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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下发
《关于颁布劳动关系协调员等16个国
家职业技能标准的通知》（人社厅发
〔2019〕47号），批准颁布并施行由煤
炭鉴定中心承担修订任务的《井下支
护工》、《矿山救护工》和《压缩机操作
工》3个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同时，原
相应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废止。

本着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
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技
能鉴定提供依据的原则，煤炭鉴定中
心审慎选择职业技能标准编写单位和
审定专家。

前期，煤炭鉴定中心充分开展职
业调查，调研企业和职业、技工院校，
掌握职业发展状况和从业人员数量、
受教育程度等信息。结合国家职业技
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煤炭行业发展
趋势和劳动者未来职业发展，与标准
编写专家商讨确定标准框架结构，使
之符合职业培训、技能鉴定和人力资
源管理的需要。

本次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修订工
作，邀请了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大屯煤
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能源集
团宁煤集团、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
集团、红透山矿业有限公司、开滦（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彬长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陕西陕煤黄陵矿业有限公
司、首钢矿业公司、河北钢铁集团矿业
有限公司、兖矿国宏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培训中心、中国
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等行业内外龙
头企事业单位中“懂技术、会管理”的
专家参加标准审定。标准审定会上，
与会专家充分讨论，逐字逐句审阅标
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

定中心、化学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冶金工业职业技能鉴
定指导中心、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中国黄金协
会、煤炭工业出版社、对此次国家技能标准修订工作给予了大力
支持与帮助。 来源：国家煤炭工业网

今年初，陕西省发生了神木市百吉
矿业李家沟煤矿“1.12”重大煤尘爆炸事
故，死亡21人，给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工
作造成重大影响。为深刻吸取事故教
训，扭转安全不利局面，按照防范遏制煤
矿事故视频会议的部署要求，全省迅速
开展高风险煤矿安全“体检”工作并取得
了显著成效。

一、坚决贯彻落实中省决策部署
（一）深入开展全省煤矿安全大整治

活动。为深刻吸取“1.12”事故教训，省
政府先后4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煤矿
安全生产工作，建立了安全生产月度会
制度，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1月22日省政府印发通知，针对
违规承包、采用淘汰工艺采煤、“三改四”
车辆、榆林市“明盘”项目等9类重大隐
患，在全省开展为期半年的煤矿安全大
整治活动。

（二）规范煤矿承包行为。省应急厅
会同陕西煤监局印发《陕西省承包煤矿
井下生产队伍管理规定（试行）》，对发包
煤矿和承包队伍提出了 22 条具体要
求。目前，榆林市存在违规承包且未整
改到位的矿井已全部停产。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出台专门办法，所属煤矿立即停
止外委队伍作业，并着手全面清理外委
队伍，积极组建自营队伍。

（三）严把煤矿节后复工复产关。严
格执行《煤矿复工复产管理办法》，推动

安全有保障的煤矿有序复工复产。榆林
市组织了由分管市领导牵头的验收组，
逐矿验收。陕西煤监局在3月份开展了
为期一个月的煤矿节后复工复产和全国

“两会”期间安全监察活动，对重点煤矿
开展随机抽查。全国“两会”期间，省局
及分局共监察矿井80处,查处隐患429
条，下达执法文书369份。责令停产整
顿2矿次，责令停止生产（建设）31次，责
令停止采掘作业12次，责令停止使用设
备8次，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2个，行政
警告7次。对煤矿企业处罚10次、134.1
万元，对煤矿企业负责人处罚5次、11.9
万元。另外拟对煤矿企业行政处罚 6
次、592.3万元，对煤矿企业负责人处罚
5次、33.4万元，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1
个。

（四）开展高风险煤矿安全“体检”工
作。省安委会以1号文件下发通知，成立
了以省政府分管副秘书长任组长、省应
急厅和煤监局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的领
导小组，分4个阶段开展工作：第一阶段
由煤监局牵头，梳理确定了65处高风险
煤矿。第二阶段为企业自检自改，明确

“对煤矿企业自检已发现，并积极整改的
隐患，监管监察部门原则上可不予处
罚”，鼓励煤矿主动暴露、积极整改重大
隐患。第三阶段由煤监局负责，组成65
个体检组开展重点监察。第四阶段为隐
患整改，由各级监管部门监督企业落实

整改措施，消除隐患。3月份，将榆林市
20处坚硬顶板和低瓦斯矿井纳入“体检”
范围。

二、精心实施高风险煤矿“体检”式
重点监察

（一）领导带头，率先垂范。明确局
领导和机关处室、分局党政主要负责人
共28人带队开展监察，压实工作责任，确
保“体检”质量。5位局领导率先对灾害
严重、条件复杂的正通煤业公司高家堡
煤矿、陕煤韩城公司下峪口煤矿、陕煤彬
长公司大佛寺煤矿、陕煤黄陵公司一号
煤矿和韩城市兴隆煤矿进行“体检”，竖
起工作标杆。责令正通煤业公司高家堡
煤矿继续停产整改，由长武县人民政府
按千米冲击地压矿井标准组织论证，落
实防范措施，将2019年产量控制在200
万吨/年（设计 500万吨/年），核减定员
114人。对韩城市兴隆煤矿停产整顿，暂
扣安全生产许可证，罚款100万元，对企
业主要负责人罚款5万元，并责令该矿对
计划开拓的下水平（采深700米）进行冲
击地压倾向性鉴定。对陕煤红柳林煤矿
超能力组织生产、上级公司超能力下达
生产计划的问题，责令停产整顿，暂扣安
全生产许可证，罚款110万元，并责令核
减2019年生产计划400万吨。

（二）充分发挥专家技术作用。在全
国范围内选聘具备高级职称、主体专业
的97名专家参与“体检”工作。其中中煤

科工重庆院和淮南集团瓦斯专家11名，
煤科总院和山东省防冲专家11名，中煤
科工西安院水文地质专家5名。

（三）保持严谨作风查实情。每个
“体检”组所有监察员、专家全部入井检
查，必要时多次入井反复求证，遵循“查
资料入手—井上下现场检查—再查资料
印证—再入井核查—形成问题清单—集
体讨论分析—提出整改措施”的工作流
程，做到既“查明病因”，又“开好药方”。
对陕西燎原煤业有限公司“体检”时，发
现该矿作为突出矿井，使用淘汰的防爆
特殊型矿灯，责令该矿停用该型号矿灯
280 盏，对矿井存在的隐患罚款 51 万
元。同时，针对瓦斯、水害防治等工作提
出合理化建议14条。

截至3月底，已完成“体检”23处，共
有监管监察人员189人次、专家115人次
参与工作。发现一般隐患791条，重大隐
患13条，停止使用设备121台（套），停止
局部作业50处，停产（停建）6处，暂扣安
全生产许可证3处，罚款418.7万元。

下一步，陕西煤监局将按照黄玉治
副部长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深
刻吸取事故教训，合理调配专家和监察
力量，确保5月底前高质量完成全部“体
检”任务。对于“体检”中发现的重大隐
患，全部交由地方政府挂牌督办，同时加
大执法力度，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
故发生。 来源：国家煤监局网站

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煤
矿人根据工作实际，将生产中哪
些应当坚决遏制的行为总结出
来，提炼为安全生产“十不干”19
字诀——“票在人在、两点、两范
围、两安全、一杆、一高、一空
间”，具体内容如下：

票在人在：无票的不干，工作
负责人（专责监护人）不在现场的
不干；

两点：工作任务、危险点不清楚的不干，
危险点控制措施未落实的不干；

两范围：超出作业范围未经审批的不
干，未在接地保护范围内的不干；

两安全：现场安全措施布置不到位、安
全工器具不合格的不干；

一杆：杆塔根部、基础和拉线不牢固的
不干；

一高：高处作业防坠落措施不完善的不
干；

一空间：有限空间内气体含量未经检测
或检测不合格的不干。

来源：江苏应急与管理公众号

4月17日，川煤集团芙蓉
公司杉木树煤矿发生一起瓦
斯超限致26人涉险事故，四川
省已成立联合调查组立案调
查。

4月17日下午，国家煤监
局检查组在对杉木树煤矿检
查过程中，测出该煤矿一采煤
工作面上隅角挡风帘内瓦斯
浓度高达5%，处于爆炸界限，
检查组立即要求断电，迅速撤
出人员。事后，检查组调查了
解到，该检测点在4月17日上
午瓦斯已超限，浓度达 3%。
根据规定，采煤工作面瓦斯浓
度达到1%必须报警，达到或
超过1.5%必须断电立即撤人。

鉴于今年川煤集团已发
生3起瓦斯事故、1起重大瓦

斯涉险事故，川煤集团被责令
对所属8个煤与瓦斯突出矿
井、水文地质条件极复杂和复
杂矿井停产整改，重新进行隐
患排查和问题整改，逐矿形成

“两清单一报告”，由四川省国
资委组织验收合格后再组织
生产。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强
化安全生产管理，遏制和减少
事故发生，四川煤监局将结合

“体检”、通风瓦斯、防治水、安
全培训等专项监察任务，以全
省国有重点煤矿、高风险煤矿
为重点，组织多个监察组开展
精准执法，对通风瓦斯管理不
到位、采掘接续紧张等12类情
形，一律责令停产整改。

来源：中国煤炭新闻网

一、事故经过
2018年1月26日11时30分，柏

树屋矿维修队曾兵发、刘瑞高、陈相桂
一同下井，到-250m水平南石门21
(19)1工作面东运输巷进行巷道维修
作业，12时30分左右到达维修地点。
班长曾兵发负责在维修地点拆换支
架，刘瑞高、陈相桂负责出煤、矸，搬运
材料。随后安全员曾冬祥来到作业地
点检查，曾冬祥发现顶板来压，并有1
处断梁，曾冬祥当面向正准备维修的
曾兵发告知了现场情况，要求曾兵发
必须先采用临时支护，加固并确认安
全后才可以进行维修作业。曾兵发在
安全检查记录本上签字后，曾冬祥离
开到其它地点检查，未向带班矿领导
刘宗海汇报(刘宗海当时在-200m水
平巡查)。曾冬祥离开后，曾兵发3人

开始作业，在维修过程中出煤和矸石
各1矿车，并在在巷道顶部支好一根
木横梁。

14时左右，垱头支护材料用完，
曾兵发安排刘瑞高、陈相桂把煤矸推
出去，把支护材料运进来。当时曾兵
发在没有进行临时支护的情况下准备
维修下一架支护。刘瑞高、陈相桂一
起把煤、矸推运到-250m水平南石门
后，就去车场搬运材料。14时27分，
刘瑞高、陈相桂搬运材料到距维修作
业地点 30m处，听到维修点响了一
声，立即赶过去，发现维修点顶部煤层
垮落了2至3矿车煤矸，曾兵发被垮落
的煤矸埋住。

二、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巷道年久失修，支护腐朽，顶部煤

矸极具冒落危险性；作业人员在未采
取临时支护并加固相邻支架的情况
下，违章冒险拆除老支架，导致事故发
生。

（二）间接原因
1.安全管理不到位。矿井隐患排

查和矿领导带班流于形式，巷道维修无
矿领导和安全员现场跟班盯守，无专人
观察顶板，未及时发现消除事故地点的
事故隐患；未按维修安全技术措施组织
施工，措施要求维修地点采用梯形棚支
护，实际采用双层木横梁支护。

2.技术管理不到位。巷道维修安
全技术措施针对性不强，没有明确巷
道梯形棚支护材质、规格和棚距；针对
维修地点顶煤破碎、巷道断面及压力
变化情况，没有补充针对性的安全技
术措施。

3.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隐患辨识能力差，不能及
时发现和处置现场安全隐患；作业人
员安全意识淡薄，自保互保能力弱。

4.劳动组织不合理。安排入矿时
间不长且安全意识差的工人从事巷道
维修作业。

来源：中国煤矿安全生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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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查细防重规范 精密部署措施明
——陕西煤监局高风险煤矿安全“体检”工作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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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攸县来炭里矿业柏树屋矿
顶板事故分析

四川煤监局
聚焦瓦斯涉险 开展全省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