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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是扭转煤矿安全危局的唯一途径 

［ 作者：曾世麟    文章来源：《现代职业安全》    点击数：910    更新时间：2005-2-5 ］

  进入21世纪，我国煤矿事故死伤惊人，有识之士认为：这是亟待医治的社会病态。 
考证当今国际上能取得丰硕的经济效益并历久不衰的企业，毫无例外，都注重以员工能力、责任和忠诚程度为关键的培养，这种崇尚以人为
本理念，懂得如何领导、激励和善待员工，应是新世纪发展经济的要诀。 
  煤炭占我国能源比重的70%以上,其地位举足轻重,其产量更居世界之首。从业人员（包括小煤矿）达千万以上；然而地下作业，环境极为
恶劣，不仅劳动强度大，还受到水、火、瓦斯、垮塌和矿尘等多种有害因素的影响，对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由此可见，要确保煤矿井
下的职业安全卫生，就必须培养一支高素质、既有丰富的生产技能、熟悉煤矿安全生产规程，又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爱矿如家的现代职工队
伍。 
  为达成上述共识，就需要对以往数十年我国煤矿发展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作深入总结和研究。 

特别能战斗的“煤黑子” 
  在旧中国，煤矿工人备受轻贱，俗称“煤黑子”。新中国，“煤黑子”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备受尊敬。矿工吃大苦、耐大劳，不避艰
险，贡献社会的忘我精神，成为全社会学习的楷模，曾有“全国学开滦”的号召。笔者在中梁山煤矿工作期间，亲眼目睹矿工们创造出岩巷
掘进日进尺的世界纪录，充分体现了中国矿工 “特别能战斗”的献身精神。那时，煤矿工人工作虽艰苦，但物质待遇却较优厚，即使在三年
自然灾害期间，中梁山煤矿井下工人的粮食定量为每月26.5公斤，肉食标准为每月1.5公斤，相当于机关干部和城镇居民的两倍，较好地体现
了社会公平的原则。那时，煤矿工人以矿为家、以当矿工为荣。 

煤矿安全卫生新技术推广所必需的行政干预 
  1958年，笔者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岩巷“石门”里掘进时，五台风钻同时做“密集式”的“干打眼”，矿工们个个饱含建设祖国，“超
英赶美”的热情，干劲冲天，当工作面“干打眼”造成的极浓粉尘，弥漫在空气中达到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时，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自
杀”。笔者因有过在保险公司搞防灾的经历，对尘害作过调查，深知危险就在眼前，却不敢声张。只得私下研究井下的防尘毒压风呼吸器，
20年后，该发明得以“问世”。 
  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曾下达被矿工们亲切地称为“周字第100号”的文件,同时从国库中拨出巨款,推广“水湿式”风钻凿岩防尘新技
术。据称：一次，周恩来总理在国庆节会见全国劳模时，发现有两位去年表彰过的煤炭老劳动模范缺席，询知这两位煤炭英雄，已因患尘肺
病病故了，深感震悼。于是，周总理签发批示，在煤矿推行水风钻。紧接着，水湿式凿岩防尘新技术，在全国煤矿井下迅速普及，收到大幅
度降低煤矿工人尘肺发病率的积极效果。但是，水湿式风钻凿岩，只能沉降在工作面悬浮于空气中，粉尘粒度大于5微米的粉尘，肉眼看不到
的“呼吸性粉尘”，仍然随水雾飘浮，进入人呼吸道的深处、肺泡，酿成尘肺病。而真正能解决矿工尘肺病难题的，乃是能利用矿山固有的
机械动力压风中潜在的“氧”的压风呼吸器。既满足作业人员的呼吸需要，又通过其口罩内腔，保持适度正压而100%隔绝现场高浓度粉尘和
瓦斯、CO等有毒气体对人体的致命危害。它的卓越的兼防尘、毒、高温的多功能，近20年来，已受到中央多个部委的充分肯定和提倡。 
  1992年，当获悉压风呼吸器列入国家火炬计划，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指令全国统配煤矿的锚喷工作面“强制性装备压风呼吸器，限期一
年，否则就属于违章作业，严加禁止。”可惜，不久后煤炭行业机构变更，这一保障广大矿工安全健康，免患尘肺和免遭瓦斯窒息死亡的重
大举措，遭搁浅至今。 

煤矿轮换用工制的误区 
  前些年我国矿业发展出现“有水快流”的现象，小煤矿“遍地开花”，至今其巨大遗患未能消除。 
  20世纪80年代中期，煤炭行业进入了另一个误区，就是推行采掘一线的“轮换用工制”。究其目的而言，也是想让煤矿甩掉长期背着的
尘肺病的沉重包袱，轻装上阵，在经营上蓬勃发展。但却忽略了另一面，即让农民工个人承担尘毒危害，在井下采掘作业，并在两三年之内
就无条件轮换，即在尘肺病发病前就遣返回家，这样，煤矿就既能节省购买防尘装备的资金及管理人员工资，又不再有患尘肺病的职工了，
岂不美哉。但此举实质上是向农民转嫁尘毒，与党中央国务院的三令五申相违背。“轮换用工制”猛于虎！－－据有关专家估计：我国尘肺
病患病率有增无减，患者人数达到了世界其他各国患者总数的八至十倍。众所周知，尘肺是不治的致命职业病啊！ 
  此举对煤矿自身，祸害也很深重，原先的“特别能战斗”的煤矿大军，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走马灯”似的“游击队”，他
们为挣钱而下井，从事最脏最苦的采掘工作，几年后各自返回家乡脱贫，盖房子、娶妻子。如此也就无法让他们爱矿如家。 

煤矿是不能推向市场的特殊行业 
  煤炭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日用品，是重要的工业原料，但它又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从国家民族的可持续发展着想，它的合理开采
利用，应提到国家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要善待煤炭资源，善待煤矿工。 
  矿工待遇的低下和所付出的极为沉重、艰险的劳动极不相称，行业间的分配不公，极为显著。拿云南来说，滇东北的煤矿工人待遇菲
薄，难以养家糊口，矿工子女看到煤矿漆黑井峒“直想哭”，要离开穷山沟另找活路。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的卷烟厂，不少工人上
下班有私家小轿车代步。这显失公平。 
  现代市场经济有两个必备的前提：一是公平竞争，二是法制健全，否则，市场将出现无序竞争。据此，来审视我国煤炭行业如下状况： 

  一、各地煤矿所处的自然条件，差别悬殊甚大。例如：山东兖州地区，其地下煤炭极为丰富，煤层厚又平缓，宜于大型高效机械化开
采，煤质好，又位近海港，有铁路直达，煤炭产出后，易远销海外，其生产、运销成本很低，获利丰厚；而云南东北部的羊场煤矿，地下煤
层多呈“鸡窝状”，难以用“炮采”方式进行生产，所需岩巷掘进量大，工本投入多，采煤工效低，煤质又差，且处内陆山区、交通不便，
其生产、营销成本甚高。又如重庆中梁山煤矿，地下煤层，多呈急倾斜状，瓦斯含量高，有突出危险，不敢进行“炮采”，只能使用风镐采
煤，一镐一镐地采，工效极低，为防瓦斯突出，还打“超前钻”，抽放瓦斯，还得装设井下瓦斯超限报警系统，该矿生产成本极高。显然，
这三者的基础自然条件反差很大，如让他们在市场上竞争，根本就不公平。三者的现况是前者职工工资福利待遇特优，而后两者职工工资
低、劳保待遇差。类似这种煤矿间基础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以至悬殊的情况，全国普遍存在；而各煤矿都有供应本地民生必需的存在价值。 

  二、我国幅员辽阔，煤矿多散布在偏离城市的落后山区，又属地下开采，国家煤矿安全卫生监察极难到位，绝大多数处于“缺位”状
态。 



据原煤炭部统计：小煤矿全国有26万个，近年来虽经整顿，但由于许多是当地乡镇财政的来源，或其他潜在的“猫腻”等原因，现存在仍
多，有的白天关闭，夜晚生产。目前乡镇煤矿年产量占全国原煤产量的1/3。 
  受上述两大基础条件的影响，我国不宜把煤炭行业推向市场；加之，煤炭属于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对其开采利用，必须极为节约、精
打细算，决不能委之于市场，使企业对其“挑肥丢瘦”进行掠夺式开采。现为说明此问题的严重性，特作如下剖析： 
  假如有个矿区，经探明储藏的可采煤量为10亿吨，有10个可采煤层，上下相叠，其中两层，厚度为3米，煤质好，适宜于大型高效机械化
开采，月产量可达百万吨以上，而其余煤层较薄，只能采取较落后的采煤方式，且煤质较差。若按市场方式经营，矿业公司老板只会在尽可
能短的时间，把两层厚煤层的优质煤吃光，向市场销售多获利，其余的8层煤得“啃骨头”，效益差，就丢下不管，这样，该矿区只采出3亿
吨煤，其余的7亿吨煤废弃，该矿区本可开采100年，现在20年便“寿终正寝”。国家在地下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就如此不可挽回的损失了；可
“公司”的钱袋充盈外溢。试问这样的短期行为合理吗？值得推广吗？再说此类挑肥拣瘦的浪费，在小煤矿生产中，随处可见，把接近地表
的好挖的煤，挖光了卖钱，其下面较深处更多的煤，由于开采资金投入较多，技术条件也不具备，就随意废弃，另开新窑赚钱，使矿山遭到
破坏，国家无法建矿。据统计，小煤矿在生产中有十分之九的煤炭资源浪费了。 
  煤炭行业可持续发展，绝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劳动。其实，“入地” 也和“上天”一样，都需要高精尖的科学技术，诸如对
地下煤层的勘探，开采设计，测矿压，一通三防，包括测瓦斯和布置瓦斯超限自动报警系统，矿山救护，采掘通风机械设计制造和职业病的
防治等等，都需要有专业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作指导。整个国家振兴需要科教、煤炭行业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科教；全国煤炭资源的分
布与合理开发利用，也需作全面详尽的勘察和规划；煤炭行业的管理、科技人才，得不断补充；煤炭工人的素质更得大力提高，要刻不容缓
地培养其爱矿如家，以矿为荣的主人翁责任感等。凡此种种，千头万绪，总不能群龙无首，任凭市场运作机制自行解决吧！ 
  上述一切，可归结为“以人为本，振兴煤业，创建现代安全文明生产矿井，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重塑 “特别能战斗”的高素
质、责任心强的现代矿工队伍新形象，这是战胜地下自然灾害，制服我国现阶段矿难频发的，符合国情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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