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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总工程师作为企业技术负责人，在企业安全生

产技术管理中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煤矿总工程师

在做好日常本职工作的同时，应该重点以建立健全

矿井安全技术管理体系、构建科技创新工作体系、强

化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等为抓手，努力提高矿井技

术装备水平，提升煤矿生产技术管理的业务保安水

平，落实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措施，有效遏制重特大生

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保证安全生产。

2 建立健全矿井安全技术管理体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企业安全技术管理是

企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是企业进步的强大

支撑，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为完善安全技术管

理制度，提高技术管理水平，造就先进的科技人才

队伍，充分发挥技术保障作用和技术创新作用,促
进安全高效矿井建设，需建立完善的安全技术管理

体系。

22..11 安全技术管理方针安全技术管理方针

造就得力队伍，选择规范技术，执行标准管理，

强化技术管理 突出创新引领
实现业务保安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唐安煤矿分公司）

张洪涛

摘 要：本文以总工程师的视角，分析了总工程师在安全技术管理和科技创新工作中的突出

作用，同时介绍了唐安煤矿安全技术管理和技术创新实践经验，为煤矿企业实现业务保安，维持

矿井长治久安提供了一条可借鉴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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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新研发，确保安全生产，促进企业发展。

22..22 安全技术管理目标安全技术管理目标

（1）不断规范各专业安全技术管理内容、程序、

标准、完善相关支持性文件。

（2）力争主要安全技术管理指标达标。

（3）不断健全技术队伍，提高队伍水平，落实技

术人才管理制度。

（4）强化安全技术管理对生产安全的保障支撑

能力。

（5）不断推进技术开发、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促
进企业发展。

（6）建立安全技术管理考核制度，促进各专业安

全技术管理及矿安全技术管理体系持续改进。

22..33 安全技术管理组织架构安全技术管理组织架构

矿成立以总工程师为主任委员，采煤副总工程

师、掘进副总工程师、机电副总工程师、运输副总工

程师、通风副总工程师、地测副总工程师为副主任委

员，各相关科室、队、车间负责人为委员的安全技术

管理委员会，负责领导全矿安全技术管理工作。委

员会下设矿安全技术管理办公室。

专业设置：设置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地

质测量、防治水、瓦斯抽采、监测监控、洗选、职业卫

生等11个技术专业。

技术管理职务及分工：矿长是煤矿安全生产的

第一责任人，领导和支持总工程师行使安全技术决

策、指挥等职权；总工程师全面负责煤矿安全技术管

理工作，行使技术决策和指挥权；副总工程师在总工

程师领导下对分管业务范围的安全技术工作负责，

具体业务分工如下：机电副总工程师分管机电；采煤

副总工程师分管采煤、洗选；掘进副总工程师分管掘

进；地测副总工程师分管地质测量、防治水；运输副

总工程师分管运输；通风副总工程师分管一通三防、

监测监控、瓦斯抽采、职业卫生。业务科室和生产连

队技术负责人在副总工程师领导下对职责范围内的

技术管理工作负责。

22..44 安全技术管理体系运行机制安全技术管理体系运行机制

在总工程师领导下，各副总工程师牵头负责制

定分管专业内的专业技术管理规范，同时对技术管

理规范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各科、队技术员具体

负责日常技术管理工作。矿安全技术管理委员会每

季度组织召开一次安全技术管理工作例会，确保体

系正常运行。

3 构建技术创新工作体系

创新，也叫创造，是个体根据一定目的和任务，

运用一切已知的条件，产生出新颖、有价值的成果

（精神的、物质的）的认知和行为活动。创新是人类

所特有的创造性劳动的体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核

心动力和源泉。纵观当代企业，唯有不断创新，才能

在竞争中保持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唐安煤矿始终坚持将技术创新作为矿井持续

发展的不竭动力，坚持以创新管理为依托，不断拓

展创新管理的内涵和外延，大力开展以“优化生产

工艺流程、提升生产经营绩效”为目的技术攻关活

动，建立健全产学研合作机制，注重技术人才的培

养和选拨任用，着力促成技术成果的推广和使用。

经过不断摸索和总结，逐步形成了以创新管理为依

托，以技术攻关、产学研合作为重点，以技术大拿、

专利、科技论文为成果显现的技术创新工作体系，

各项工作交会融合，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有机整

体。在多年的技术创新管理实践中，在全矿范围内

营造了浓厚的创新氛围，培育了一支敢于创新、善

于创新的职工队伍。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

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创新工作卓有成效，创新

能力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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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

成立了以矿长为首的创新领导组及专门的创新

管理机构，建立了完善的创新管理制度及激励机制，

对创新申报、评选、考核、表彰等环节进行了具体规

范。全矿各部门每月均需按规定向创新工作室上报

至少一条工作创新，创新申报的范围为：

（1）对原有的工艺、设备、工具等进行了改造、更

新、操作程序的科学补充，使其运行更稳定安全，操

作便捷，效率提高。

（2）在工作中的一些发明创造。

（3）生产工艺或安全系统中出现的难点，在矿或

公司组织相关技术力量进行了攻关突破。

（4）在节能降耗、低碳运行方面的新举措、新方

法。

（5）建立了新的管理制度或对原有管理制度进

行了修改和补充，在提升安全保障、降低劳动强度、

降本增效方面效益显著的。

创新工作室月底对当月所征集创新进行归类

（分为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三类）,汇总

后报总工程师及矿长进行点评，当月未上报创新

的部门月底进行相应考核。年底组织对全年创新

进行评审，每年评选出创新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3 项，优秀创新奖若干项，并分别给予

不同额度的奖励；创新评选获奖者不仅可以获得

丰厚的物质奖励，同时还在技术人才选拔、参与技

术攻关项目、年终优先评优、“技术大拿”评聘、个

人晋升等方面获得一定的政策倾斜，极大地激发

了广大员工参与创新工作的积极性，为创新工作

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同时，创新

工作室每月对所征集的创新要进行回查和评估，

对其中质量较高的优秀创新按程序在全矿范围内

进行推广应用，并对其中创新价值比较高、推广效

果较较好的优秀创新加以指导，逐步完善改进后

发表科技论文或申报专利。

33..22 技术攻关及技术开发技术攻关及技术开发

技术攻关是为解决某一技术难题而组织相关

技术力量进行的突破性的研究及实践活动，它是一

种跨部门的大范围的创新活动。针对矿井安全生

产过程中存在的的系统性问题或基层部门难以突

破的技术难题，由总工程师领导、副总工程师牵头

组织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攻关。对于难度较大、内部

攻克不了同时又具有较大科研价值的技术难题，上

报总公司，总公司组织与科研院所合作以技术开发

项目的形式进行课题研究或技术开发。多年来，我

矿共实施技术开发项目有十多项，均取得了优异的

安全效益和经济效益。其中，“煤矿装备维修、维护

和大修支持系统开发及应用研究”、“原煤筛分系统

分级筛前非对称旋流载装置研发”两项目均获得了

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前者同时荣获晋

城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33..33 科技论文管理科技论文管理

对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创新思维、实践经

验及创新成果，鼓励职工撰写科技论文，对于在科技

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矿上给予一定的奖励。自2011
年以来，我矿职工已累计在各类科技期刊上发表论

文420余篇，形成了展示我矿技术成果，提升矿井形

象的一面窗口。

33..44 专利专利

制定了专利工作管理办法，在鼓励职工自主申

报的同时，对各部门每月申报的创新项目中创新价

值较大、技术含量较高的项目加以指导，逐步改进完

善后，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专利。自 2011年以来，

我矿共向总公司上报专利 120余项，获得国家知识

产权局授予专利权的专利项目有 44项。技术专利

的取得，使矿井掌握了核心技术，提高了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 （下转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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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风量也在增加，故只能通过减少风筒风阻等其他

办法来增加工作面风量。

44..33 其他保证风量措施其他保证风量措施

（1）风筒吊挂要求要平、直、稳、紧、逢环必挂、

过渡平缓，发现漏口，及时缝补。

（2）减少风筒阻力，一方面减少风筒接头数量，

在实际掘进时从700m处，使用风筒由原来的10m一

节换为一节20m；另一方面，风筒接头使用专用接头

保护带、双反边接法，减缓了风筒接头处的压力，降

低风筒在高压下脱节的危险。

（3）在工作面安装自动洒水喷雾，及时将工作

面煤尘通过水幕帘等方式降至地面，保证工作断面

中含尘量降低，风流顺畅。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大断面长距离掘进工作面需风量

计算，综合考虑风筒摩擦阻力、风机频率、工作面环

境质量等因素，对局部通风机选型计算给出详细说

明，并对在实际工作中的效果进行数据统计，经验证

FBDNo7.1/2×45kW满足15101运输顺槽大断面、长

距离掘进，对后续矿井其他大断面长距离掘进施工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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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5““技术大拿技术大拿””评聘评聘

“技术大拿”是我矿为选拨优秀的技术人才而推

行的一项管理制度。鼓励在某一技术领域有独到特

长或过硬本领，在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工艺改进、设

备改造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解决影响安全生产的

技术问题，或在开发、推广、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方面有突出贡献并取得一定经济

效益者申报“技术大拿”，在评聘过程中将优秀创新

成果、技术比武获奖、专利、论文作为加分项，对取得

优秀技术成果的申报者给予一定的倾斜。被聘为

“技术大拿”者，享受本年度劳模同等待遇，连续三年

被评为技术大拿者享受中层副职待遇，连续六年被

评为技术大拿者享受中层正职待遇。

4 结语

安全是煤炭企业永恒的主题。作为技术负责

人，煤矿总工程师掌握着技术管理话语权，通过建立

健全安全技术管理体系，确保了技术决策科学合理，

技术规范标准贯彻执行有力，业务保安水平稳步提

高，为安全生产提供坚强的技术保障。通过构建完

善的技术创新工作体系，进一步提高了安全保障水

平，提升了矿井核心竞争力，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双丰收。

（上接第6页）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