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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2家单位入选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
本报讯（通讯员 杨 磊）11月26日，从中央

企业工业文化遗产（矿业行业）名录发布活动获

悉，宁夏煤业白芨沟矿、准能集团黑岱沟露天矿

两个项目成功入选。至此，集团共拥有7项国

家工业遗产、6项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4项

省级工业遗产、11项集团工业遗产，3个中央企

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个集团爱国主义教育实

践基地，为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挖工业

遗产红色内涵，传承弘扬国家能源集团精神谱

系打下了良好基础。

宁夏煤业白芨沟矿是宁夏煤业唯一生产无

烟煤产品的矿井。此次申报的工业遗产实体项

目有 11 个核心物项，完整记录了煤矿建设时

期、繁荣时期、改革时期各个阶段发生的巨大变

化，集中反映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职工及家属

扎根矿山，以能源报国的坚定决心。准能集团

黑岱沟露天矿是国家“八五”“九五”计划重点建

设项目，也是世界先进露天采掘业工艺与设备

的集大成者，打造了露天开采行业环境保护与

开发的样板，被誉为“中国最美矿山”。

集团将以此次发布为契机，继续高扬爱国

主义旗帜，加强遗产保护利用，传承发展红色精

神，深入挖掘集团品牌价值内涵，总结提炼精神

财富，讲好遗产背后的文化故事，赓续国家能源

文化血脉，展示大国重器发展成就，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职工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为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传承发展，全面建设世界一流清洁低

碳能源科技领军企业和一流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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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能集团准能集团：：借借““智智””腾飞腾飞 创造创造““煤煤””好好
本报特约记者 王柯涵

国内首次实现同一流域
相邻两电站成串成组开发

大渡河两座水电站大坝同期相继浇筑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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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 薇 通讯员 黄杰）小雪

刚过，宁东大地银装素裹。11月25日下午3时

30分，室外温度低至零下13℃，西部创业宁东

铁路机辆段火车司机陈志平正操控着机车远

程智能控制装置，牵引着一列长752米、连挂

53节车厢、装载4972吨煤炭的重车，缓缓驶入

宁煤煤制油配煤中心四场卸煤沟解冻库。

有20多年驾龄的老火车司机陈志平，开

过蒸汽机车、内燃机车。他感慨道：“这次上

线运行的机车远程智能驾驶控制装置真是太

先进了，不仅减少了人为误操作，还能提前预

警轨道障碍物，让运输更安全。”

据宁东铁路机辆段机车运用车间主任王

献锋介绍，目前铁路装卸车站普遍采用传统

作业方式，需要机车司机与调车作业人员相

互配合、协调作业来实现车辆对位，方可进行

后续的装卸车作业。多岗位配合、作业过程

中存在设备信息传递错误、岗位人员作业标

准执行不彻底、非正常应急处置不当等因素

给调车作业安全带来较大风险，甚至出现调

车作业安全事故。

为改变这一现状，降低作业人员强度、提

高作业效率、提升作业安全性，自2022年起，

宁东铁路机辆段检修车间主任、创新工作室

带头人刘永平就带领团队着手研发机车远程

智能控制装置。经过不懈努力，该装置成功

问世。它基于北斗定位和 4G/5G 等多种网

络，能实时操纵调车列运行状态，实现调车列

远程智能“动、静、变”的全要素管控，有效解

决了调车作业中的诸多难题。这一装置的投

入使用，将原来每班作业人员从4人优化为3

人，作业效率和安全性大幅提升。

西部创业旗下的宁东铁路，是宁夏乃至

我国能源“金三角”地区的重要运输支撑，也

是“西煤东运”的主力军，承担着宁夏及周边

省区煤炭、建筑材料、油品、煤化工等产品运

输的重任，年运输能力6500万吨左右。面对

繁重的运输任务，如何打通物流运输“前后一公里”，西部创业积极

探索科技创新之路，紧盯行业前沿，加大设备技术改造。

除了此次上线运行的机车远程智能驾驶控制装置，还创新研

发了列车安全智能控制装置、行车安全预警系统、宁东北站货运智

能监测系统、远程智能黄油加注机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和设备，全方

位提升宁东铁路技术装备水平和运输能力。同时，建成了全国地

方铁路首批“4G/5G+北斗应用”实验室，实现数据的统一化、共享

化管理，打造了智慧铁路运输体系。此外，加快推进电气化改造，

推动铁路运输更加安全、高效、低碳，以科技创新驱动增强了能源

供应链的韧性，为能源保供提供了强大的运力支撑。

百米井下党旗红百米井下党旗红
本报通讯员 张 超

11月20日凌晨4时30分，平庄煤业六家矿掘进一队

包机副队长孙永刚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里

传来生产班班长司春富的紧急求助：“孙队长，综掘机截

割头旋转不顺畅，回转台出现异响，现在我们停机了，应

该怎么办？”

“别着急，我这就赶到井下。”孙永刚立即起身前往单

位。到达作业现场，他详细了解情况后，判断是综掘机回

转台轴承损坏，并第一时间向区队汇报故障情况，掘进一

队党支部根据实际情况召开专题会议。

“受地质条件构造影响，综掘机轴承支撑座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磨损，如果不及时更换，综掘机就会处于瘫痪状

态，严重影响矿井生产接续。”孙永刚描述综掘机状态。

“鉴于目前情况，我提议成立‘党员突击队’，全力攻

克此次抢修任务。”党支部书记丁宇新说道。

“据目前实况，我们要制定好抢修预案，保证抢修工

作顺利完成，为巷道按期贯通赢得宝贵时间。”

“我认为应该分三班制进行作业。”

……

队长尹燕春和队员开启头脑风暴，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共同商议抢修预案。

事不宜迟，掘进一队党支部拟定于11月22日二班更

换综掘机回转轴承。

“孙队，四季度是全年工作的关键时期，是决战决胜

的冲刺阶段，这次地层深处抢修攻坚战，对我们来说很重

要啊！”检修工李伟看着眼前这个重达40吨的大家伙，心

里有些打鼓。

孙永刚拍了拍李伟的肩膀：“这确实是一场硬仗，不

过别担心，咱们齐心协力，一定能保质保量打赢这场攻坚

战。检查工具和起吊导链……”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孙永刚细心布

置工作任务，紧锣密鼓开展抢修工作，带领‘党员突击队’

冲锋在前、担当奉献，铺打起吊锚索、拆卸综掘机截割部、

旋转轴承……“党员突击队”分三班制作业，两人一组密

切配合。

“班长，歇会，请让我上。”

“不累，大伙儿加把劲儿。”

由于综掘机长期割岩石作业，回转台底部螺母磨损

严重，班长司春富仰卧在回转台下，手持铁锤一下一下敲

击扁铲，现场这些朴实的画面令人动容。

“一、二，一、二……”循声看去，只见回转轴承被导链

吊起，对准综掘机本体旋转部，党员牛智慧顾不上擦拭着

脸颊上的汗水，继续拉拽着导链。随着响亮的口号声，沉

重的回转轴承缓慢放下，坐落在综掘机本体上。

紧固螺母、起吊综掘机截割部、连接液压油缸……随

着抢修工作接近尾声，检修人员脸上露出愉快的表情，现

场一片欢喜。

从综掘机截割部、旋转台及轴承的拆卸到综掘机整

体安装完毕，耗时21个小时，每个步骤大家都很认真细

致，整个过程紧张有序、忙而不乱。

11月23日凌晨5时，综掘机恢复正常运行，检修人员

如释重负，一场抢修攻坚战在党旗印证下圆满结束。

11月25日，金沙江旭龙水

电站高线砂石系统完成首批

半成品骨料生产，标志着半成

品生产线实现顺利投产，系统

整体金结及机电设备安装进

入收尾阶段，朝着全面投产奋

力冲刺。

大图为旭龙水电站高线

砂石系统航拍图。

小图为 11 月 25 日，工程

建设处员工对照图纸查看现

场施工进度。

本报特约记者 黄情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罗凯敏 尚延杰）11月19日，大渡河沙坪一级

水电站3—4号机组进水口顺利浇筑到顶。至此，大渡河枕头坝二

级、沙坪一级两座水电站大坝同期相继浇筑到顶，创下国内首例同

一流域相邻两座大型水电站成串成组开发新纪录。

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水电站是四川省“十四五”重点建设项

目和乐山市“挂图作战”重大项目。两电站作为大渡河干流调整规

划的第22、23级电站，采用堤坝式开发，主要以发电为主，兼顾下

游生态用水要求，总装机容量660兆瓦，于2020年实现同步核准，

2021 年同步开工，计划于 2025 年同步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

2026年同步实现全投。建成后，每年平均发电量超31亿千瓦时，

每年可节约标煤超1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200万吨。

随着智能化建设的推进，人们印象中苦、累、险、重的

露天矿生产正在改变。在准能矿山，从采矿设计、穿孔爆

破、采装运输排弃、黑灯洗选等生产环节，到设备维修、炸

药生产、供水供电等辅助生产领域，智能技术已代替传统

的人工操作，处处闪耀着智能化示范标杆煤矿的“智慧”。

无人作业更安全

11月15日，在黑岱沟露天矿1075平盘，18台300吨

级无人驾驶重型卡车稳定运行，安全高效完成装载、运输

和卸载等任务。

“要时刻关注车辆数据，确保安全。”上午9时，在不远

处的指挥调度室里，工作人员通过大屏幕实时监控每一

辆卡车的运行状态，并对车辆进行远程调度和指令下达。

“看，每辆无人驾驶卡车都安装了激光雷达、毫米波

雷达以及高精度GPS定位系统，它们如同卡车的眼睛，可

以识别路况和障碍物，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黑岱沟露

天矿智能化建设管理中心主管石峰指着屏幕介绍道。

目前，准能集团两个露天矿的36台无人驾驶矿卡分

6个编组进行安全员下车常态化作业，累计作业25.8万车

次，剥离物料2635万立方米，综合效率达到人工的85%，

顺利通过无人驾驶项目第一阶段验收，实现了“安全零事

故、作业无等待、运输低排放、智能少人员”的新成效，为

能源供应提供有力保障。

在黑岱沟露天矿的远程操控中心，采掘队司机付强

通过远程驾驶舱操纵XE7000液压正铲，轻松将一铲黄土

装入无人驾驶卡车厢斗中。“工作10余年，我从没想过能

在安静舒适的办公室里操控设备，真是科技改变生活

啊！”付强感慨道。

近年来，准能集团紧跟时代步伐，引入5G、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进无人作业与生产场景融合。

边坡预警管理系统24小时全面预警，“自动布孔+远程操

控+跟机干预”的智能穿爆模式，可减少验孔工16人，提

高生产效率30%，变电所和运输皮带等岗位由机器人替

代巡检，实现了减人提效。

科技赋能更高效

10月24日，准能集团正式开始使用融合光谱煤质快

速检测技术，煤质检测由8小时缩短至2分钟。

融合光谱煤质快速检测技术是集煤质快检核心装

置、AI模型与数质量管控平台于一体的原创性技术，可以

在线检测6毫米煤样的热值、全硫、灰分、全水等指标，改

变了传统煤质检测取样、制样、化验的复杂流程，构建起

高效、透明的在线检测模式。

为优化生产流程、提升工作效率，准能集团先后开展

智能跳汰、智能装车、智能排矸、智能输送等项目，实现了

选煤生产全链条智能化转型。首次实现千万吨级跳汰洗

选系统全流程智能控制，跳汰机故障报警准确率达99%

以上，现场巡视工作量减少50%以上。

越来越多的智能化设备升级改造，为高效生产安上

了科技“引擎”。

在准能集团设备维修中心机修车间内，焊接火花四

射、机器人挥舞手臂、轰鸣声此起彼伏……从上料到焊接

再到拆卸，履带板自动化焊接线繁忙而有序地工作着。

“自从智能化设备投用以来，每年至少节约100万元

人力成本。而且智能化焊修与手工焊修相比，效率能够

提升 2 倍，焊缝的合格率达 100％。”谈到智能维修机器

人，机修车间党支部书记布特格勒其感触颇深。

此外，维修车间还配备了轮胎自动拆装、智能大型焊

接和激光熔覆焊修等机器人，变电所、胶带机等高危、固

定岗位安装了巡检机器人，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和工

作效率。

智能化技术在改变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提升了职工的

幸福感。“有了维修机器人的助力，我们的工作负担大大减

轻，幸福感满满。”焊工朱嘉鹏兴奋地说。 （下转第二版）

四季度以来，包神铁路巴图塔站区进一步强化调车安全动态控

制，详细制定安全卡控措施，严格标准化作业，确保调车作业安全。

图为11月11日，员工进行调车组牵出作业。 本报记者 高珊 摄

近年来，准能集团紧跟时代步伐，引入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进无人作业与生产场景融合，智能

技术已代替传统的人工操作，处处闪耀着智能化示范标杆煤矿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