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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智能化核算方式，保安全护稳定促提升

陶善勇
焦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九里山矿 河南 焦作 434000

摘� 要：作为焦煤公司主力矿井之一，九里山矿按照焦煤公司“质量建设提升年”活动整体部署，以推动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以打造“高质量发展矿井”为目标，牢固树立“质量第一”意识，深入实施质量强企战略，加强全面

质量管理，进一步提升工程、产品质量，增强竞争力，为矿井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劳资科作为矿井经营管理重要部

门，责任重大、责无旁贷，如何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源管理在契约化+形势下的新课题，就是要紧密围绕矿井生产经营
目标，通过人力资源战略规划和具体目标实施，为矿井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的人员、薪酬、社保等全方位保障。同时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智能化建设工作的通知》（豫能办〔2022〕74号）、《河南能源集团2023年机
电运输、电力暨新能源发展工作要点》（豫能办〔2023〕41号）、以及《焦煤公司智能化采掘工作面常态化运行及采
掘地区机电运输管理考核办法》（焦煤公司办字〔2023〕66号）和九里山矿有关机电运输及智能化管理制度，在1613
回采工作面实施智能化采煤单价与非智能化采煤单价分类核算，提高采煤区队运用智能化系统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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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九里山矿创新的“创新智能化结算模式，促进效率

效益双提升”项目实施的意义在于以党的建设作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内在驱动力，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和

带头引领作用，紧紧围绕2023年矿井契约化生产经营指
标，根据矿井生产接替计划和智能化工作面实际情况、

科学合理定岗定员和核定人工单价水平，并结合人员现

状科学合理地制定人促进采煤区队提高智能化系统的使

用率，逐步实现智能化系统常态化运行，确保智能化在

工作面落地生根，进一步减轻工人劳动强度、保障工人

安全生产，真正实现减人提效。

1 项目创新点

1.1  严格统计数据
为保证采煤智能化工作面核算单价科学合理、真实有

效，采煤智能化工作面智能化率严格按照集团公司采掘智

能化工作面管控系统要求，通过在地面集控中心核查智能

化割煤情况，统计智能化在线率和开机率，从而确定自动

化率，统计数据严格与系统传输数据保持一致，避免人为

调整情况的发生，确保数据的客观公正、真实可靠。

1.2  严格落实兑现
根据《九里山矿采掘工作面智能化常态化运行管理

考核办法》相关规定，并严格按照测算规则和领导指示

精神核算智能化采煤人工费用，严格落实兑现，第一时

间反馈至区队，使得职工清楚明白。核算规则为：根据

智能化割煤量核算人工费，即智能化割煤煤量的人工费

按照原定额单价的2倍进行核算；非智能化割煤煤量的人

工费按照原定额单价的0.5倍结算。
2 项目实施内容

为进一步规范九里山矿采煤工作面智能化系统的使

用管理，加快提升员工业务素质和操作水平，提高智能

化系统的使用率，逐步实现智能化系统常态化运行。主

要实施步骤如下：

2.1  成立组织机构
矿井成立采煤工作面智能化系统使用管理领导小组，

矿长、党委书记任组长，分管机电、生产、安全副矿长任

副组长，成员由机运科、地测科、劳资科等负责人组成。

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职责，分工明确，协调一致。

机运科：负责统计液压支架自动跟机率和采煤机记

忆截割率以及采煤自动化率；

地测科：负责统计智能化工作面使用智能化系统的

割煤厚度；

调度室：负责统计智能化工作面的产量；

劳资科：负责核定智能化采煤区队劳动定员，并按

照工作面智能化运行情况和人员配置科学合理核定人工

结算单价，严格按照智能化割煤量和非智能化割煤量分

别核算人工费。

2.2  精心组织建设
2.2.1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站

位。深入学习，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

及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关于煤矿智能化要求，严

格按照焦煤公司决策部署，坚持把智能化建设作为政治

任务和矿井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要务来抓；二是坚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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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以贯之。1613工作面作为矿井的第一个智能化工作
面，矿井高度重视，先后成立了以矿长为组长的领导

小组及以分管领导为组长的设备供应组、项目建设推进

组、工程施工组、技术保障组、安全保障组、考核验收

组等6个专业组，明确职责分工、细化分解任务，并制定
相应的激励政策，确保智能化建设一以贯之，高标准、

高质量达到预期目标。[1]

2.2.2  因地制宜精心布局：一是现场勘察，制定方
案。矿主要领导积极组织相关负责人并邀请生产厂家走

进现场，结合1613工作面实际，制定动力中心、乳化液
保障及恒压供液系统集中远距离供电、供液等切实可行

的方案；二是反复论证，优化设计。智能化采煤工作面

采用最优设计，将集控中心、乳化液泵站、乳化液保障

及恒压供液系统和供电系统等均设计在车场，同时，与

智能化相关厂家开展多次技术交流，合理设计各类传感

器安装位置，减少生产过程中作业环境、空间等因素对

设备的影响，确保智能化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转。

2.2.3  未雨绸缪全力保障：一是打好基础。在安装工
作面前先形成乳化液泵站，投用乳化液保障系统，保证电

液控系统用液洁净度，从源头上解决液压系统因乳化液污

染造成的设备故障；二是做好防护。入井前认真检查设

备，同时对传感器、控制器、通讯管线等快速插口，严格

标准，统一做好防护工作，确保设备的完好使用。

2.2.4  集思广益统筹推进：一是定期召开智能化项
目建设协调会。协调、分析、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对无法解决的问题要及时上报公司相关部门协调解

决；二是稳步推进智能化工作面建设。各单位积极配合

智能化工作面建设工作，加强与各专业科室沟通联系，

梳理各个系统、板块、工程的关系，积极听取各方建

议，协调解决智能化工作面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2.5  聚焦重点查漏补缺：一是加强沟通。区队生产
班组作为智能化系统应用的主要人员，时常与厂家保持

沟通，及时将生产过程中设备智能化系统存在的问题反

馈至厂家技术人员，厂家根据现场问题及时拿出解决方

案，确保智能化系统稳定运行；二是强化应用。采煤机

在记忆截割状态中人员可根据煤层变化立即做出手动模

式干预；微调跟机移架参数解决液压支架架前煤多，架

相不正、咬架、挤架、栽头等难题；优化井上、下远程

操作、启停采煤设备系统程序，生产期间设备智能化开

启运行率达90%以上。
2.2.6  掌握主动强化队伍：一是建立专业队伍。矿井

积极组织相关科室、区队，抽调技术人员、生产骨干，

建立智能化专业队伍全程参与智能化工作面安装、调试

工作；二是强化业务提升。与智能化相关生产厂家达成

战略协议，积极邀请厂家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工作，并对

相关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加强人才培养，提升队伍

的专业化水平。确保培养出一批能满足智能化建设需求

的专业人才、一批具有智能装备操作使用和系统维护能

力的技能型人才、一批既懂生产又懂智能化的复合型管

理人才，为智能化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2.3  规范系统使用
智能化系统使用基本要求：采煤区队安排专人负责

智能化设备日常管理、维护、保养工作，确保智能化系统

运行正常；现场操作人员必须按章操作，未经允许严禁随

意修改控制参数；如需对技术参数进行修改的，需经机运

科、区队管理人员及设备厂家商定后方可调整或修改；加

强网络线路和设备维护管理，确保数据传输正常。[2]

2.4  核定定员及人工单价
根据2023年焦煤公司下发的产量计划，结合矿井实

际以及采煤工作面智能化系统使用情况，对从事智能化

采煤的采煤队—采二区进行科学合理定员，同时根据核

定定员，结合岗效工资标准以及前期采煤工作面作业人

员及辅助人员（除区队管理人员外）工资水平，核定定

员人工费基础表。同时根据上表人工费基础表核定采煤

工作面单价如下：

工作面类别
采高 5m以下 5m以上
斜长 一部单价（元/吨） 二部单价（元/吨） 一部单价（元/吨） 二部单价（元/吨）

一类

120m以下 10.56 11.24 8.58 9.13
121～160m 9.51 10.11 7.72 8.21
161～190m 8.64 9.19 7.02 7.47

二类

120m以下 14.79 15.73 12.01 12.78
121～160m 13.31 14.16 10.81 11.50
161～190m 12.10 12.87 9.83 10.45

三类 120m以下 20.70 22.03 16.81 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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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作面类别
采高 5m以下 5m以上
斜长 一部单价（元/吨） 二部单价（元/吨） 一部单价（元/吨） 二部单价（元/吨）

121～160m 18.63 19.82 15.13 16.10
161～190m 16.94 18.02 13.76 14.63

2.5  严格考核兑现
1.由领导小组组织，按照“精细、精准、动态、严

格”的考核原则，实行“月考核、月兑现”。

2.在地面集控中心核查智能化割煤情况，凡是地面
集控中心不能进行数据核查的，视为当天无智能化割煤

煤量。

3.液压支架自动跟机和采煤机记忆截割同时使用时判
定此段为智能化割煤段。

4.为鼓励采煤区队积极推进智能化系统采煤的信心与
决心，经研究决定智能化割煤煤量的人工费按照原定额

单价的2倍进行核算；非智能化割煤煤量的人工费按照原
定额单价的0.5倍结算。
3 项目实施效果

3.1  建设前后使用人员
1.1613智能化采煤工作面项目建设前，皮带机司机2

人，转载机司机1人，刮板运输机司机1人，乳化液泵司
机1人，采煤机司机3人，液压支架工3人，上下端头维护
工8人，电工1人，水泵工1人，验收员1人，班长2人，跟
班队长1人，工作面共计25人。

2.1613智能化采煤工作面项目建设完成后，集控中
心使用设备远程控制，集控中心1人，煤流系统巡视工1
人，采煤机巡视工2人（含电工1人），液压支架巡视工1
人，上下端头维护工2人，班长1人（兼任验收员），跟
班队长1人，工作面生产区域设备操作、巡视及管理人员
共计9人。智能化工作面建成后人员使用大幅度减少。

3.2  减少人数降低成本
每班减少工作面生产岗位工16人，采煤一线单位职

工基础工资按300元/工计算，每月减少岗位基础工资约16
工×3班×30天×300元/天 = 432000元。从6月-11月份累计可
以节省人工费用约216万元。

3.3  降低强度提升效率
首先是降低职工劳动强度，智能化系统的运用有效

减少了工人推、拉、移架等相关工作，大大降低了劳动

强度。其次是提升工效水平，该项目自2023年6月份实施
以来，九里山矿1613回采工作面6-10月份累计生产煤炭产

量33.73万吨。6-10月份工作面回采工效分别为368吨/人，
494吨/人，512吨/人，534吨/人，554吨/人，实行智能化
采煤结算回采工效水平较之前提高10.6%。

3.4  智能安全大有所益
一是使作业人员远离危险作业区域，在遇到水、

火、瓦斯等重大灾害事故时，可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

亡；减少作业人员接触煤尘时间，降低职业病发病率；

对设备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分析出设备故障原因，

减少了设备维修周期，节约生产成本。

3.5  出勤、薪酬及满意度稳步提升
1.职工出勤更加稳定：6-10月份职工人均出勤25.5-26

个，比实行智能化采煤前多0.5-1个，即使在9月、10月工
作面条件较差情况下，人均出勤仍保持在26个，为矿井
稳定生产提供保障。

2.职工薪酬水平提升：2023年6-10月，采二区职工
综合日资分别为444元/工，452元/工，474元/工，475元/
工，497元/工，较未实施之前平均综合日资水平提高22元
/工，人均工资达1.2万元以上，职工薪酬水平和幸福指数
显著提升。

3.职工满意度提升：通过创建智能化工作面，实现智
能化系统常态化运行，进一步减轻了职工劳动强度、充

分保障了职工安全，真正实现了减人提效，职工获得感

和满意度大大提升，同时也大大提升管理质量与效果。

结束语

煤矿智能化发展是未来煤矿开采高质量发展必然趋

势，创新并运用好科学的智能化结算方式，有助于矿井

减员提效、提质增效以及促进本质性自主保安水平，真

正践行“职工至上、生命至上”的人本理念，构建安全

稳定和谐矿井作出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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