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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系统”究竟给煤矿安全生产带来
怎样的变化？近日，本报记者深入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秦华煤矿的矿井一探
究竟。

进入矿井的第一道程序是换装，从内
到外依次换上规定服装，白色内衣、橙色安
全服、红色毛巾、劳保手套、防滑绝缘胶鞋、
安全帽。“井下空气中伴有微量瓦斯气体，
化纤衣物的摩擦有引发瓦斯爆炸的危险，
因此要换专业服装。”安监科技术员牛栋告
诉记者。

穿戴齐全之后，记者前往矿灯房领取
下井设备。在下井前的安全培训上，记者
了解到，之前领取的红色盒子是压缩氧自
救器，属于紧急避险系统的重要设备之一，

下井时系在腰间，灾害发生时可以提供 55
分钟的氧气，以供逃生使用。系在矿灯电源
线上的黑色小盒子是人员定位装置，矿工移
动到哪里，地面的安全调度能够实时监控。

通过安检处进入井口，记者乘坐斜巷
人行车缓缓向井下驶去，巷道两侧墙体上
固定着两排彩色的粗管。“黄色的是压风
管，绿色的是防尘管，都是为了保证井下空
气新鲜流通。”牛栋说。

10 多分钟后，人行车下到 420 米深的
矿井车场，离综采工作面还有 3 公里，剩下
的路只能靠步行。在综采工作面，记者遇
见了正在检修综掘机的综采工区班组长王
勇。当记者问起煤矿一线是否最危险时，
他笑着说：“井下其实没那么危险。现在使

用的都是自动挖煤机，过去危险的点炮作
业方式早已停用，我们头顶上的液压支架
每个支撑能力是 500 吨，一旦发生冒顶事
故，可以说比运输巷道还安全。”问起人们
最关心的瓦斯问题，他指着腰间的黑色装
置说，“这是瓦斯监测仪，随时可以测定瓦
斯浓度，一旦超过设定值便会报警，我会立
刻组织工人疏散。”

王勇接着打开不远处的两个铁皮盒
说：“一旦发生事故，这里还有压风自救系
统和供水施救系统，只要打开管子的阀门，
就可以提供足量的氧气和自来水以维持生
命，更何况还可以选择逃到更加安全的永
久避难硐室中等待救援。”

记者尝试从综采工作面走到煤矿的永

久避难硐室，共耗费不到 20 分钟的时间，
以此推算如果跑步前进的话不到 10 分钟
便能到达，完全在自救器的安全时间内。

“发生灾难后，在自救器的有效使用时
间内，人员尚无法逃至地面的情况下，可以
进入永久避难硐室避险。”通防科科长马良
斌介绍说。记者眼前的避难硐室大约 200
平方米，高约 2.7 米，有两道抵御爆炸冲击
的气密门，靠近门口安放着空气净化装置
和不锈钢马桶，紧靠墙体是两排不锈钢座
椅，座椅下的柜子储备着矿泉水、压缩饼
干、自救器和医药箱。硐室内还有监测瓦
斯、一氧化碳、硫化氢的探头和仪器，并能
与地面进行通信联系。

“永久避难硐室一共花费 172 万元，可
以满足 100 个人不少于 96 个小时的生存
需求，更长时间的需求可以通过连接地面
的供水管路将流管食物送进来。同时地面
救援人员会通过钻孔等方法与避难硐室打
出一条救援通道。”马良斌说，安全是煤矿
的重中之重，避难硐室的投入使用将大大
降低集中施救的难度，大幅提高事故后井
下人员的生还率。

统计显示，美国采矿业经过 100 多年

的发展之后已成为所有行业中最令人羡

慕的安全行业之一，安全指数与零售业相

当，英国也已连续多年保持矿工死亡人数

为零。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取得这样的

成绩，除了严苛的监管，更得益于完备的

安全设施。

而 我 国 的 煤 矿 安 全 情 况 却 不 容 乐

观。2010 年 4 月，山西王家岭煤矿发生透

水事故，153人被困井下，最终 115人获救，

被誉为中国抢险救援史上的奇迹。但不是

每一次矿难都会出现奇迹，提高安全生产

水平才是采矿业最需关注的问题。安监总

局新闻发言人黄毅曾多次表示，安全生产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矿难无法预知，只能防范。井下安全

避险“六大系统”如同一把强有力的锁，可

以有效地锁住风险。安监部门之所以三

令五申地强调完善“六大系统”，就是为了

将井下潜在危险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做到事故前防微杜渐，事故后提升逃生、

救援成功率。

然而，国务院下达 23 号文件 3 年过

去，这把保命的锁，离锁紧全部矿山还有

很大差距，特别是一些矿主顾及经济利

益，观望和抵触“六大系统”。人命关天，

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是

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在推进“六大系

统”的攻坚战中，有关部门已经拿出“铁

腕”来整顿治理不合格企业，也有越来越

多的企业正在建设“六大系统”。

但同样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建设“六

大系统”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适时

调整建设标准，让“六大系统”成为每个

采矿企业建得起、用得上的高效系统、安

全系统。

作为国务院事故调查专家组组长，中
国矿业大学 （北京） 副校长孙继平曾参加
过国内 10 余起一次死亡 30 人以上的煤矿
事故调查。他告诉记者，“建设完善‘六
大系统’，特别是紧急避险系统，是减少
事故伤亡的需要。事故分析表明，当发生
瓦斯爆炸、瓦斯煤尘爆炸、炸药爆炸、矿
井火灾以及瓦斯突出事故时，烧伤和创伤
造成的死亡约占 20%，一氧化碳中毒和缺
氧窒息约占 80%。”

在他看来，这个数据意味着在每次燃
烧、爆炸和瓦斯突出事故中，约有 80%的
遇险人员原本有逃生机会，但由于紧急避
险系统不健全，使他们失去了生命。

“六大系统”关乎人命，相关部门也
频频对矿山企业施压严控，但目前“六大
系统”尤其是紧急避险系统建设形势仍然
不容乐观。

“目前全区大多数井工煤矿都完成了
‘五大系统’的建设，唯独紧急避险系统
一项存在较大缺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煤矿安全监察局监察专员黄远明表示，国
家出台的紧急避险系统技术规范建设标准
高、投资大，让很多企业产生了畏难情
绪。记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采访发现，
目前全区有持证煤矿 286 处，完成紧急避
险系统建设的生产矿井仅 17处，正在建设
的矿井 74处，仍存较大缺口。

非煤矿山的情况更加严重。“金属非金
属矿山紧急避险系统的建设标准更多是参
照煤矿标准，但因其灾害情况往往小于煤
矿，经营者多存在观望和抵触情绪，建设
进展不理想。全区共有 180 家地下开采金

属非金属矿山，至今没有一座建成紧急避
险系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监管局非
煤矿山处副处长刘奇江无奈地说。

国 家 安 全 监 管 总 局 2011 年 下 发 的
《关于印发煤矿井下紧急避险系统建设管
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要求，在井下发生灾
害事故时，为无法及时撤离的遇险人员提
供生命保障的密闭空间。该紧急避险设施
主要包括永久避难硐室、临时避难硐室、
可移动式救生舱。

记者采访了解到，正是避难硐室和救
生舱成了紧急避险系统建设推进中最大的

“拦路虎”。黄远明告诉记者，为了推进该
系统建设，国家和地方建立了一批示范企
业，这些企业多为资金雄厚的国有企业，
在紧急避险系统上的投资可以不计回报。
以新疆焦煤集团为例，该集团仅建设紧急
避险设施就耗费 3000 余万元，救生舱更
达 200多万元一个。

“对逾期不能完成紧急避险建设任务
的矿井，我们将依法暂扣安全生产许可
证，责令其停产整改，整改完成后方可恢
复生产作业。”黄远明表示，对确无能力
建设的矿井，只能是建议地方人民政府予
以关闭。

然而，我国目前仍有大量的中小矿
山，一味关闭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考虑
到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于今年下发了 《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井下
紧急避险系统建设的通知》，对建设标准进
行了调整，提出矿井可根据实际情况优先
建设避难硐室，并简化硐室内的一些设备。

对于财力有限的中小企业来说，更需

要的是地方政府出台一个更有针对性的实
施细则，为其提供一套安全有保障、经济
实用的紧急避险系统指导示范方案，以供
不同企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

孙继平建议，经济实用型的紧急避险
系统可由自救器接力+避难硐室+通道建设
等组成。他解释说，事故发生后，遇险人
员应尽快安全撤至地面，地面最安全。当
巷道被堵，遇险人员无法安全撤至地面
时，再进入避难硐室等待救援。佩戴 30
分钟压缩氧自救器，一般能行走 1 公里。
只要在巷道中每隔一定距离建立多个避难
硐室，放置更长防护时间的自救器，供途
经这里的遇险人员更换，就能保证遇险人
员安全出井。

孙继平指出，避难硐室建设要简单实
用，主要是两道防护门，防止一氧化碳进
入硐室。硐室煤岩温度较低时，利用煤岩
降温，不必装备空调等降温设备，这样既
降低了硐室建设成本，又避免大量使用高
压容器等带来新的事故隐患，还提高了硐
室利用率。可地面钻孔的硐室，应有直通
地面的钻孔。“这个方案既满足了紧急避
险需求，又降低了系统建设成本，也便于
推广应用，深受煤炭企业欢迎。”

刘奇江则希望兼顾非煤矿山的特殊
性，他告诉记者，在国家政策的前提下，

“未来会按照井型、人数、深度等适当调整
当地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紧急避险系统的
建设要求。地方出台实施细则时对于紧急
避险系统的理解也不能太片面，有些危险
系数低的矿井配备自救器，设置简易的临
时避难硐室及科学的逃生线路即可。”

建设矿井“生命长廊”难在哪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国务院在 2010 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企

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 3 年内所有

煤矿及非煤矿山要完成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

统”的建设完善工作，挖通井下“生命长廊”。

而今，3 年时限已至，“生命长廊”建设情况

究竟如何？记者跟随全国“安全生产万里行”活

动赴新疆调查时发现，多数财力雄厚的国有大型

煤矿基本建成“六大系统”，但中小企业观望情绪

普遍较浓，进程缓慢——

安全生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安全生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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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中国老区特产网的工作人员在海口基地

通过网络渠道推荐革命老区的土特产品。中国老区特产

网通过电子商务帮助老区特产销往全国，开创了对老区

的“消费式扶贫”新模式。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摄

“ 消 费 式 扶 贫 ”现 身 老 区

井下体验“六大系统”
本报记者 王轶辰

□ 第一现场

日前，由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和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共
同发布的《中国零售业发展报告 2013》显示，2012 年的
中国零售业销售增幅创下了十几年来的最低。报告预
测，未来几年，以连锁企业为代表的零售业仍将处于慢增
长期。2013 年国内零售企业面临业态结构、经营模式乃
至整体格局的调整变化。

“连锁零售企业从起步仅仅用了 20 年时间就成为流
通领域中的主导力量，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达到
11%左右。但是近年来，连锁零售逐步从快速发展过渡到
稳定增长期。”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郭戈平介绍说。

报告同时显示，网络零售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实体
零售企业的市场份额。以全国连锁百强为例，2012 年连
锁百强销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9%，比前一年下
降 2.2个百分点，2003年以来首次出现比重下降的情况。

“零售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网络布局和业态结构有
待优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副司长王德生说。他认为，
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流通效率，加
快转型创新，规范市场秩序。

郭戈平认为，零售业靠规模扩张的粗放式增长模式
正面临终结。

从零售业的业态来看，目前超市和大型超市在一二
线城市已经相对饱和。百货店受成本上升和网络零售的
冲击较大。相比其他业态，近年来便利店则发展迅速。
郭戈平认为，即食商品的开发、服务功能的增强，以及与
网购的物流对接将会增强便利店的竞争优势。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零售业需接力城镇化建设，努
力在拉动内需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郭戈平说。她认
为，关键是加快转型，零售业要从规模数量型向效率效益
型转变，提升单店效率。另外，要从单一渠道到多渠道转
变，开展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多渠道经营。

促进零售业增长，关键在于扩大消费。今年 6 月，节
能家电补贴政策正式到期。此前，家电以旧换新、汽车以
旧换新、汽车下乡、家电下乡政策均相继到期。业内普遍
认为，未来促消费可能将不再依赖补贴政策推动。

就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下一步扩大消费
重点在 3 个方面：一是通过城镇化的建设，城乡一体化的
发展，进一步扩大商品消费。二是通过产品的创新和绿
色的发展，进一步促进潜在消费的升级换代。三是消费
包括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收入的
提高，服务的消费，特别是大中城市的服务消费将会成为
下一轮扩大消费的重点。中国零售业应抓住机遇，从中
寻找新的增长点。

粗放式增长面临终结

零售业应对“慢增长”
本报记者 李予阳

7 月 11 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龙爪镇红林村

村民吕爱杰在采收红树莓。据介绍，今年，当地的树莓由

合作社收购外销，累计可带动农户增收约 2000万元。

张春祥摄 （新华社发）

黑 龙 江 林 口 树 莓 红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