验电网应对
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和实战能力，保障迎峰度夏期间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本次演练真实模拟了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期间，电网
运行面临的电力平衡、网络安全、设备故障等各类型风险
和突发事件，演练科目设置针对性强、实战性高。通过演
练，进一步完善源、网、荷三方电力保供机制，检验应对突
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和专业协同配合能力。

入夏以来，该公司提前部署、综合施策，扎实开展电力
供需预测分析，优化调整电网运行方式，实时监测设备运
行情况；提前开展运维检修，增加电网设备、设施巡检频
次，“拉网式”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主变、出线套管、电压
互感器、各类设备接头等进行逐台、逐线、逐杆塔巡视；加
强对电力设施排水、密封等全方位检查，防止设备受潮跳
闸、水淹设备和塔基塌陷等；全面应用输电全景智慧管控
平台和无人机数智化巡检，预防山火、外破等各类隐患；加
强负荷转供消缺和带电作业，确保用户用电“零感知”。

同时，针对夏季易发生的雷暴雨情况，该公司加强抢修
应急管理，完善电网大负荷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电网故障
处置预案，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市县公司“1+12”
供电服务指挥中心24小时运转，常态化备齐应急抢修物资，
确保一旦出现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抢修复电。

模拟演练应对度夏用电高峰

近日，陕煤集团 2024年度煤矿与电
厂火灾事故综合应急演练在黄陵矿业公
司举行。本次应急演练共设有一号煤矿
632 顺槽掘进工作面迎头瓦斯燃烧撤
人、黄陵发电公司辅机干冷塔火灾事故、
煤矿联建楼职工浴室突发火灾事故等 3
个场景，部署了多点并发复杂场景下的
智能灭火、消防救援与应急疏散等科目，
既有桌面推演、现场实景演练，也有井
下、地面、火灾连发场景。演练投入使用
了 34米云梯、40米高举消防车、18吨水
炮消防车以及消防坦克、侦查无人机等
装备，最终火势得到有效控制，成功将被
困人员救出并送医治疗。图为黄陵矿业
黄陵发电公司辅机干冷塔火灾事故演练
现场。

通讯员 杨超 摄

应急演练
提升安全

矿工的工装故事
通讯员 李小艳

工装不仅具有劳动保护的功能，还被称为企业文化的“时装”，是企业形象的一个重要
元素。34年间，黄陵矿业一号煤矿向前发展，职工拼搏奋斗，工装就好比“铠甲”，见证了矿
工在奋斗征程中的披荆斩棘，也流传了好多温情的故事。

1989年9月，第一批矿区的建
设者来到黄陵，从一片河滩地里艰
难起家，栉风沐雨、披星戴月，从建
设初期的征地、改河、四通一平到一
号煤矿及选煤厂的相继建成落地。

曲志欣是陕煤集团黄陵矿业
公司的首位全国劳动模范，也是
第一批来矿区的职工。他到矿参
加培训时，便领到第一套工作
服。上世纪90年代，煤矿工人大
多身穿号称中国“牛仔”的劳动布
面料做的工装。由于井下温度、
湿度变化大，作业劳动强度高，矿
工服不仅要耐磨、耐脏、抗钩挂，
更重要的是要确保矿工在风、冷、
尘、黑、湿、钩、挂、绞等各种特殊
作业条件下的安全和舒适。劳动
布做成的工服坚实耐穿、吸湿透
汗、抗静电，适合井下作业，颜色
多是靛蓝色，胸前有个兜，矿工最
珍贵的工作牌常常装在兜里。

曲志欣身材瘦高，那时的工作
服并不是量身定制，不是很合身。
效益好的时候一年发一套，遇到
1998年金融危机、煤炭市场不景
气、项目停缓建的困难时期，工服短
缺，那时没通暖气，晚上把工服洗干
净，火炉旁烘干，第二天才有的穿，
破到补得不能再补的时候，打申请
更换，两三年才发一套。衣服松松
垮垮，衣袖宽大，胳膊肘处还有“原
生补丁”，根本穿不到面儿上去。

“工作服发得少，那时没洗衣
房，连续穿很多天才洗一次，油污
一多，布料就跟包浆似的，穿在身
上磨得皮肤生疼。”曲志欣回忆
道，每次完工后，从头到脚、从里
到外都是煤尘，好面子的年轻工
人总是草草地把工作服塞进更衣
柜，换上一套合身的衣装。

“外人看不起煤矿工人，叫我
们‘煤黑子’，可我就很自信，我喜
欢这身粗布工装，虽然单位没钱多

发工装，但是不管效益好坏，却一直都
很重视对职工的培训。”曲志欣说，他刚
招来就被派到西安矿院学习，单位建设
初期就向先进看齐，早期与美国英格索
兰公司、德国福伊特公司合作，走出去、
请进来学习采煤工艺。1994年，在黄
陵矿区组织的劳动竞赛中，他取得单机
月成巷1402.2米的好成绩，超过澳大
利亚、英国等国家的水平。

历经34年的发展，黄陵矿业一号
煤矿智能化示范煤矿的“名片”响彻
全国。2014年 4月，时任一号煤矿综
采三队队长的曲志欣，带领队伍在全
国开创了薄煤层智能化开采的先河，
实现了百万矿工地面采煤的梦想。
煤炭工人的形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改变，工人穿着矿上发的西装、打
着领带，坐在地面采煤，“煤黑子”成
了“煤亮子”，甭提有多神气了。

因为智能化方面的突出贡献，曲
志欣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还成立了
曲志欣劳模创新工作室，着力为矿上
培养高技能人才。

作为矿区的职工代表，他不忘履
行代表义务，不只操心安全生产，职
工的衣食住行他都关心。“工装是一
件事关职工冷暖的实事，煤矿工人不
容易，一定要为他们创造好条件，一
线职工都说好，那才是真的好。”

曲志欣亲身体验在特殊环境下
爬、伸、屈等作业动作对工装的要
求。他把意见反馈给矿工会，工会联
系生产厂家，经过多次改版、打样，让
职工反复试穿体验，从衣领、口袋、裤
腰、裤腿多处进行了改进，阻燃级别、
理化性能、接缝强力等指标都不同程
度得到完善。最终设计出安全、舒
适、更符合人体工学的井下工装。

如今的矿工服质感好了，款式好
看了，颜色也丰富，有蓝色、红色、橘
色，入井的装备又酷又实用。工装变
化的背后，是企业对劳动保护的重视，
是矿工的幸福指数。

工作服见证成长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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