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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工人劳动生产与工作状况（四） 

为什么这些年矿难事故屡有发生，以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现阶段以及今后若干年里，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管任务非常艰巨”？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有关负责人指出：“我国安全生产存在着四个比较突出的问
题：一是部分地区特大事故多发。今年（2004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一次死亡10
以上特事故75起，死亡1189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多发生7起。发生特大事故比较多的
有：贵州、山西、四川、河南、黑龙江、江西、山东、湖南。二是一些行业和领域
事故发生率上升。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消防火灾事故、重特大建筑施工事故、矿
山透水事故、城市燃气泄漏事故发生率有所上升。三是某类事故在一个阶段里集中
发生。一季度春运繁忙，交通事故、消防火灾等领域事故多发。4月，危险化学用品
事故多发。5月以来，雨季来临，煤矿顶板事故和水上交通事故上升。四是职业安全
卫生形势严峻。目前，我国约有50万多个企业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职业危害，每年约
有710万人患各种职业病。各类职业中毒事件越来越严重，中毒患者死亡率由以往的
15%攀升到20%以上。”他解释道：“西方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其安全生
产事故大致都经历了从上升、高发，然后逐步稳定、下降的周期。一般说来，人均
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个区间，是安全生产事故的高发期。我国目前正处在
这样一个阶段。”（见2004年7月28日《中国青年报》）照此说法，我国目前包括矿
难事故在内的安全生产事故频仍，似乎是很自然、正常的现象，不足为怪。“瓦斯
不治，矿无宁日。”这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显政和赵铁锤的看法，
他们认为“导致当前安全生产形势远不能乐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2003年，全国采
煤机械化程度仅为45%。为数相当多的小煤矿，开采方式落后，设施设备简陋，从业
人员素质较低，安全没有保障。全国58%的小煤矿仍采用巷采和手工方式开采，效率
低下，伤亡事故多发。”“中国煤矿开采主要依靠井工开采，高瓦斯矿井多。目前
我国共有高瓦斯矿井、煤与瓦斯突出矿井9000多处，占矿井总数的30%左右。随着开
采程度的延伸，煤层瓦斯含量逐渐增加，防治难度越来越大。”（见2004年11月29
日《中国青年报》）新华社记者卢保红、高风、刘军通过采访了解到“受行情看好
与高额利润刺激，煤炭行业超设计能力生产与频繁‘扩能改造’现象成风，包括国
有、地方、个体在内的各类煤矿纷纷挑战生产能力‘极限’，不仅造成大量资源浪
费和加速枯竭，更成为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的‘祸首’。”目前，我国27个产煤省区
竟有20个超产；1/3煤炭产量没有安全保障；矿难损失仅是超额暴利的毛毛雨。”记
者了解到，一些煤老板其实并不害怕矿难，因为矿难一出，按照惯例，事故矿井周
边的煤矿都要停产整顿。这一停产必将导致煤炭供应短缺，价格攀升。山西太原西
山地区的一位矿主说：“比起因价格攀升所带来的高客利润，矿难简直就是毛毛
雨。”因此，超产低成本与高收益的极不对称，是煤炭超产成风的主要原因之一。
（见2005年2月21日《工人日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梁嘉昆则认为
“我国煤矿事故频发有五大原因：从自然条件看，我国60%至70%的煤矿是在复杂和
极复杂的构造条件下进行开采；从生产开采条件来看，煤矿整体技术状况比较落
后，国有煤矿机械化程度虽已达60%至70%，但大量的乡镇煤矿机械化程度很低，装
备水平落后；从历史和政策的原因来看，煤矿安全投入欠账非常大，仅国有煤矿在
安全工程、装备和设施方面欠账就达500亿元左右；煤矿从业人员的整体文化素质相
对较低，生产过程中违章、违规现象严重；部分企业忽视安全，一味追利润，超能
力生产也是事故、多发的重要原因。”（见2005年2月21日《中国青年报》）以上种
种说法，角度不同，说法有异，但大多都有其一定的道理和事实依据，但均未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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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层面来看问题。 
我们确已到了必须从深层次角度分析研究我国这些年来矿难频仍原因的时候了。

我们注意到《中国青年报》记者李健于2004年7月27日发出的一则报道： 
非公有制经济伤亡事故占全国二分之一以上 

“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矛盾对安全生产的影响非常突出。”在前不久召开的
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这样分析制约
我国安全生产状况根本好转的深层次原因。 

这位负责人从四个方面剖析“结构性矛盾”对安全生产者的影响：一是所有
制结构的调整，使安全生产工作面临新问题。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社会主
义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总体上看，非公有制企业安全生产基础还很薄弱，伤
亡事故多发。非公有制经济总量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伤亡事故则占全
国的二分之一以上。二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加大了解决高危行业安全问题的难
度。煤炭、非煤矿山、建筑、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炸等行业和领域，目前仍存在
布局不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管理体制不顺、技术水平低等问题。这些问题制
约着高危行业安全状况的根本好转。三是区域经济结构的差异，使安全生产工作
更加艰巨。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普遍落后，安全生产条件较差，重特大事故多
发。东部地区快速发展中，事故总量是上升趋势，工业化进程加快，经济总量快
速扩张，也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几率。2003年事故伤亡总数排在前四名的广东、山
东、浙江、江苏都是经济大省。四是从业人员结构的变化，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
了新要求。随着用工制度的改革，农民工、临时工和外来工已成为企业职工队伍
的总体，加大了安全管理难度。 

据了解，目前矿山企业每年因事故死亡8000人左右，约90%是农民工。 
除结构性矛盾外，这位负责人还分析了影响我国安全生产状况根本好转的其

他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相当一部分生产力水平低下，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安全生
产条件。据调查，近年来，工矿企业约半数以上的伤亡事故，都是由于缺乏必要
的安全生产条件导致的。二是体制上的矛盾。截至目前，全国还有14%的城市、
30%的县区没有专门的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已经建立机构的地方，也普遍存在设
置不规范、力量不足、权威性不够等问题。三是企业发展的问题。我国多数小企
业目前仍处在筑本原始核算阶段，普遍缺乏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能力，安全保障
程度低下。 
（见2004年7月28日《中国青年报》） 

我们之所以不仅十分关注、而且还基本上照录式地引用这公文式的报道是因为这其
中透露出了一个很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占全国1/2以上的伤亡事故来源于非公有制实
质私有制经济。这确乎是很符合着当代中国之实际的判断；即为了使非公有制经济
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而形成所谓“社会转型制”的根本性
影响，则无疑在我们的各级政府曾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以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
展，如对国有煤矿在安全工程装备和设施欠账方面就在2004年已达500亿元左右。如
此等等，难以例举。但有一点事实是：完全可以予以说明书的那就是究竟是哪些人
特别支持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煤矿矿主？或者说，究竟是如何形成了“权——钱”结
合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使得我劳工群众不得不陷入矿难局面的呢？请看下列报道： 

整肃矿难背后的“官煤勾结” 
《凤凰周刊》记者：邓飞 

湖南省娄底市委书记蔡力峰10余次下乡暗访，发现矿难频繁的症结在于党政
干部参股分红。 
    涟源在娄底产煤最多，死人也最多。娄底市委近日宣布将惩处所属涟源市10
名在非法小煤矿入股分红和充当“保护伞”的官员。原涟源市地质矿产资源管理
局局长、执法大队长和煤炭避一副局长被批捕。被捕官员均是官员和煤矿主勾结
（简称“官煤勾结”）中的权力供应者。 
    娄底掀起整肃“官煤勾结”的反腐风暴。“几乎每一次死亡背后都可以找到
官员违法乱纪的影子。” 
    娄底是重点产煤区，境内已探明煤储量11.65亿吨，常年原为产量占全省的
四分之一强。和其他产煤地一样，死亡在娄底采煤过程中很常见。 
    据统计，1993年至2002年间，娄底市各类煤矿平均21天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
上的重大事故，每152天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重大事故。2002年，全市煤矿
发生事故89次，死亡243人。 



    涟源在娄底产煤最多，死人也最多。1996年至2002年因煤矿安全事故死亡
594人。 

    导致矿难除了瓦斯等地质灾害，还有相当于一部分是人祸。娄底市委督察室
一位负责人说：“几乎每一次死亡的背后都可以找到官员违法乱纪的影子。” 
    2003年4月，涟源市七一煤矿石坝井被查出9条安全隐患，作为检查者之一的
原涟源市煤炭局副局长张顺辉既不上报，也未督促停产整顿。4月16日该井突然
发生出水、出泥事故，17人死亡。 
    2003年7月3日，涟源市龙塘乡金鸡煤矿二工区，因邻近永福煤矿放炮，诱发
煤与瓦斯突出事故，8人死亡。调查得知：金鸡村村委会将该工区承包给矿主，
监管不到位，对该矿经常偷偷组织生产不制止不报告；龙塘乡政府未依法关闭该
工区，并隐瞒该工区非法组织生产真相；涟源市地矿局发现其非法开采，却打击
不力，未依法关闭矿井或制止违法开采。事实上，邻近的永福煤矿当时也未取得
相关证件，不能生产，但涟源市煤炭局违规同意其恢复生产。 
    两桩完全可以避免的惨案暴露出地方政府和官员对矿主监管失效，原因主要
是有关官员受贿。 

“不动‘官煤勾结’的根子，就不可能治理矿难” 
    据娄底市检察院有关人士介绍，该院在张顺辉家追缴12余万元人民币，其中
赃款8万余元，非法所得近4万元。2002年，原涟源市地矿资源管理局副局长汪清
湘被查出受贿3万余元。汪的下属龙某也多次接受贿赂。 
    检察院查明：张顺辉、汪清湘所受贿赂的大部分是该市各矿主为“争取本矿
上报为省定保留矿”所送。 
    涟源市安平镇新万煤矿1997年瓦斯爆炸，死亡15人，其采矿手续被吊销，后
一直非法开采。2002年，该矿为进入“省保留矿名单”，矿长送张顺辉2万元，
张审批签字上报列入。 
    “官员拿了我们的银子就得办事。”涟源一矿主接受采访时说。3年前，他
是镇党委书记的“马仔”，24小时开着手机待命为其买单。如今，他可以拍打书
记的桌子，让书记听命于他。他说：“老子晓得他的事大多，老子就是他的纪委
书记！” 
    被贿赂的官员能够人矿主提供哪些“服务”？以煤炭监管体系最低级的官员
之一、涟源市安平镇乡镇企业办、安监站站长吴少平为例：吴收受5000元，将一
个非法开采的煤矿转为合法矿；安平镇一个叫联谊的煤矿相继发生事故，矿长为
避免该矿停产整顿，送给吴1000元；该镇新建煤矿连续两年未执行年检，吴收受
2000元后帮助补办相关手续。 
    受贿官员职务越高，帮助煤矿的能力范围就越强大。近年来，娄底流传一个
公开的秘密，“官煤勾结”不是行贿、受贿，而且是更紧密的同盟；党政官员在
各自辖区煤矿里参股分红，充当保护伞，官员和矿主联手牟得利。 
    涟源市检察院初步查明：2000年，张顺辉在银广石煤矿入股，分红利5000多
元；2001年，张在新旺煤矿入股，分红利1万余元。汪清湘涉嫌假借他人名义在
一煤矿投资10万元。 
    2003年5月11日，古塘乡一煤矿5人死亡。矿长被押到派出所。当天竟有200
多名群众冲进派出所，抢走矿长。经查，这一抢人事件竟是古塘乡企业办主任、
政协联络员、安平镇某党委委员3个人在幕后操纵指挥。3人均在该煤矿参股分
红。 
    2003年2月，蔡力峰从益阳市长任上调任娄底市委书记。他10余次下乡暗
访，发现矿难频繁的根本症结在于党政干部参股分红，“官煤勾结”的黑幕被撕
开了。 
    蔡在接受采访时坦承娄底“官煤勾结”已非常普遍，有的隐蔽很深。他认
为，党政干部在煤矿参股分红，充当保护伞行为有如下危害：一是败坏党风政
风，损害娄底形象；二是纵容乱产滥挖；三是妨碍对违法采掘的打击；四是客观
上影响社会对乱产滥挖的信心。 
    蔡力峰说：“不动‘官煤勾结’的根子，就不可能治理娄底矿难。” 
    2003年4月，涟源七一煤矿发生事故。蔡力峰在矿难现场守候6天6夜，亲自
倾听了垂死的17个矿工敲击井壁，一下一下到沉寂。蔡泪流满面。在其后召开的
市委常委会上，蔡力峰给其他常委们念了一个名叫聂清文的矿工的遗言。聂用粉
笔在他的安全帽帽沿上写了“骨肉亲情难分难舍”以及欠债情况。很多常委潸然



泪下。 
    据娄底市煤炭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该办公室发出的文件每年有一两百
个，其中99%以上是有关煤矿安全生产的，但蔡和他的班子抛弃从前过多依靠文
件、下通知的治理模式，矛头直指“官煤勾结”。 
    2003年5月23日，在娄底市煤矿整治动员大会上，蔡力峰点名批评原冷水市
检察长：“此人就是一个从非法矿收取贿赂的角色，已经被依法查处。”会上，
蔡力峰明令纪检监察部门成立专门班子，调查党政领导参股分红问题。 
    6个月后，涟源市古塘乡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吴财桂在一非法煤矿入股事
发。涟源方面清示蔡如何处置，蔡要求在全市通报，举一反三，彻查产煤大镇、
大乡为什么治而不止之怪。 
    今年7月，《潇湘晨报》报道，涟源市安平镇党委委员李黄成、半笠山镇党
委委员刘益生等60余名党员干部，因涉嫌从煤矿非法获利被查处。 

“有些人自己的黑钱比别人家灵堂里的白幡重要” 
    湖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供的材料表明，截至7月初，娄底市今年发生事
故44起，死亡67人。与去年同期相比，死亡人数减少23人。 
    “我要动的恰恰是我要依靠的人。”蔡力峰曾坦露心迹，颇为踌躇，类似的
情绪在基层政法干部身上更加强烈。 
    涟源万至娄底在煤矿“分羹”的官员涉及面不小。蔡力峰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要把卷入“官煤勾结”的官员分成故意无意、好意歹意等几类，分别对待处
理，保护应该保护的官员。有说法认为蔡不是一篙把一船人打下水，而是策略性
地选择恶者开刀，起杀一儆百之效。 
    除了威慑煤官，蔡力峰还试图拍卖娄底煤矿开采权，引进资金、技术均为一
流的专业采煤公司，提高采煤业准入门槛，更好地保护矿工，增加财政收入。 
    但湖南省煤炭厅一位老干部说：“有些人不会答应的。自己的黑钱比别人家
灵堂里的白幡重要。” 
    涟源市奉命调查腐败煤官的政法部门承受着巨大压力，涟源市检察院检察长
施建鑫说：反贪局有一检察官被人请出去吃饭，矿主最后现身买单，施次日责成
该检察官重新买单。 
    “我们如履薄冰，不能有一点把柄给人抓住，否则案子会办不下去。”施建
鑫说。 
    涟源市一副市长告诉记者，随着煤炭安全生产管理规范化，煤炭的审批部门
越高，拉关系送钱的也越高，而保护伞也更加隐蔽，打击难度更大。 
应加强对“遗留问题矿井”的监管，防止“漂黑为灰”，伺机“变黑为白” 
    娄底市有关人士分析，涟源官员觊觎煤矿有其深刻原因：涟源1989年建市，
后来经济支柱军工企业外迁或没落，昔日荣耀落尽，成了湖南唯一的省级贫困
市。涟源现有“吃皇粮”者2万余人，每年财政支出1.6亿元，入不敷出。 
    与税源枯竭相比较，在涟源许多地方，把土刨开少许，掘进数米，便可采煤
直接变钱。尽量多挖工成为这座城市的巨大冲动，众多官员卷入煤矿的建立、生
产、监督全过程。 
    涟源市政府因此一度对打击非法煤矿不够积极。一个佐证是国务院和湖南省
明令2001年关闭挂靠在保留矿井的假接替井、假风井、假排水井等一证多井的非
法矿井，但到2003年6月，相关部门在该市查出非法井口147处。 
    从治煤角度而言，涟源是娄底的缩影，娄底是湖南省的缩影。娄底市委书记
治煤展现出的道德自觉和勇气赢得了诸多赞赏，更多人期待其他地区能像娄底一
样把更多、更大的腐败煤官投进监狱，斩断官煤之间的利益链条。 
    知情人透露，湖南的煤矿数是：2000年1700多家，今年升至2108家。郴州市
的资兴市，一平方公里内有19家煤矿。而煤矿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一些非法
矿井并列入“遗留问题矿井”，相关文件说安们将被停产整顿，检查达标后取得
相关证件，变成合法矿井。 
    什么样的矿井并进“遗留问题矿井”序列，由湖南省煤炭安全专项整治领导
小组确定。申请一个“遗留问题矿井”的报批程序如下：由当地乡镇签署意见，
报到县市区，交由煤炭局、国土资源局以及相关分管领导；审批后再送地州市，
交给高一级的官员们进行第二次筛选；最后送省里更高一级的官员们审批确认。 
    湖南省安监局一位负责人曾被一个非法煤矿矿主找到，请求把自己的煤矿列
入“遗留问题矿井”名单，愿意支付50万元到100万元，该领导震惊不已。 



    湘煤安整（2004）1号文件说，“遗留问题”矿在未取得“四证”之前不能
组织生产。凡擅自生产、安全整改达标无望的，在安整期间发生重大事故的矿
井，由地方政府取消矿井资格，并及时实施关闭。 
    但湖南安监局说，2002年到2003年，湖南批准了399家“遗留问题”矿，至
今无一取得“四证”，且绝大多数正在违规开工，极大地刺激了非法煤矿的跟
进。 
    2003年11月，湖南省安监局发函要求取消衡阳市南阳镇两个煤矿保留矿井资
格，但两矿至今无损。安监局工作人员曾被非法矿主质问：“都没有证明，都是
非法矿，凭什么他们放火，我们不能点灯？” 
    湖南省安监局有关人士说，最后呈现的局面是不断有非法煤矿开工，拚命挖
煤，赚到足够的钱就用来打点官员，再争取进入“遗留问题矿井”圈子，先“漂
黑为在”，再伺机“由类变白”，实现合法化。 
    矿难就在这个混乱过程中产生了。 
    （见2004年7月28日《中国青年报》） 

湖南娄底涟源市暴露出来的严重“官煤勾结”的问题虽是一个个案，但这个案却具有普遍

性，这就是近些年来，与私有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是党政干部腐败之风愈演愈烈，而这

两者之间又有着内在有机联系，私有业主以其钱行贿官员以求获得更大的利，而官员们则

利用手中的权来接受贿赂以获利，“钱”与“权”遂结成神圣同盟，而工人则成为这同盟

的牺牲品。娄底挖掉“官煤勾结”的根子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2005年6月，

湖南娄底资江煤矿又发生了煤与瓦斯突发事故，致使22人遇难死亡，而该矿属非法生产。

此外，不仅“官煤勾结”，而且更有“官”即“煤”而造成恶劣事故的现象发生。请看下

面这则报道： 
黑龙江“3·14”特瓦斯爆炸事故调查惊暴真相—— 

黑心矿主竟是安监局副局长 
        今年3月14日，黑龙江省七台河精煤集团公司新富煤矿三区一采发生特大瓦斯爆

炸事故，造成18人死亡。 
        随着对事故调查的逐步深入，一个惊人的内幕暴露出来：“3·14”事故矿

井的矿主彭国财是国家公务员，担任七台河市桃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

长。 
        黑心矿主竟是安监局副局长，许多干部群众在表示强烈气愤的同时指出，

煤矿生产中这种官商勾结、官商一体的现象不根除，无论上级关于安全生产的措

施多么严厉，到了井下就会化解归零。 
吃人矿井的老板竟是安监局副局长 

        发生事故的小矿井虽然挂着国矿名义，但实际上个人承包的小矿井，年产煤仅3

万吨。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随即进驻该矿展开调查。 
        失去亲人的张某告诉记者，这个小煤矿实际上是当地安监局一个姓彭的副

局长和李作平两人合伙承包的，李作平管生产，姓彭的管“平事”（对付安全检

查等）。据记者了解，这位姓彭的副局长的哥彭贵财是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煤集团”）副总经理。彭贵财明知事故矿井不具备

基本的安全生产条件，却指使其弟经营该煤矿，冒险作业、突击出煤，为其充当

“保护伞”。在事发后，推卸责任，逃避赔偿，干扰事故诉善后处理工作。 
        七煤集团是国家特大型企业，也是我国三大主焦煤基地之一。采访中，许

多群众指出，事故井的矿主彭国财和他哥彭贵财，一个担任七台河市桃山区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一个是七煤集团的副总经理，怎么可能不知道煤矿安全

生产的要求？但他们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身兼“数职”的彭国财和七煤集团

的副总经理彭贵财又怎会让“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儿”呢？ 
        遇难矿工家属杨某说：“新富矿井不是个别现象，许多矿井之所以敢在不

具备安全条件下冒险作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官商勾结联合办矿，攫取矿工

的血汗乃至生命。可谁来管这些煤矿管理人员呢？ 
        作为主管单位的黑龙江龙煤集团的一位负责人事后反思也十分痛心，他

说：“这起发生在国有重点煤矿的事故，暴露出了国有大矿对所辖小井的安全管

理存在严重失管漏控问题。 
开采方式落后，像“老鼠掏洞” 

        张焕佐是七台河“3·14”特瓦斯爆炸事故的“幸运儿”，爆炸是在他从矿底

返回地面几分钟后发生的。由于身兼班头及瓦检员的职务，事发后他就被警方拘



留。他的侄子回忆说：“春节开工后，我叔叔时常发愁说井下通风设备不完善，

井内出现了循环风，新鲜风进不去，容易出危险。他还说，这情况他向矿上汇报

过，但矿主告诉他没事儿，要他不要担心。没想到才几天就出事了！” 
        同时失去了三个亲人的张某欲哭无泪：“这矿井我下去过，井下的条件简

直恶劣到了极点，巷道只有一米宽，作业面大约只有半米高，我们下去都是趴在

地上，一点点在凿煤，这样的条件不出事才怪呢！” 
        经调查，事发矿井在生产布局上严重违反了黑龙江省关于“小煤矿井下不

能超过一个采煤工作面和两个掘进工作面”的规定，在安排了一个采煤工作面的

同时，又安排了四个掘进工作面，存在着严重的超能力生产问题。 
        事故调查组副组长、黑龙江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五峰对记者说“3·14”事

故是黑心矿主要钱不要命，忽视安全造成的。事发矿进井的作业面简直就像老鼠

掏洞，采用的是原始落后的开采方式，设备极其简陋。矿主不按照规定进行安全

投入，就连最基本的安全监测瓦斯的瓦斯监控系统都没安装，为工人配备自救器

这样的小钱都舍不得花，使事故发生时矿工丧失了生还的机会，有几个矿工是在

逃生中遇难的。 
安全监管成“猫怕老鼠” 

        “3·14”事故发生在黑龙江煤矿安全大检查期间，而此前同类检查在黑龙江

省一直没有中断过，却依然没有阻止事故的发生。 
        遇难者家属张某告诉记者，他一年前在这个矿上干活时就经常碰到检查人

员。“检查时很容易发现问题，但通常还没等检查人走，小矿就又开工了，检查

人员根本不管。” 
        张某无奈地说：“这就是有‘人’、有‘关系’，要不你能干煤矿吗？”

另位遇难矿工家属杨某说：“现在的检查不都是这么回事吗？走马观花，什么合

格不合格？不合格也是合格。” 
        明知矿井是违法、违纪、违规在生产，但监管部门不敢去监督管理，甚至

上级单位去检查时，都有意不让检查组去检查，监管部门对黑井黑矿似乎是“猫

怕老鼠”。 
        许多群众同时还指出了另一个怪现象，那就是矿井出事后，有关部门往往

会拿出一叠停产整顿通知书，可明明违规生产，为什么就管不住呢？停产整顿通

知简直成了一些监管人员逃避责任的挡箭牌。 
        据事故调查组人员介绍，“3·14”事故确实存在监管缺位的问题。黑龙江

省副省长、事故调查组组长刘海生说，在事故发生前，七台河矿业精煤公司安监

局、黑龙江煤矿安全监察局佳合分局曾分别于2004年10月3日、11月22日和2005

年2月15日三次向该矿下达停产整顿通知。但监管人员却没有及时踊跃问效，认

为下了停产通知便完事大吉了，使得事发矿井仍冒险生产，直到发生事故。 
        这起事故，揭开了煤矿安全事故屡禁不止的另一个深层原因，也严重影响

了政府的形象，引起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响。他们指出，由腐败引发的管理

缺位现象正像病毒一样侵蚀着当前的煤矿安全体制，使完善的安全规章制度到了

井下难以落到实处。他们呼吁国家尽快完善安全监管责任制，严厉查处与黑心矿

主沆瀣一气的国家公务员。 
        新华社记者  王茜  梁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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