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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两优三减三提升”，助力矿井控员提效
降本增效

陶善勇
焦作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九里山矿 河南 焦作 434000

摘� 要：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以打造“百年焦煤、平安焦煤、活力焦煤、幸福焦煤”为总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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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质量效率变革，进一步提升工程、产品、服务质量，加强品牌建设，增强产业竞

争力，让高质量发展贯穿企业转型升级的各方面、各环节、全过程。

关键字：人力资源；质量提升；系统；降本增效

引言：劳资科创新的“人力资源两优三减三提升，

助力矿井控员提效降本增效”项目实施的意义在于以国

家的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内在驱动力，充分发挥各

位干部先锋模范和带头引领作用[1]，紧紧围绕2023年矿井
契约化生产经营指标，通过人力资源各系统有效联动，

多举并措，紧扣“控员提效降本增效”矿井质量提升

主题。

1 项目内容

项目的实施，可以概况为“两优三减三提升”，即

人员结构优化、组织结构优化；人员整顿减负、社保清

缴减负、办理病退减负；工效水平提升、管理质量提

升、矿井形象提升。具体实施如下：

1.1  “两优化”确保人力资源配置科学合理
以焦煤公司核定的劳动定员作为2023年度员工总量控

制目标，在评估人力资源现状、掌握和分析人力资源相关

信息和资料的基础上，依据矿井生产接替计划、内部人力

资源现状、定岗定员等情况科学合理地制定人力资源需求

计划和调整方案，及时补充人员缺口和优化人员结构，满

足矿井安全高效生产、健康稳定发展的需要[2]。

1.1.1  创新招人选人方式方法，科学及时补充优化人
员年龄及学历结构

面对煤矿招人难、留人难的紧张形势，劳资科创新

招人选人方式方法，一是通过招工会议、OA办公系统、
微信群、朋友圈，张贴招工启示等方式大力宣传，并商

讨制定了《九里山矿2023年招工方案》《九里山矿2023
年招工启示》等方案，增强吸引力；二是建立新招员工

微信工作群，实时发布招工工作安排进展信息，还极大

地提高了工作效率，通过一致努力，共计报名登记178
人；三是制订《九里山矿2023年新工人体能测试、面试

方案》，采用“阶梯式负重体能测试法”进行体能测试

评分，成立面试小组进行综合评分，再经体检、入职培

训、军训等环节层层筛选，核准录用84人并签订劳动合
同；四是通过设计《新员工入职调查问卷表》，对从事

岗位意向、薪酬期望值、工作经验等情况进行调查摸

底，有针对性的分配至生产一线岗位；五是制订《九里

山矿2023年度新招职工军训成果展示活动方案》，增强
新招职工训练意识、合作意识，强化对企业认同感和归

属感。通过创新招人选人方式方法，科学适时补充人员

不仅极大的缓解矿井一线岗位用工紧张状况，补充新鲜

血液，同时优化矿井人员年龄和学历结构[3]。

1.1.2  深挖内潜统筹规划，畅通调剂重组、正向流
动、人员返岗通道优化组织结构

一是本着“一线充足、辅助地面精干、机关高效”

原则，2023年采煤与掘进、煤巷掘进与岩巷掘进队伍等
一线单位因生产任务调整实施组织调动92人次，有效地
发挥内部人员调剂重组功能，很好地满足了井下安全生

产的需要。

二是矿井建立建立了直接、辅助、地面层次分明三

级阶梯化激励机制，真正打通正向流动通道，即机关向

地面单位流动，地面向井下辅助单位流动，井下辅助向

井下一线单位流动。截止到今年11月份职工因疾病、家
庭等特殊原因在焦煤公司备案调整工作岗位21人，其中
正向流动6人。
三是矿井病伤、旷工人员返岗，本着职工是第一牵

挂的理念和治病救人原则，通过制订专项措施，朋友传

话、一对一规劝、实地家庭走访等形式，经过不懈努

力，今年病伤员工返岗4人、旷工返岗15人，共计返岗
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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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三减少”促进企业劳动用工精干高效
1.2.1  制订“一人一档”清理整顿方案，强化清理力

度减少低效无效用工

在清理整顿病伤、旷工等人员工作中，我们采取

“亲情”操作，把职工当亲人，力戒冷硬教条，避免

态度生硬、机械式执行文件制度而引发新矛盾和信访

案件。在工作中对待被清退人员时，坚决做到“四个

一”，即：一张笑脸相迎、一把椅子让座、一杯热水解

渴、一声问候暖心，让病伤、旷工人员消除情绪化解矛

盾，感受到了企业的温暖和关怀。在政策执行方面，大

力宣传《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法

律法规，按类别建立不在岗动态管理台账。通过访谈、

资料查询等方式核实低效用工人员现状，统筹分析，根

据每个职工情况制定“一人一档”清理整顿方案。2023
年全年分批次办理无效低效人员解除劳动合同32人，为
企业节约人工成本160余万元。

1.2.2  建立清欠管理责任机制，强化清缴力度减少社
保费用支出

针对三类人员（旷工和低效人员、工伤人员、退休

延迟审批人员）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1.旷工和低效人员：（1）及时掌握员工出勤情况，
了解职工意向，对于解除合同职工及时办理社保减员

手续，减少由于业务周期拖长而使企业多垫付社保费；

（2）在职职工解除合同后没有及时补缴相关社保费时，
我们采取电话通知等各种追缴方式为主，催促其补缴完

社保费再办理离矿抵押金退付、失业金领取、住房公积

金退付的工作；（3）职工返岗也需要在补缴完部分社保
费之后再进行返岗的后续工作，对于家庭困难等特殊情

况职工，经劳资科调查落实后酌情缓收所欠费用。职工

返岗后，社保业务口与薪酬业务口和区队及时沟通，每

月从工资账中批量扣除职工所欠社保费。

2.工伤人员：一到四级工伤职工工资由河南省直接发
放，所以社保费需要企业先行垫付，之后再由本人到单

位进行补缴。由于事故发生时间较为久远，职工家庭条

件困难，以及对相关社保政策不熟悉，态度强硬且不积

极配合相关工作，导致此部分社保费追回受阻。由于近

几年国家对社保政策大力推广，劳资科积极响应，通过

电话沟通、走访等多种方式、给职工讲解相关政策，经

过不断努力，克服各种困难。

3.退休延迟审批人员：部分退休人员退休手续省厅延
迟批退，使得业务期时间拉长，导致社保停保时间滞后

于正常批退时间，由此产生企业垫付社保费情况。虽此

项费用产生不因职工个人原因导致，但企业多缴纳的社

保金额仍会由省厅直接发放到职工本人个人账户，经过

与职工本人认真沟通、耐心解释、细致回答职工疑问后

成功追回。截止2023年全年，通过职工本人现金补缴和
工资帐补扣等方式成功追缴社保费用74.34万元，较2022
年全年多追缴32.66万元。

1.2.3  深刻解读研究政策，强化服务意识、责任意识
为职工办实事，为企业减负

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

（国发〔1978〕104号）文件第一条第三款规定可以办理
退休。（法律依据：第三款：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
周岁，连续工龄10年，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
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劳资科根据医院出具体检结果，积极与劳动能力鉴

定部门联系鉴定事宜，职工被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

力”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与职工本人面对面深入讲解

政策和家庭所面临的实际困难，职工同意办理病退。至

此，3名职工（后勤科郭某某1969年12月、内部退养张某
某1970年7月、钻探队许某某1973年12月）分别于2023年
6月、10月、10月提前退休，较正常退休时间相比分别提
前78个月、82个月、68个月。按照3名职工正常退休时
间核算，企业承担社保费用和病假工资合计61.25万元。
为职工积极办理病退手续，使职工提前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同时也减少了企业人工成本支出。

1.3  “三提升”铸就企业稳定高效和谐诚信发展格局
1.3.1  创新智能化采煤结算方法提升回采工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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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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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里山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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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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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提高政治站位稳步推进共享用工提升管理效能
为积极响应焦煤公司共享用工政策，结合矿井生产

实际及人力资源现状，在满足正常安全生产的情况下，

制订了《九里山矿2023年开展共享用工的实施方案》，
确定了具体的考核管理办法和激励措施，明确部门负责

人为第一责任人，提高政治站位，并制定《共享用工指

标分解表》，通过OA办公系统及相关会议大力宣传，积
极动员并做好职工答疑解惑、思想稳定等工作，和谐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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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推进共享用工工作开展。2023年，焦煤公司要求参加
共享用工20人，矿组织参加27人，体检不合格退回4人，
实际参加23人，完成率达115%，为矿井节约工资成本约
40余万元。

1.3.3  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企业良好形象
根据病伤职工实际情况我们及时与社区、残疾人康

复中心沟通，陪同职工到医院复印病历，帮忙整理认证

材料。参加鉴定的职工，由工作人员全程陪同鉴定协调

相关事宜。对居住在外地的职工，我们积极协调好工作

安排并给予适当补助与激励，鼓励其积极办理残疾证，

确保无后顾之忧。

针对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人员，积极与家属沟通协调

完善相关资料；对听力和语言障碍的职工，采用书写的

形式进行沟通；对行走困难的职工，积极联系车辆、

轮椅并全程陪同准备年审材料。经过多次不懈努力和

沟通协调，今年新增办理残疾证4人，完成安置比例达
111.34%。
2 运行效果

2.1  科学及时补充人员大大缓解矿井用工紧张状况和
优化人力资源结构

矿井通过生产接替计划、岗位布置等情况进一步细

化劳动定员，并与人员现状进行对比分析确定矿井人力

资源实际需求，及时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84人招工指
标，科学适时补充人员不仅极大的缓解矿井一线岗位用

工紧张状况，补充新鲜血液，同时优化人员年龄结构和

学历结构。招聘新工人后矿井整体人员平均年龄由45.9周
岁下降至45.2周岁，其中一线区队人员平均年龄更是降至
42.1岁；招聘新工人学历层次均为高中及以上学历，使得
矿井学历结构进一步优化。

2.2  劳动年审、社保清缴等工作多举并措为企业减少
大量人工成本

一是积极协助病伤员工办理残疾证，多次不懈努

力，新增办理残疾证4人。按残疾人就业安置比例1.6%
应安排就业40.57人，实际安置就业45.17人，安置比例达
111.34%，圆满安置残疾人就业为企业节约缴纳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及其他费用约200万元；二是分类施策大力清缴

社保费用，促成低效无效人员、工伤人员、退休延迟审

批人员等三类人员合计社保费用74.34万元；三是主动沟
通协调，成功为3名职工办理病退，为企业节约社保费用
和病假工资人工成本61.25万元。三项共计为企业减少人
工成本支出335.59万元。

2.3  创新实施采煤智能化结算新模式促进原煤生产效
率和管理效果提升

一是职工出勤更加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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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智能化使用率显著提高：自6月份以来，矿井采
煤智能化使用率逐月提高（6月66%、7月81%、8月86%、9
月90%、10月94%、11月91%、12月份进入工作面收尾阶段
未实施智能化）。智能化系统使用率达到84%以上。
三是原煤生产效率提升：该项目自2023年6月份实施

以来，九里山矿1613工作面6-10月份回采工效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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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职工薪酬水平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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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未实施之前日资水平提高22元/工，职
工薪酬水平和幸福指数显著提升。

结束语：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各业务间的协调联

动，采取“两优三减三提升”措施，助力矿井控员提效

降本增效，助力矿井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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