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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细节入手 让成果可见
——黄陵矿业煤矸石发电公司不断推动管理效能提升

通讯员 史宗元 洪卫林

实干巧干 降本增效

9月 20日零点，黄陵矿业煤矸石发
电公司三期 2号机组在连续安全运行
121天后顺利与系统解列，标志着年度
计划检修正式开始。

机组长周期运行是机组整体运行水
平的直观体现，也是机组运行效能的重
要保证。今年以来，煤矸石发电公司立
足实际，真抓实干，务求实效，推动管理
效能不断提升，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责任落实 把“意识”转为“产能”

“2D浆液循环泵入口弯头衬胶出现
老化，上次临时进行了补修，这次机组检
修要把各个循环泵作为辅网重点检修工
作。”作为辅网专工，脱硫脱硝设备的运
行工况、检修情况，晁俊刚都了如指掌。

“辅网是我们的责任区，确保辅网系
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晁俊刚说。

今年以来，该公司将培养和提升干
部职工安全责任意识作为安全管理的重
中之重。一方面细化责任分工，将安全
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制定责

任清单，明确责任内容、标准，层层传导压
力，形成“责任链”。另一方面强化安全考
核，将职工的关注点聚焦于安全责任的落
实上，作业标准的执行上，安全行为的约束
上，时刻紧绷安全弦。

与此同时，该公司持续深入开展“保安
全、遏非停、聚合力、促生产”安全大讨论，
着眼于安全生产的具体环节、具体岗位、具
体调整等基础工作，查找问题，不断增强职
工的风险防范意识。

“安全意识也是‘产能’。”随着安全管
理工作不断深入，职工安全意识不断提高，
成为该公司机组实现长周期运行的重要保
障。

缺陷管理 效率也是“生产力”

作为缺陷处理的枢纽，该公司利用智
慧检修系统对设备点检、机组消缺、“两票”
管理等工作实现全方位的闭环跟踪。各项
工作的进度、完成率、合格率等内容以日、
周、月、年的时间节点清晰展示在大屏上，

“智能化”成为检修效率提高的“利器”。
“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智慧检

修系统，领取缺陷任务，我们要确保小缺陷
不过班，大缺陷不过天。”该公司设备管理
中心继电保护检修工樊敏亮说。

今年以来，该公司设备管理中心以提
高时效性作为设备管理的重要抓手，从时、
度、效三方面持续发力，第一时间获取缺陷
处理任务信息，以专业为单位，合理分工。
根据缺陷的等级和类型，准确把握轻重缓
急的“度”，提高缺陷处理的针对性。

与此同时，利用班组会议对当天、本
周、本月缺陷处理的完成情况进行分析说
明，紧盯缺陷重复率关键一环，查找深层原
因，责任到人，提高设备缺陷处理效率。

截至目前，化学、辅网、锅炉、汽机、热
控、电气等各专业共完成缺陷处理 2739
条，消缺率 99.24%，为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打下坚实基础。

成果转化 让“实效”成为主角

该公司向职工征集论文 29篇，其中
对外发表 8篇，专利局受理专利 5项、授
权 2项。征集职工创新成果 157项，开展
重点技术攻关 28项 ......在煤矸石发电公

司，技术创新已然成为企业质效提升的关
键点。

今年以来，该公司立足生产实际，持续
开展技术研讨、技术攻关等各项工作。先后
邀请清华大学、西安热工院等专家对机组运
行方式、经济性、安全性进行辅导，邀请东南
大学教授等开展技术培训。同时，邀请全国
300MW循环流化床发电机组的 7家企业，
就机组、经济、环保灵活运行及调整，设备管
理、锅炉检修与防磨防爆，常见事故预防与
处理，深度调峰、技术项目经验交流等议题，
深入进行技术交流探讨。

在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广建平台，
引导技术人员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全力解决
技术难题、突破技术瓶颈。

今年以来，该公司已完成现场设备调整
改造方案 26条，其中 2号锅炉脱硝系统“除
氮截氨”技术优化、三个旋风分离器 SNCR
分区除氮全自动控制已经成功应用，氮氧化
物控制、锅炉壁温超限控制、水平烟道快速
清灰等CFB技术经验交流提升措施已经进
入可行性论证阶段，在公司安全生产、效益
提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报讯（通讯员 何清）今年以来，瑞能
煤业以降本增效为重点，全面增强节耗意识、
优化制度体系、强化管理措施，凝心聚力写好
降本增效“实”文章。

该公司充分利用晨会、例会、经营分析会
等形式，算经济账、念节约经，不断引导广大
职工时刻增强节约忧患意识，牢固树立“过紧
日子”思想，从消除身边的“长明灯”和“长流
水”等浪费现象入手，把节约的理念渗透到职
工日常行为的每一个细节中。同时，积极发
挥党员干部带头示范作用，利用“三会一课”、
网络、宣传报栏等多种方式，动员广大党员统
一思想，提高认识，推进工作。

“降本增效就要求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中
创造最大的利益。”瑞能煤业供应部部长潘龙
表示，现在，废旧纸张两面使用、垃圾袋重复
利用、损坏配件局部利用已经成为矿区工作
的常态，“积少成多、无俭不兴”的思想观念已
经深深扎根广大职工心中。

此外，该公司不断深挖内部潜力，在材料
的流通和使用环节上全面挖潜堵漏，每一个
过程都有详尽的考核办法，以此不断提高降
本增效水平。

针对材料的领用，该公司建立材料领用
管理台账，确保每一件、每一项都能有迹可
循。严格进行物资用料月度目标考核，将材
料费跟工资直接挂钩，严格规范废旧材料回
收及修旧利废的激励和奖惩机制，从源头上
杜绝浪费，不断拓展降本增效的广度与深度，
使节支降耗、降本增效的理念不再是“一阵
风”，而是真正成为瑞能煤业广大职工的行为
准则和“座右铭”。

该公司还加快库存积压物资的盘活利用，
定期对库房内配件、材料进行清理盘查，力争实
现材料配件“零库存”，使公司的经营和发展走
上良性、平稳运行的快车道，矿区成本管理水平
得到稳步提升。

“我们将继续用好降本增效这把‘金钥
匙’，将内涵挖潜、控费降本作为降本增效的
重要抓手，不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瑞能煤
业总经理袁红平坚定地说。

笔者在矿区走访发现，因男女比例
严重失衡、远离城市、交际圈小以及外界
对矿工职业固有偏见等因素，阻挡了煤
矿青年找到爱情、步入婚姻。

这些晚婚或者不婚人群，有的主动不
婚，享受自由；有的被动不婚，源自结婚成
本高；有的交友范围窄，选择面少；有的婚
恋标准高，错过最佳择偶期。种种原因，
导致30多岁未婚的职工并不鲜见。

比起“面对面”相亲，“键对键”
交友更为轻松

当代年轻人追求自由恋爱。然而，也
不乏一些没主见的年轻人，迫于父母的压
力及“适婚年龄”带来的焦虑，着急找对
象。林小雪（化名）就是其中一个。

林小雪是矿工子弟，长相好，毕业刚
分到矿区时，不少人给她介绍对象。但
她眼头高，有的是自己没看对眼；有的是
她看上了，家人又不同意。父母的过度
干预硬生生给她制造出焦虑。

“爸妈追得太紧，为此发生过几次争
吵，我觉得他们把我当个包袱，急于甩出
去。”频繁被催婚让林小雪和父母之间产生
了隔阂，她从家中搬出来，住进单身公寓。

“小雪自视过高，自身定位不准。”林
小雪的母亲觉得女儿过于挑剔，晃大了
年龄，也有些“病急乱投医”，频繁托人给
女儿介绍对象。

“最密集的时候，我一年见了4个相
亲对象，介绍人往往只了解对方的基本
情况，并不熟悉脾性，有的见一两面，就
没了下文。”林小雪的烦恼，是很多人在
相亲中遇到的窘况。

看着一起参加工作的同事先后找到
归宿，林小雪内心也焦急。历经几次相
亲的挫败，她感到别人介绍的有些随机，
不如自己主动去找，就在一家婚恋网站
注册了会员。

“大数据匹配功能很强大，平台能根
据我的需求，比如所在地、年龄、性格，筛
选出我中意的类型。”林小雪觉得婚恋交
友平台相比见面式的相亲，更有私密空
间，交流更自洽，即使谈不成，也不会遭
到父母的询问和责怪。

黄陵矿业公司团委做了项调研，数
据显示，矿区青年中通过别人介绍对象
的占 68.5%、注册婚恋相亲网站的占
40.3%，这两种方式是青年职工尝试“脱
单”的主要方式。还有加入社群和兴趣
圈、参加单位组织的联谊等方式。

闫成宇（化名）在婚恋网站找对象，
则是源于身边同事的成功案例“诱惑”。
但他自己在网上找了两年多对象无果，
有些泄气。他说：“一些相亲网站，男女
的相貌、学历、工作、收入信息被‘明码标
价’，感觉很‘功利’，让人心生抗拒；互联
网平台上用户信息的真实性难以保证，
也存在一些风险。”

由于网恋风险大，一些人抱着“得之我
幸，失之我命”的心态，不过分看重结果。
有一部分人则是为了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多
认识些人，聊聊天，打发时间。

年轻人认为“恋爱自由”“网恋轻松”，
但自由恋爱需要天时地利的缘分，更需要
相互磨合的耐心。一些人从虚拟的网络
世界又回归到“老套”的相亲，也是一种为
爱付出代价和时间成本后的理性回归。

不愿将就，更关注自我提升

35岁的李丽（化名），大学刚毕业便与
相恋多年的男友结婚，婚后育有一女。丈
夫事业心不强，而李丽在却非常上进，她无
法忍受丈夫的“佛系”，选择离婚，女儿的抚
养权归男方，她专心打拼事业。

李丽结婚早，离婚时不到三十岁，人长
得漂亮，精明干练。以她的条件，再找一个
人结婚本不难，但她事业心强，离婚多年，
始终未找到合适对象。时间久了，便对婚
姻再无渴望，而是“醉心”于用一张张亮眼
的成绩单，来证明女性在煤矿这种“男人的
天地”都可以很出色。

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女性自我意识
的觉醒、社会的包容性提高，人们享受美好
生活的方式不再局限于婚姻与家庭。像李
丽这样，收入稳定的离异女性认为，“婚姻
未必可靠，可靠的只有自己，与其和别人

‘打配合’，不如多取悦自己。”于是，她们不
愿再轻易步入婚姻。

不愿将就，也是一些“优质男”的选
择。张宇出自书香门第，受家庭文化熏陶，
生活情趣高雅，才华横溢。他上大学读的
文秘专业，如愿分配到办公室秘书岗位，是
单位数一数二的“笔杆子”，因工作能力突
出，还被提拔成为副科级管理干部。唯一
不如愿的是，张宇今年32岁，却孑身一人。

在张宇的亲戚、朋友看来，他工作上得心
应手，恋爱那窍却不开。张宇性格内敛，不爱
言语，给人一种高冷感。他常挂在嘴边的“不
着急”，让身边的“有心人”望而却步。

究其原因，原生家庭的影响，让张宇觉得
婚姻决不能将就。“我爸妈性格不合，总是吵
架，他们是因为思想保守没离婚，凑合过了几
十年；我一定要找个情投意合的，没合适的就
不结婚。”在张宇看来，好的姻缘是靠相互吸
引，自身足够优秀，才能吸引优秀的人，与其
纠结早与晚，不如把精力用在自我提升上。

面对爱情和婚姻，这些年轻人既保留
着对爱情的向往，又有着对现实的清醒认
知，可谓多元且复杂。有人先成家后立业，
追求相互扶持、共同进步；有人经营自己，
靠实力吸引“灵魂伴侣”；有人觉得一个人
自由自在、猫狗双全也是一种怡然自得。

婚恋高成本让一部分人恐婚

一号煤矿、二号煤矿是黄陵矿业的主
力矿井，两个矿的一线区队中有一部分职
工是农民合同工（简称农合工），他们大多
来自农村，家庭条件相对差一些。

“有成家的愿望，没成家的实力。”笔者
采访了 10多位 30~35岁的农合工，有半数
都觉得自己目前没能力成家，彩礼、婚房以
及婚后的育儿成本让他们望而生畏。

西安市离黄陵矿区较近，教育资源优良，
许多矿区的职工都选择在西安买房。“现在的
人都比较现实，许多女孩择偶的条件是在西
安有房，以减轻婚后生活压力，除非遇到真
爱，房、车都不要。”运输队青工马奔（化名）算
了笔账，西安市一套普通地段的房子均价每
平方米1.4万元，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装
修下来，得200多万元。

马奔讲起自己恋爱的不如意，一脸意
难平：“之前谈了个对象，到谈婚论嫁的地
步，女方提出要在矿区和西安市都买房，我
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商量着先租房，女孩
就觉得我没诚意，婚事作罢了。”

综采一队职工陈江（化名）是名采煤机
司机。尽管采煤一线收入高，可陈江家庭
负担重，一个人挣钱一家人花，还要供养弟
弟妹妹上学。

“有的姑娘因为我家庭负担重，条件不
好，不谈了；有的嫌井下环境危险，让我调
到地面，可我想下井多挣些钱。”陈江的分
手原因，也是矿区许多农合工找对象困难
的原因。他们受限制的是经济条件，考虑
更多的是结婚成本，因为农村出身，加上外
界对矿工职业固有的偏见，农合工这个群
体中“大龄剩男”最多。

陈江的父亲陈立平（化名）无奈地说
道：“我十八岁就结了婚，给了女方家些米
和布，婚事就成了；现在是‘三金一钻’外加

‘房子、车子、票子’，结婚‘套件’升级太猛，
农民给娃娶个媳妇得负债。”陈立平的难
处，也体现婚俗风尚的时代变迁。一些地
方，高价彩礼、奢华办婚礼等陈规陋习还是
很普遍，婚俗改革在许多人眼里也只是事
不关己的口号、倡议。

看着陈江情感受挫，父亲劝他在农村
老家找个条件差些、朴实的姑娘结婚得
了。但陈江不服气，他觉得自己好不容易
跳出农村，怎么也不想再回村找对象。有
限的社交圈子和不愿将就的心理，使找到

“对的人”的难度变大。
陈江把结婚难的“隐痛”藏起来，只管

努力工作，争取转成正式工。他觉得，只有
自己变好，才能遇到更好的。

想要个常相伴的另一半

煤矿工人作为特殊的职业群体，其生活
环境的闭塞和工作环境的高风险性对他们的
婚恋生活产生了显著影响。加之工作时间
长、团聚时间少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一
些工人在建立和维护家庭关系方面遇到障
碍，煤矿工人的分手率、离婚率高。

夫妻二人在同一个单位的凤毛麟角，许
多职工与另一半都是两地，职工等到休班，才
能离矿，两地生活给恋爱和婚姻带来隐患。

二号煤矿生产部的职工杨鲲鹏（化名）是
2015年来矿区的。大学期间谈了个女朋友，
毕业后，女友留在上海发展，“距离产生美”的
效应维持一年后，女友提出分手。

和杨鲲鹏在一个部门的陈锦润（化
名），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学历。
这类职工在矿区实属香饽饽，刚定岗就享
受见习技术员待遇，一年后就调动到生产
部这样的核心部室。可异地恋让陈锦润左
右为难，经过一年多的纠结，他辞职追随到
女友所在的城市打工。

一号煤矿人力资源部部长闫东说：“近两
三年，先后有30多名采矿、安全工程、‘一通三
防’专业的技术工人，矿上的薪酬福利他们都
很满意，但就是找对象难，不愿意两地分居，
有几个都辞职了。”职工成家难与企业人才流
失，看似是两个问题，其实有必然联系。

黄陵矿业煤矸石发电公司的职工罗文
（化名），2018年结婚，妻子佳雯（化名）在
老家重庆生活。随着儿子的出生、父母年
纪增大，家里的吃喝拉撒全落在妻子身
上。尤其当孩子生病，家人帮不上忙，她打
来电话没说几句就开始埋怨。时间长了，
两人的感情就吵淡了，最后走上陌路。多
年过去，两人都未再组建家庭。

“因为长期两地分居，对家庭照顾不够，
许多人都是因鸡毛蒜皮的事吵起来，年轻人

容易上头，可能一冲动就吵散了。”黄陵矿业公
司青年职工人数较多的煤矸石电厂工会主
席梅开阳说。除了地理上的距离，心理上的
距离也是导致职工分手率高、离婚率高的重
要原因。

企业发现问题，就要有效解决问题。公
司人力资源部经理魏军刚介绍：“公司在每
年院校招聘中，会适当招聘一些财务、人力
资源、新闻等专业的女大学生，这是留住青
年骨干的有效手段。”

近些年，管理方面，黄陵矿业公司加大智
能化矿井建设力度，改善职工作业条件，杜绝
井下加班延点，保障职工休息、休假的权益，
让他们为生活多投入一些时间。人文关怀方
面，公司为职工提供更多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如调整工作时间、带薪休假、职工生日当天放
一天假，职工公寓里设置夫妻房、探亲房，方
便家属来矿居住，让相见、相守不再难。

为青年婚恋创造更多的机会

女职工稀缺的煤矿，“大龄剩女”反而不少。
“到适婚年龄没成家的女孩，大多是眼界

高，一些女孩择偶，工作、学历、家境、人品，样
样审视，一些精明的女孩还会考虑男方未来
有没有上升空间、有无家庭负担等，考虑太多
就容易错过姻缘。”二号煤矿女工主任韩兰兰
通过多次走访单身女职工家庭了解到。

组织过多次青年联谊活动的黄陵矿业
公司团委书记高怡说：“现实的不仅是女孩，
小伙也现实，像矿上的大学生、技术员，都想
找正式工，没有稳定工作的‘打工人’或是农
村姑娘一般都不会考虑。”

在“三十岁后择偶难度增加”的现象中，
公司工会、团委的负责人感到“责无旁贷”。
针对矿区女职工少，工会和地方医院、学校等
企事业单位举办联谊活动，为单身青年提供
交友机会；举办心理健康、高效沟通各类讲
座，引导职工积极调整个人婚恋观念，合理规
划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同时注重心理建设，
帮助年轻人提高情绪管理、情感经营的能力；
工会组建文学、摄影各类兴趣小组，拓宽青年
职工的朋友圈，为相遇相知创造更多可能；鼓
励职工提升学历，自身的职场竞争力提升了，
婚恋难题迎刃而解的概率也就增大了。

工会在与青年职工座谈、婚恋主题调研中
发现，恐婚人群不少。有的人觉得恋爱可以，
但“谈婚变色”。繁杂琐碎的家务、难管的“神
兽”、经营家庭关系、隐性的生育歧视，甚至为
育儿牺牲个人事业，这些因素组合到一起，足
以吓退一些未婚女性。而对于男性来说，住
房、高额彩礼、高昂育儿费用等经济压力和
现代女性不接受“丧偶式育儿”的要求，则是
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信息爆炸
的时代，网络上的家暴、出轨等负面信息，都
不同程度引发年轻人的“恐恋恐婚”情绪。
于是，他们一边犹豫、观望，一边“排着队，拿
着爱的号码牌”，错过一次又一次“遇见”。

为鼓励青年恋爱、结婚，公司下属各单
位出台各项政策，送上暖心“福利”。例如，
一号煤矿开设心理咨询室，为职工提供人文
关怀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建立阳光心态；
双龙煤业的大学生矿工结婚，矿上送 10桌
免费婚宴；矿业宾馆开展“如何有效沟通”亲
子教育讲座，破除隔代人的心灵壁垒。企业
从生活、工作、社交等多方面给予年轻人实
打实的支持，为他们遇见“对的人”创造更好
的条件和渠道。让“想恋”的“能恋”，“想结”
的“敢结”，“恐婚”的“不恐”。

本报讯（通讯员 赵鹏）近年来，陕煤集
团黄陵矿业公司二号煤矿坚持“安全是一切
工作之首”的理念，加大安全宣传教育力度，
不断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该矿不断创新教育形式，丰富活动内
容。他们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打造
多维度、立体化的宣教平台。通过电子宣传
栏、微信群、抖音等平台发布安全知识视频、
图文，组织职工参与在线答题，让安全知识触
手可及；线下还组织职工开展安全知识竞赛、
安全演讲比赛、应急演练，增强安全教育的吸
引力和实效性。

同时，将安全宣传教育与日常安全生产
管理紧密结合，聚焦电网运行、设备维护、施
工作业等关键环节，通过培训讲座、现场教学
等方式，组织职工学习专业技能、安全操作规
程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方法，确保职工熟练
掌握安全技能，做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
人、不被他人伤害”。

此外，通过悬挂安全标语、设置安全宣传
栏、发放安全手册等方式，为矿区营造安全生
产浓厚氛围，将安全理念根植员工心中，引导
职工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时时想安全、
处处要安全，让安全成为职工的自觉行动，做
到保障安全人人参与、齐抓共管，合力筑牢安
全防线。

安全宣传强意识

本报讯（通讯员 穆海宏）近期，双龙煤
业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各类安全
活动，持续不断增强广大干部职工的安全意
识，提高现场管理能力，为矿井的高效生产夯
实安全基础。

为进一步拧紧广大职工的思想“安全
阀”，该矿在原有基础上持续发力，坚持做到
早宣传、早发动、早提醒、早预防，通过班前宣
誓、安全签名、家协帮教等形式，加大对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现场安全知识、职业病预防知
识等的宣教力度。把安全警示教育作为提升
全员安全水平的重要抓手。每周坚持至少举
办一次管理人员深入区队和班组面对面宣讲
事故案例，通过一件件真实案例，让大家再次
认识到安全事故带来的严重后果，果断从思
想上与各类违规违章划清界限。不定时开展

“三违”人员现身说法、违规行为大讨论，把发
生在职工身边的“三违”行为，变成职工进行
安全警示教育的活教材，深深触动每一名职
工的心灵，引起大家的共鸣，有力增强了大家
的安全生产的责任心和自觉性。

同时，进一步强化现场隐患排查治理，要
求做到隐患排查彻底到位，不留死角，紧盯顶
板、一通三防、辅助运输等重要环节并开展专
项治理活动，对排查出的问题指定专人负责限
时整改。根据生产进度建立重点区域隐患排
查治理工作检查责任制，把管辖区域安全责任
落实到岗、到人，使现场管理有组织、有制度、
有计划、有目标，众志成城守牢现场“安全关”。

活动多样化 守牢“安全关”

煤矿青年的爱情何去何从
——黄陵矿业公司青年职工婚恋状况调查

通讯员 李小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