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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份，赛尔能源公司领导班子再次调
整，原庞庄矿矿长、徐矿能源公司副总经理王福启调
任赛尔能源公司任董事长、党委书记。

和过去相比，此时的煤炭市场一落千丈，风光不
再，经历10年黄金期的煤炭市场进入了“寒冬”期。

以“真抓实干、铁腕管理、敢于担当”著称的王福
启面对煤市下行，北疆企业开工不足，煤炭需求量逐
年下降的实际，结合市场对公司认真进行了解剖，分
析了矿井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安全基础不
够稳固，质量标准化水平不高；生产组织存在着重采
轻掘，不能从容有序组织生产；煤炭销售凭经验行
事，市场判断失准，营销手段不灵活，开拓市场不足，
煤质不稳定，导致库存煤攀升；基本建设工程存在管
理无序、违规操作、无合同施工甚至违规转包现象；
设备材料管理不到位，存在浪费现象；部分领导干部
思想观念陈旧，责任心、事业心、创新精神淡化，花钱
大手大脚，铺张浪费严重等等。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矿井发展重任，王福启和
班子一班人毫不气馁，在号准了企业发展的脉搏后，
果断采取了紧预算、控支出、严考核、抓煤质、稳市
场、促销售的举措。当年，公司扭转了采掘接续紧张
局面，全年产煤273万吨，同比增长47.6%；实现营业
收入4.08亿元、利润7318.82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27.5%、13.5%，超额完成了徐矿集团年度下达的计
划指标。同时，经过多轮谈判，签订了布腊图探矿权
转让合同，获取煤炭资源5.85亿吨，企业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得到了增强。投入2704.3万元用于修建两堂
一舍、安装供暖新锅炉等民生工程，公司文体中心投
入使用，办公区新增绿地67.2亩。在岗职工人均年
收入62370元，同比增长17%。

2014年，在煤炭市场持续恶化、经营极度困难

的情况下，王福启继续团结带领广大干部职工按照
“目标不变、任务不减、指标不调”的要求，自我加压、
迎难而上，以决战决胜的姿态，逆势奋进，企业发展
再次取得历史性新成就。当年，在春节放假、人员紧
缺、地质条件复杂、四矿及六矿阶段性生产等不利因
素影响下，精心组织生产，稳步提高单产水平，全年
生产原煤315万吨，比2013年273万吨增产42万
吨，增幅13%。将煤炭销售提升到与安全同等的高
度，作为全年增效的龙头来抓。采取“走出去、请进
来”的办法，先后10次邀请煤炭客户160余人次到公
司参观座谈，沟通交流，并逐一走访用煤大户，密切
双方关系。在全国煤炭市场价格竞争白热化的严峻
形势面前，取得了独山子石化、克拉玛依市供热公司
不降价的承诺；开发了石河子天富、锦江电厂、奎屯
电厂三大客户，新增销量39万吨。独山子石化在原
有定量的基础上，增量30万吨。17家规模用户与公
司建立了稳固的供需关系，全年销售煤炭316.28万
吨，同比增销92.36万吨，增幅41%。营业收入完成
5.06亿元，同比增加1.02亿元，增幅25.25%；全年实
现利润9468.38万元，同比增加2055.43万元，增幅
27.73%。

在矿井建设上，公司按照“抓住矿建保工期，加
快土建出形象”的思路，倒排工期，动态监管、全程跟
踪，严格目标考核问责，保证了战略项目有序推进。
全年四矿、六矿90万吨/年改扩建项目基本完工，六
矿新主副井当年10月份投入运行，公司彻底告别了

“小煤窑”时代。经过持续8年的全方位扩能改造，公
司履行了“关小建大”的承诺。此外，通过卓有成效
的谈判，结束了龙源公司承包六矿8年的历史，顺利
实现了对六矿的接管；四矿张集矿项目部人员全部
调入赛尔能源公司，公司真正实现了统一管理。在

行业普遍亏损降薪减员的情况下，公司在岗职工人
均年收入78228元，比2013年增长9.6%。矿容矿貌
更是变化显著，矿区植树1020棵，公司办公区种草
60亩，民生实事的全面落实，增强了职工的从业自豪
感，提升了公司发展新形象。

2015年，在国家去产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
背景下，国内煤炭市场更加错综复杂、跌宕起伏。面
对更加艰难的经营形势，赛尔能源公司干部职工戮
力同心、上下同欲、迎难而上、奋力拼搏，再次取得了
难能可贵的发展业绩。公司坚持“品牌就是市场，质
量就是效益”的理念，加强市场分析研判，坚持生产
适销对路的煤炭产品，以多样的品种、适当的价格、
优质的服务，主动适应市场、服从市场、抢占市场。
积极挖掘销售潜力，提前谋划冬季储煤事宜，先于竞
争对手完成对供暖市场的占领。按照“市场第一，客
户第一，在巩固传统市场，培育新兴市场，大小客户
统抓”的要求，加大高层互访频率，密切相互关系，在
巩固了独山子石化、克拉玛依市供热公司、石河子天
富电厂、奎屯电厂等19家客户关系外，又开发了奎屯
准葛尔热力公司、中电投乌苏热电公司、宇澄热力公
司等7家新用户，新增煤炭销售合同50多万吨，380
公里范围内规模较大的电厂、水泥厂等煤炭销售市
场公司均占有一定份额。在全国煤价断崖式下跌和
极其残酷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公司全年完成原煤销
量301万吨，基本实现了产销平衡。生产组织从容
有序。在四矿停产、人员调整减退、地质条件复杂、
搬家倒面频繁等诸多因素制约下，公司充分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全力抓好布局准备，精心组织煤炭生
产，稳步提高单产水平，全年生产原煤309万吨。积
极应对经济新常态，及时把经营管理工作重心转向
拓市场、压库存、控资金、紧支出。出台了刚性措施，

推行“预算式”管理、“计划式”采购，加大物资设备调
剂和修旧利废力度，提高了设备运转率、周转率和使
用率，最大限度地盘活存量、减少增量。除必要、必
须的安全投入外，严控一切费用支出，全年材料费与
2014年相比，下降了3.38元/吨，电费下降了1.19元/
吨，大型设备投入减少了1123 万元，物资库存较期
末下降了400万元，全年实现利润8100万元。在岗
职工人均年收入88092元，比2014年78072元增长
12.8%。

十年风雨路，一部辉煌史。赛尔能源公司10年
的发展，是认真贯彻落实徐矿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吴志刚提出的“严抓细管、真抓实干、马上就办”指示
精神和总经理孙海“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要求的具
体体现，是徐矿集团先进管理理念在新疆的生动实
践，是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严管干部，抓班子、带队
伍，打造精干高效管理团队，推动徐矿文化落地生根
的精准执行。目前，赛尔能源公司已拥有煤炭地质
储量20亿吨，三矿年产240万吨改扩建项目已经启
动，红山矿新建300万吨/年新项目将视苏新能源公
司煤制气工程进度适时恢复，布腊图300万吨/年露
天矿新项目正在筹备建设，公司规划在“十三五”期
间将建成拥有六对矿井、实现年产1200万吨的现代
化矿区，为苏新能源40亿立方米/年煤制天然气项目
提供煤炭保障。

展望未来，驶向辉煌航程上的“赛尔号”任重道
远，但迎接他们的必将是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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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什托洛盖，这个陌生的镇名，不要说知晓它
是什么意思，就是念起来都很拗口。

10年前，义安矿职工杨勇不曾想到，这个拗口
的名字竟然会和他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那
年3月12日，一纸调令，把他从安逸舒适的徐州老
家调到了和什托洛盖镇。此后，一呆就是十年。

10年前的和什托洛盖镇在杨勇的脑海里记忆
犹新，这个隶属于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
治县的小镇，人口有2.2万人，由蒙、汉、哈、维等13
个民族组成。小镇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地处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中部，是和布克赛尔蒙古自
治县的南大门。那时，镇上人烟稀少，他们租住在
镇上一座拥有10多个房间的二层小楼。由于紧邻
217国道，这里交通还算方便，但是物资匮乏，生活
极不方便。

一晃10年过去，这里留给杨勇太多的记忆。
但是历经10年发展，杨勇所在的徐矿新疆赛尔能
源公司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006年7月30日，刚刚重组和丰煤炭工业集
团公司成立的徐矿新疆赛尔能源公司共有在册职
工1051名，其中拥有中级技术职称人员6名；14对
生产矿井采用落后的房柱式和仓储式采掘工艺，运
输靠人工装车推车和斜井串车提升，安全系数低，
年原煤产量仅有28.73万吨，采煤人均工效0.7吨/
日，工业年产值3483万元,没有宿舍、澡堂和食堂，
只有简易的办公场所，职工人均年收入14718元，
生产生活条件差，企业面临着举步维艰的困难局
面。

历经10年发展，如今的赛尔能源公司从小到
大，由弱变强，原煤产量从2006年的14个矿井产煤

48万吨，提高到2015年的2个矿井产煤301万吨，
产量翻了6.27倍；截至2016年6月底，已实现连续
安全生产1800多天；企业营业总收入由2007年的
8285.52万元提高到2015年的38838万元，增长了
4.68倍。“十二五”期间，公司共实现利税49539.96
万元，比“十一五”的8514.73万元增加41025.23万
元，增幅481.81%，在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排名
第一，名列塔城地区前三名。10年间，公司共向北
疆社会供应煤炭1600多万吨;职工收入由2006年
的14718元提高到2015年的59491.9元，增长了
5.98倍；先后获得徐矿集团“先进党委”、江苏省国
资委“先进基层党组织”和煤炭行业“第十批全国煤
炭工业文明煤矿”荣誉称号，成为新疆戈壁深处的
一颗璀璨明珠，被徐矿集团树为学习的榜样和楷
模。

重组前
人工推车10年前的3月份，和杨勇一起来到和什托洛盖

镇的还有原义安矿副总工程师杭银建、陈胜利和职
工钱文秀、黄开金等9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即
将重组的和丰煤炭工业集团公司的人员和建筑资
产等进行登记造册。

说起重组和丰煤炭工业集团公司，还得从
2001年徐矿集团实施的转型转移战略谈起。那
时，历经百余年开采的徐矿集团资源逐渐萎缩，在
关闭了董庄矿、大黄山矿、韩桥矿夏桥井后，徐矿集
团义安矿、卧牛山矿等6对矿井也将面临关闭。矿
井关闭，职工向何处去已成为徐矿人当时最为严峻
的问题。于是走出去到异地创业，便成了徐矿人艰
难而唯一的选择。

200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推动全疆煤炭
产业升级，推广了徐矿集团与疆内企业合作的经
验，6月份在塔城地区煤矿4号井（为徐矿集团援
建）召开了全疆煤矿质量标准化现场会。

这次会议是一次震动全疆的大事件，会议规模空
前，有600多人参加。会后徐矿集团在新疆名声大
振，全疆都知道塔城地区来了徐矿人，都知道徐矿
人在这里让一座当地人建了12年没建成的4号井
起死回生，并成为全疆第一座质量标准化矿井。同
时，塔城人也看到了徐矿人过硬的采矿技术，看到
了徐矿人的实力和真情援疆的美德。他们开始认
为，徐矿人是塔城煤炭产业发展的希望所在。他们
认准了徐矿，并把煤炭产业升级的希望寄托在徐矿
集团身上。

全疆质量标准化现场会一结束，塔城地区提出
了“扩大合作领域，增大合作规模”的意向，塔城地
区专员铁力瓦尔迪·阿不都热西提于2004年12月
6日，亲率代表团奔赴徐州，与徐矿集团就合作重组
塔城地区煤矿，共同开发煤炭资源签订了产业合作
协议。协议约定：徐矿集团投资5800万元，控股重
组塔城地区铁煤集团。

2005年1月份，重组后的徐矿新疆铁煤能源有
限公司在塔城地区托里县铁厂沟镇宣告成立。在

完成了徐矿铁煤能源公司的重组后，徐
矿集团随即启动了塔城地区和丰煤炭

工业集团公司的重组。
2006年7月30日，徐矿新疆赛尔能源公司在

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和什托洛盖
镇成立。徐矿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李正军和
塔城地区行署专员艾南为公司揭牌。作为安置义
安矿干部职工的接续矿井，杨勇等首批到来的9名
职工和徐矿新疆赛尔能源有限公司首任领导班子
等参加了揭牌仪式，见证了那一难忘的历史时刻。

重组后，随着矿井建设需要，来自义安矿的
200多名徐矿创业勇士，先后离开故土，告别父母、
妻儿，踏上西行的征程，一路向西，来到了江格尔的
故乡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和什托洛盖镇。从此，
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火热的创业生涯。

没有办公室，大家就挤在租用的临时房里办
公；没有宿舍、澡堂和食堂，职工们就自垒炉灶，住
土坯房、钻地窝子、在矿车里洗澡。2007年2月份，
入疆后的第一个春节，赛尔能源公司全体干部职工
顾全大局，放弃春节回家与亲人团聚的机会，坚守
岗位，生产煤炭27万吨，解决了阿勒泰地区牧民由
于冬季大雪封路影响供暖的燃眉之急，受到了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高度赞扬。

面对重组后的14个矿井口多、人员多、产能
低、效益差的现实情况，如何尽快解决低产低效和
人员的平稳过渡问题，成为新公司成立后亟待解决
的难题。

“三年稳定、三年起步、三年腾飞！”时任赛尔能
源公司领导带领大家深入调研后，找到了解决问题
的突破口，确定了今后的工作主题。随后，企业开
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对现有14对矿井的处理，采取留、停、关的政
策。一方面，对储量大、煤层赋存好、系统保持完整
的矿井进行生产系统和工艺调整；另一方面，对储
量少、发展前景不大、效益不好的矿井果断实施关
停。到2006年底，赛尔能源公司原有的14对矿井
只剩下7个，当年累计生产原煤48万吨。2007底，
再次调整后，小矿井逐步整合完毕，只保留了三矿、
四矿、五矿、六矿，当年在矿井减少的情况下，生产
原煤70万吨。

在整合矿井的同时，采煤和运输工艺也在逐步
改变。2006年8月份一接手，公司首先对矿井运输

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将人工推车运煤改为平
板刮板运输机运煤，绞车提升煤炭改为大功率皮带
机运输。通过两个多月的改造，矿井的运输能力得
到了提升。随后，从2006年10月中旬开始，公司
一改过去所有矿井原始的非正规采煤工艺为全部
壁式采煤，大大提高了原煤产量。

2007年，按照“建大矿”的发展思路，矿井改造
继续推进，三矿按照45万吨/年进行改造，四矿、五
矿、六矿分别进行细化优化改造。年底，三矿首个
炮采工作面方好出煤后，公司又果断地关停了一
矿、八矿。同时，在地面加快所有矿井职工澡堂、食
堂、宿舍的建设步伐。2007年底，公司所有生产矿
井简易化“两堂一室”初步建成，职工的生产和生活
环境得到了初步改善。2008年，矿井生产布局进
一步优化，所有矿井改小面生产为大工作面生产。
同年初，为改善机关人员的办公条件，公司购买了
和什托洛盖化工厂的一块地皮，将化工厂留下的两
栋建筑，一栋改造成机关人员办公楼，一栋楼改造
成职工宿舍。2009年8月份，历经3年多的艰苦创

业，赛尔能源公司的机关工作人员告别租住房，搬
进了改造后的办公楼，从此他们拥有了一个稳定的
办公场所。

在矿井改造的同时，面对原公司大量人员的上
访和移交，赛尔能源公司的领导付出了相当大的精
力去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据原赛尔能源公司物业公司经理、现公司煤炭
销售部经理赵义阶介绍，当时接收过来的职工有
1700多人，就连临时烧锅炉的70多岁的老职工也
移交在列。特别是要求认定鉴定工伤的职工，由最
初的10多人迅速上升到100多人，加之生活文化
差异，许多职工对重组不认同，持敌视态度，上访吵
架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复杂的形势面前，公司严格
执行重组时的合同规定，认真界定职工身份。此
后，主动和地方党委政府加强联系，取得他们的支
持。对职工通过讲事理、晓厉害，做深入细致的思
想政治工作，逐步取得了他们的理解。原有职工通
过调出、结算、主动停职以及成立物业公司安置人
员等，使职工队伍逐渐得到了稳定。

时光荏苒，转眼间到了2009年8月份 ，经过
4年的改造和建设，赛尔能源公司矿井建设初具雏
形。此时，徐矿集团对公司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
整。新一届领导班子紧紧围绕“做优做强煤炭主
业，加快产业突围步伐”工作主题，大力实施“稳定
安全形势、稳定煤炭产能、稳固煤炭市场、稳步推
进转型发展”的四稳战略，矿井发展得到了稳步推
进。在稳定安全形势上，公司实施大投入、大治
理，足额提取安全费用。 2010 年累计投入
6817.91万元，更新安全设备421件，完善安全监
测监控系统，大幅度提高了矿井安全技术水平，提
高了防灾抗灾能力。当年，矿井原煤产量达到
130.12万吨，比上年增加18万吨，增幅16%；原煤
销售完成129.15万吨，比上年增销26.59万吨，增
幅25.93%。销售收入完成1.51亿元，比上年增收
0.29亿元，增幅23.8%。在岗职工人均年收入达到
28422.48元，比上年增加5082.6元，增幅21.7%。
同时，有序推进重点项目实施。当年，三矿主体工
程全部完成；四矿90万吨改扩建项目和六矿环节
改造有序推进；四、五、六矿勘探报告通过评审和
备案；红山矿区勘探完成详查钻探和磁法勘查；公

司年产40亿方煤制天然气项目有序推进，可行性
研究报告通过专家评审，项目选址初步确定。

2011年,对成立5年多的赛尔能源公司来说，
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大
事、喜事相连：40亿Nm3/a煤制天然气及配套煤矿
项目隆重奠基；三矿45万吨/年改扩建项目通过安
全设施条件暨项目竣工双验收，是公司第一个通
过验收的改扩建矿井；以采煤机、综掘机相继投入
生产为契机，公司实现了采掘机械化零的突破；启
动“人才工程”，引进实用人才6人。当年，公司原
煤产量完成133.21万吨,销量完成143.13万吨，销
售收入完成1.82亿元，增幅20.5%;全年上缴税费
3262.54万元；在岗职工人均年收入37190元，增
幅19.05%。

进入2012年，赛尔能源公司一手抓矿井扩能
提升，一手抓市场扩容后的增量发展，煤炭产量和
企业利润双创历史最高水平，一举甩掉了亏损的
帽子，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当年，公司实现了
综采由1个工作面到2个工作面，综掘由1个头到
3个头的裂变。在五矿关闭的情况下，原煤最高日
产量突破8000吨，刷新了公司组建以来的历史纪

录，全年原煤产量完成185万吨，超计划85%，比
2011年增产52万吨；完成营业总收入3.2亿元，同
比增长72%；实现利润6446.82万元，超徐矿集团
下达计划近12倍，大步跨入了徐矿集团盈利矿井
序列。同时，企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同步推进系
统优化与装备升级，投入1.1亿元引进3套综采设
备、5台综掘机，公司历史上首次使用720KW煤
机、4600KN支架、764mm槽宽运输机，单产单进
水平提升了近一倍，基本形成了“一矿一面一百万
吨”的集约化生产格局。大力拓展民生工程覆盖
面，大幅增加民生投入，新建了大学毕业生公寓
楼，四矿职工宿舍楼、食堂，改造了三矿供暖管路，
改善了职工食宿条件。新购两辆班车，按时接送
职工上下班。三矿、四矿分别安装了人行车和“猴
车”，减少了职工体力消耗。在三矿安装了路灯，
硬化了四矿道路，亮化了办公区，新增矿区绿化面
积55亩，改善了矿区面貌，提升了企业形象。稳
步提高职工收入，全年在岗职工收入5.19万元，同
比增长28.4%。

多年逆境中的打拼，终于换来了回报，公司显
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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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小建大 小煤窑“涅槃重生”

砥砺前行 多年夙愿变现实

干在实处 煤市“寒冬”铸辉煌

重组前
煤炭公司

重组前
矿井一角

重组前
地窝子

重组前
职工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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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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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矿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吴志刚（前右三）到赛尔能源公司调研 徐矿集团总经理孙海（前左三）到赛尔能源公司调研

赛尔能源公司综采工作面

赛尔能源公司职工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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