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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开启清洁高效转型之路
本报记者 王轶辰

自古以来，煤炭就有着广泛应用。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基础能源和重要工

业原料，煤炭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

供了可靠的能源保障。

十年来，我国持续推动煤炭产业优

化整合，推进煤炭消费转型升级，煤炭保

供能力不断增强。如今，面对现代化强

国和“双碳”目标，作为稳定、经济且自主

保障程度最高的能源，煤炭又迈向了绿

色低碳发展、高效清洁转化的新征程。

供给质量显著提高

在世界最大的井工煤矿国家能源集

团大柳塔矿，为确保煤炭生产不停歇，综

采五队党支部书记、队长邬拴对检修和

生 产 人 员 进 行 调 整 ，极 大 提 升 了 生 产

效率。

矿工们日夜兼程开采出的煤炭汇聚

到国家能源集团 2408 公里一体化“西煤

东运”大通道，源源不断地从晋陕蒙核心

产煤区运送到港口，为大通道沿线、华东

沿海、华南、华中乃至内陆深处的城市提

供能源。

2021 年，国家能源集团煤炭产量连

续 4 个月突破 5000 万吨，一体化出区调

运量创下日均 107 万吨新高位，黄骅港

煤炭吞吐量 2.15 亿万吨，船舶运输量首

次突破两亿吨。国家能源集团煤炭经营

分公司负责调运的副总经理吴青松介

绍：“集团充分发挥‘煤电化路港航’和

‘产运储销’一体化优势，煤炭从坑口到

最近的沿海电厂，最短仅需 6 天时间。”

十年来，煤炭高效开发利用，能源保

供压舱石稳定器作用充分发挥。数据显

示，2021 年，全国原煤产量完成 41.3 亿

吨，创历史新高；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向好，百万吨死亡人数降至 0.044 人；全

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3

万亿元，利润总额 7023.1 亿元。

产量提升的同时，煤炭集约开发布

局进一步优化，煤炭生产重心加快向资

源禀赋好、开采条件好的晋陕蒙新地区

集中、向优势企业集中。中国煤炭工业

协会副秘书长张宏表示，全国煤矿数量

大幅减少，大型现代化煤矿已经成为全

国煤炭生产的主体。

2021 年，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

贵州、安徽 6 个省份原煤产量超亿吨，产

量共计 35.4 亿吨，占全国的 85.8%。截

至 2021 年底，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 4500

处以内，年产 120 万吨以上的大型煤矿

产量占全国的 85%左右。其中，建成年

产千万吨级煤矿 72 处，产能 11.24 亿吨/

年；在建千万吨级煤矿 24 处左右，设计

产能 3.0 亿吨/年左右；年产 30 万吨以下

小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比重下降至 2%

左右。

智能化建设全面铺开

在黑岱沟煤矿，6 层楼高、自重 1000

吨的 WK35 电铲回转于煤层和卡车厢斗

之间，每铲装煤 70 吨，只需 100 多秒，就

能装满载重 220 吨的矿用卡车。

“我们矿采用的吊斗铲抛掷爆破无

运输倒堆工艺，成本低、能耗低、效率高，

整个工艺年节能减排 2 万吨标准煤，煤

炭资源回收率达到 98%以上。”黑岱沟露

天矿矿长钮景付说。

2021 年，黑岱沟矿的煤炭产量达到

3400 万吨，相当于我国 1949 年的全国煤

炭产量的 90%。这样的千万吨级煤矿在

国家能源集团有 20 处，合计产能 3.66 亿

吨/年，占其总产能的 65.5%。

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对提升

煤炭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煤炭企业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加快煤

矿智能化建设，通过机械化换人、自动化

减人、智能化无人，可避免矿工直接面对

灾害事故风险，减少人员误操作，大幅消

除安全生产隐患，从根本上实现遏制重

特大事故发生。另一方面，通过智能化

建设，可提升煤矿柔性生产能力，根据市

场供需形势灵活释放生产能力，增强供

给质量、供给弹性以及企业经营主动性。

十年来，煤炭行业以煤矿机械化数

字化智能化建设为抓手，持续提升煤矿

安全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为进一步推

动煤企智能化建设，2020 年以来，有关

部门印发《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

指导意见》，建立了煤矿智能化发展协调

机制，煤矿智能化建设全面铺开。

2021 年 9 月，国内首套自主可控工

业级操作系统——“矿鸿操作系统”在神

东煤炭集团投入使用。“原来一个工作面

176 个支架，就要操作 176 次，现在更多

是起监护的作用”，行走在支架间的布尔

台煤矿综采二队支架工高彦军感觉工作

轻松了很多，原本生产班需要 3 人负责

支架作业，现在仅需 1 人进行调整监护，

作业人数降低了，工作量减轻了，反而拉

架的效率却提升了。

国家能源局总经济师鲁俊岭介绍，

国家首批示范建设煤矿 70%以上将于年

底前建成，预计 2023 年底前全部完成建

设，以点带面带动全国近 400 座煤矿开

展智能化升级改造，目前已建成智能化

采掘工作面 813 个，减人增安提效的效

果日益显现，并在去冬今春煤炭安全增

产增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拓展绿色发展新路

“你看，多年不见的岩羊又重现矿区

了。”宁夏煤业汝箕沟无烟煤分公司运输

一队党支部书记赵志刚指着半山腰上觅

食的岩羊说。

在煤矿干了半辈子，赵志刚从没想

过，在矿区曾经一度绝迹多年的岩羊能

重返“家园”，煤矿正在向着绿色发展转

型。“采煤是为了发展，保护环境更是为

了高质量发展。”赵志刚说，“贺兰山养育

了矿山几代人，能亲手为它披上绿衣，是

对贺兰山的最好回报。”

“双碳”目标下，减煤被视为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的主要措施，但煤炭在我国

能源安全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减煤速度

过快、力度过大，将削弱煤炭对保障能源

体系安全运转的“托底保供”作用。

2021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

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动煤炭和新能

源优化组合。着力推进煤炭安全、高效、

绿色、智能化开采，清洁、高效、低碳、集

约化利用。

十年来，在各级政府部门、煤炭企业

等高度重视和快速推进下，煤炭绿色化

开采取得初步成效。煤炭科学研究总院

科技支持中心主任任世华介绍，煤炭行

业持续推进绿色矿山建设，2021 年煤矿

区土地复垦率达 57%，矿区生态环境质

量稳定向好。截至 2021 年年底，纳入全

国绿色矿山名录的煤炭企业共 284 家。

一些煤矿实现了矿区生态环境正效益，

不仅没有破坏环境，而且优化了环境。

清洁生产方面，由于煤矿瓦斯抽采

利用率逐步提高，煤炭开发过程排放到

空气中的甲烷大幅度减少，煤炭开发过

程温室气体排放呈下降趋势。据测算，

从 2010 年到 2020 年，平均生产 1 吨煤炭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由 226.7 千克下降到

151.1 千克，10 内年下降了三分之一。

十年来，我国持续推进燃煤电厂超

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助力我国燃煤电厂

烟气污染排放控制处于国际最好水平。

截至 2021 年底，我国达到超低排放限值

的煤电机组约 10.3 亿千瓦，占全国煤电

总装机容量 93%。2021 年，全国电力烟

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较

2015 年下降 69%、73%、52%。

推动煤炭从燃料向原料转变，是降

低煤炭利用过程碳排放的重要路径。十

多年来，我国一举突破煤直接液化、间接

液化、煤制烯烃等三条工艺技术路线，一

举奠定了中国煤化工产业的国际地位，

为煤炭清洁转化和高效利用探索出了一

条适合国情的由高碳向低碳化发展的新

途径。

“8 月份以来，水利部持续加强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积极释放水利建设拉动

经济效能，在项目开工、资金落实、投资

完成、建设进度、促进就业等方面取得了

新进展、新成效。”在日前召开的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进展和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

上，水利部副部长刘伟平介绍，截至 8 月

底，全国完成水利投资 7036 亿元，同比

增长 63.9%；8 月当月完成投资 1361 亿

元，创单月完成投资纪录。

在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水利项目

审批不断加快。截至 8 月底，全国新开

工水利项目 1.9 万个，较 7 月底增加 3412

个；重大水利工程开工 31 项，环北部湾

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广西龙云灌区、海

南牛路岭灌区已于近日顺利开工建设。

“从数量上来讲，新开工的重大水利

工程在历史同期是最多的。”水利部规划

计划司二级巡视员张世伟介绍，新开工

工程主要集中在防洪、水资源配置、灌

溉以及水生态治理。

张世伟分析，从当前看，新开工的重

大水利工程不仅能够拉动有效的水利投

资，带动就业岗位，而且也能作为稳定宏

观经济大盘的一个重要抓手；从长远看，

能为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

态安全提供有力支撑，有助于国家中长

期的发展战略顺利实施。

目前，重大水利工程整体进展顺利，

今年以来共有 32 项重大水利工程开工

建设，超过往年水平。一批重大水利工

程实现重要节点，安徽引江济淮主体工

程完成近九成，年内有望试通水、试通

航；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隧洞开

挖完成 97.5%，年内有望全线贯通；滇中

引水工程完成投资、建设进度实现双过

半。一批事关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粮

食安全的项目加快推进。各地农村供水

工程已开工建设或改造工程 13804 处，

完工 8173 处，完工率接近六成，累计提

升 了 3398 万 农 村 人 口 供 水 保 障 水 平 。

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已开工 1576 个，完成

治理河长 6846 公里，完成投资 224.53 亿

元，投资完成率 70.8%。水土保持项目

完成投资 37.77 亿元，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7085 平方公里。

水利工程建设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支

撑。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司司长王胜万

介绍，为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保障大规

模水利建设的资金需求，水利部指导地

方在积极争取加大财政投入、用好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在建水利工程

种类繁多，中小型水利工程占有相当比

例，各类项目的建设进度都将直接影响

水利项目的总体进度，各地情况不一，推

动进展难度大。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黄金施工季

节，在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全力

以赴推动项目建设进度，保障完成年度

建设任务。”王胜万分析说，一方面，周密

部署，持续发挥调度机制重要作用，坚持

月调度、周会商，不断推动工程进展；另

一方面，分类施策，采用信息化手段全面

掌握在建水利工程整体情况，针对不同

类型的工程采取不同的推动措施，根据

各地水利建设实施情况做出相应的指

导，形成多措并举、上下联动的工程建设

推进格局。

刘伟平表示，当前正值水利建设的

黄金季节，水利部将统筹发展和安全，毫

不松懈地抓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努力

夺 取 今 年 防 汛 抗 旱 和 水 利 建 设 的 双

胜利。

在中国开了第一家商

超体验店的特斯拉，近日

正重新评估中国市场的电

动汽车销售方式，考虑在

客流量大幅下滑的地区，

关 闭 部 分 豪 华 商 场 的 展

厅，并加大力度建设成本

更低的郊区直营店，同时

通过这些网点为客户提供

维修服务。

在新能源汽车品牌集

体驶向购物中心的当下，

特斯拉的忽然转向，引发

了业内的高度关注。是新

能源汽车商超店要走下坡

路了吗？今后新能源汽车

品 牌 该 如 何 布 局 销 售 渠

道？在笔者看来，特斯拉

的销售变革，某种程度上

代表着这家新能源车企进

入了新发展阶段。当然，

这种变革，特斯拉不会是

唯一一个，随着新能源汽

车行业的发展，未来会有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启销售

变革。

2013 年，特斯拉在北

京侨福芳草地购物中心开

设了首家展示门店。公开

数据显示，目前，特斯拉在

全国的展示门店已超 200

家。始于特斯拉，此后近

十年来，几乎所有新能源

品牌都将体验店的触角伸

向全国各大购物中心。中

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

的《2021—2022 中 国 汽 车

流通行业发展报告》提到，

2021 年以来，我国位于商

场、购物中心的新能源汽

车商超店发展迅猛，已达

到 2200 余家。

作为新科技产品，新能源汽车在

购物中心展示，能够借助充足的自然

到店客流，快速提高品牌曝光度。通

过这种销售模式，众多新能源汽车产

品更贴近消费者生活，全行业也迎来

了持续十年的销量高速增长。

然而，与高客流相对应的是高成

本。即使是疫情期间大城市商圈的

客流量普遍下降，但由于越来越多的

新能源汽车“卷进”商场，商圈之争愈

演愈烈，黄金位置的租金仍在不断走

高。这种形势下，特斯拉这样已经在

市场打开知名度的品牌，

对 于 通 过 商 超 店 唤 醒 消

费 者 品 牌 感 知 的 需 求 大

大降低，出于控制成本的

考虑，逐渐关闭一些租金

昂 贵 的 商 超 店 也 在 情 理

之中。

正 在 高 速 增 长 的 新

能 源 汽 车 商 超 店 会 戛 然

而 止 吗 ？ 短 期 内 不 会 。

目前来看，“体验式”销

售 模 式 是 新 能 源 车 企 发

展 初 期 的 必 经 阶 段 ， 类

似 于 新 能 源 赛 场 的 初 级

赛 道 。 在 这 个 赛 道 ， 消

费 者 既 要 看 品 牌 的 技 术

和 产 品 ， 也 要 看 知 名

度 。 相 对 于 广 告 宣 传 ，

常 驻 商 超 更 能 实 打 实 地

混 个 脸 熟 。 这 也 是 为 何

几 乎 所 有 新 能 源 汽 车 品

牌 都 在 布 局 商 超 渠 道 的

原 因 。 而 被 称 为 “ 面 子

工 程 ” 的 商 超 店 ， 由 于

价 格 不 菲 ， 一 定 程 度 上

提 高 了 新 能 源 汽 车 行 业

的门槛。

不过，新能源汽车商

超 店 的 热 度 今 后 应 该 会

降一降。一方面，在竞争

愈 发 激 烈 的 新 能 源 汽 车

赛 场 ，活 下 去 是 头 等 大

事，企业控制成本势在必

行。另一方面，随着新能

源汽车行业的发展，脱颖

而 出 的 品 牌 将 不 再 需 要

过多“刷脸”，面积较小、

功 能 有 限 的 商 超 店 又 很

难 完 全 满 足 销 售 和 服 务

的 多 样 化 需 求 。 布 局 直

营 4S 店，可以集中解决消

费 者 用 车 生 命 周 期 中 的

一切问题，还大幅降低了经营成本，

可谓一举两得。

可以预见，商超店作为新能源汽

车品牌的“敲门砖”，仍会是品牌展示

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随着一个又一

个品牌成长起来，新能源汽车销售渠

道的变革会来得更猛烈些，4S 店未

来也有望成为品牌的标配。当然，能

够 商 超 店 与 4S 店 两 条 腿 走 路 的 企

业，想来会

走 得 更 稳

更好。

本版编辑 祝君壁 美 编 倪梦婷

如何看待特斯拉的销售变革如何看待特斯拉的销售变革

刘刘

瑾瑾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再提速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再提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吉蕾蕾吉蕾蕾

为充分反映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产业领域的重大成

就与宝贵经验，全面展示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新变化新亮点，

今日起开设“喜迎二十大 产

业看变化”专栏，选取煤炭、汽

车、钢铁等重点产业，推出系

列报道。敬请关注。
在江西省赣州市华能秦煤瑞金电厂在江西省赣州市华能秦煤瑞金电厂，，企业员工正在卸运电企业员工正在卸运电

煤煤。。为保障为保障用电需求用电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公司赣州车务段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公司赣州车务段加大加大

电煤抢运力度电煤抢运力度，，保障保障用煤需要用煤需要。。 刘刘 青青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日前，采用中国标准、为雅万高铁量身定制的高速动

车组从山东港口青岛港启运，这是中国高铁列车首次“驶”

出国门。

2022 年以来，以中车子公司为龙头企业牵引，“青岛

造”轨道交通装备频频亮相海外市场：升级版“澜沧号”动

车组列车在中老铁路老挝段投入使用；芝加哥地铁批量车

顺利交付用户；埃及斋月十日城铁路通车试运行；出口葡

萄牙波尔图地铁下线并启动列车试验⋯⋯一次次的“跨国

之旅”提升了“国家名片”的含金量。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无论是抓住机遇，还是塑造机

遇，关键都在人。当前，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正以城

市更新为契机，聚焦专业化引才、平台化育才、市场化用

才、生态化聚才等方面，不断优化人才结构和人才发展环

境，勇挑先进制造业强省大梁。

精准化引才 构建人才集聚“引力场”

产才契合是成长的利好赛道，青岛轨道交通示范区充

分发挥全国先进制造业集群、轨道交通主导产业对人才的

“虹吸效应”，构建人才集聚“引力场”。仅高速磁浮研发项

目就聚集了包括国家千人计划、泰山产业领军人才、享受

国家特殊津贴、大国工匠以及博士研究生在内 100 余人的

专业人才团队。

截至 2022 年 8 月，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就有

博士后 3 人、博士及在读博士 10 人、硕士 37 人。2022 年上

半年，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新引进高层次人才 3 人、海

外留学人员 27 人、青年人才 659 人、新申报国家产业领军

人才 3 人、泰山系列人才 5 人。

平台化育才 搭建人才创新创业“竞技场”

以赛（会）为媒，当好人才

的“牵线人”。高规格赛事、大

会的举行，不仅推动一批优质

项目落地生根，更是擦出了人

才交流互动、科技创新发展、

资源优势互补的火花。

2021 年，国家高速列车技

术创新中心全球创新创业大

赛 成 功 举 办 ，吸 引 了 海 内 外

500 多个项目报名应征、377 个

项目参加角逐，20 支晋级团队

进 入 总 决 赛 。 同 年 举 办 的

2021 青岛轨道交通产业全球

生态伙伴大会，线下参会企业

150 余家，参会嘉宾 300 余人，

线上围观突破 82 万人次。

此外，示范区集聚了 9 家国家高端创新平台和 14 家省

级高端创新平台，培育了轮轨动力学团队、异种材料焊接

团队、哈焊国创为基础的复合焊接技术研究团队以及航材

国创为基础的轻量化材料与结构技术研究团队，中国主导

的 ISO 铁路车辆系统部件国际标准率先制定出台。

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平台化”用才育才的引领下，示

范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初显端倪。

贴心式服务 打造礼遇人才的“生态圈”

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集聚了全市 90%的轨道交通

装备制造资源，拥有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中车四方

股份等龙头企业和 220 余家核心配套企业。示范区依托产

业优势，建立青岛市轨道交通产业人才地图，形成“1+1+1”

综合服务体系，预计 2022 年内完成轨道交通产业本地人才

数据库搭建。数据库服务轨道交通相关企业不低于 10 家

并引进轨道交通产业高端人才 200 人以上。

示范区还制定轨道交通产业本地人才调研实施方案，

统筹驻地科研院所、相关企业对轨道交通产业人才整体数

据进行分析，建立本地人才画像模型，形成轨道交通产业本

地人才数据库，为本地轨道交通相关企业提供人才、技术、

创新服务，更好地服务于全市乃至全国的轨道交通产业发

展。比如，示范区所在的棘洪滩街道通过行业政策引导民

营企业投资 4亿元，全力打造胶州湾北部国家人力资源产业

园区。园区一期即将开园，已签约 15 家国内外知名人力资

源机构入驻，2022 年拟争创省级人力资源产业园，为青岛市

轨道交通产业集群内企业创新发展助力。

（数据来源：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

以 产 聚 才以 产 聚 才 产 才 融 合产 才 融 合

青岛轨道交通产业勇挑先进制造业强省大梁青岛轨道交通产业勇挑先进制造业强省大梁

·广告
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