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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楫扬帆逐“安”行

“火孔看火，主要看焦炉燃烧室立火道内部火焰的燃

烧情况，通过火焰颜色，判断空气量的大小、燃烧室温度

的高低以及焦饼的成熟程度等，可以说，一孔知多面。”

11 月 29 日，在山西焦煤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第二炼

焦车间 3# 焦炉炉顶上，调火工卢国栋边测直排温度，边

看火焰颜色，边向《科学导报》记者介绍着看火焰的名堂。

是非经过不知难。通过看火孔判断生产现状，不是一

日之功。已在炼焦一线奋战 25 年的卢国栋在焦炉上历经

“烤”验，如今已从青春迈入中年，也从学徒工步入高级技

师行列。今年，在公司开展的职工技能大赛中，他一举夺

得调火工种“技术状元”。

当然，这技师级别可不是徒有虚名。“卢师傅，快来看

一下 3# 焦侧温度低是啥原因？”“老卢，这个 5# 燃烧室煤

气量少怎么处理一下？”……当班时，车间同事常会向卢

国栋请教问题，他总是二话不说，迅急赶往现场查看，并

快速给出解决方案。

“卢师傅工作经验足、技术水平高、解决问题能力强，

是车间的一把好手。”车间工艺主任张云峰对卢国栋赞许

有加。

卢国栋这把好手在实践中“动真碰硬”，破解了多项

棘手难题。有一段时间，车间 46# 焦炉出现立火道不上

火的现象，意味着机焦侧烟道吸力有波动，将影响立火道

能否正常加热、焦饼成熟是否均匀等，可能导致难推焦，

或推焦时有冒烟的情况发生。车间采取多种办法调节，但

效果甚微。受命解决问题的卢国栋坚持半个月的蹲守观

察，经细微调节档板开度，观察火焰，相继改变正压、负压

等，将问题化解，保证了生产恢复正常。

可圈可点的还有，面对车间 4# 炭化室难推焦的紧急

情况，卢国栋主动请缨，飞速跑到焦炉炉顶查看火焰情

况、了解温度现状等，精准判断为机侧吸力大所致，并分

步采取应急处置措施，调整煤气量与档板开度，3 个小时

后，该炭化室实现了顺利出焦。

除此之外，卢国栋还担负着车间边炉的炉温管理、维护

保养工作。边炉燃烧室属于单向供热，其散热快，炉温不好

控制，且因常年受机械碰撞，易出现煤气量波动大、炉头温

度不稳定等现象，若维护不当，不仅直接影响着焦炭质量，

甚至还可能引起环保事件，为此，边炉维护技术要求较高。

要维护好边炉，与其他焦炉比较，就得付出多倍的心血

和汗水。一上班，卢国栋就勤跑现场检查，来回在焦炉炉顶

和地下室奔波，调节吸力压力、空气量等，关键时刻还需采

用非常手段，插入钎丝，改变煤气流量，确保炉温正常，防止

了生产波动与烟尘逸散等现象。

对炼焦人来说，调火工俗称焦炉的“内科医生”，它需要

辨症施治，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总之是一个综合

考量的岗位。其间，为增强业务能力，卢国栋工作之余，坚持

学习研究炼焦学，在理论与实践上不断创新突破，为提升自

己分析、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注入了新动力。

其中，卢国栋建议推广使用的焦炉燃烧室炉头火道的

正压、负压操作技术，保证了焦炉头立火道的正常加热；采

用技术上 90 度、180 度错位纠正的操作手法，进一步优化了

焦炉地下室清洗交换旋塞制度，消除了清洗时的安全隐患。

与此同时，卢国栋还用实力和能力防范化解多起生产

风险———相继解决炭化室过火焦、生焦难推、大电流推焦的

难题，攻关处理了边炉燃烧室单炉供热温度过高而炉头温

度过低及生焦冒烟等焦炉热工操作技术难题，结合焦炉大

小炉柱标号、炉体结构及焦炉“本双前单”理论，完善了焦炉

工艺操作技术，助力生产系统提质增效，受到了车间及上级

领导的好评。

“学到的本领，别人是拿不走的。”在高温前沿、在炼焦

一线，卢国栋坚守岗位，沉下身子千锤百炼、精进自己，让技

能在实践中出彩、让人生价值在奉献中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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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

机制。其中，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是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的重要一环。当前我国科技体制还存在一些断点、痛点

和堵点，从创新到应用的有效转化就是一个长期难解的痼

疾，而新型研发机构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利刃。

新型研发机构作为聚焦科技创新需求，主要从事科学

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

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的独立法人机构，能

够推动多元创新要素深度融合，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

产学研合作、实现产业技术突破和培育新兴产业等方面爆

发出了磅礴的发展动能，其在创新链中的粘合作用、转换作

用、培育作用和驱动作用十分显著。

第一，发挥新型研发机构的粘合作用，唤醒激活新质生

产力。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涌现的前提条件，以科技创新

为抓手就是牢牢扭住了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牛鼻子，能够起

到“固其根本，浚其泉源”的作用。近年来，新型研发机构已

逐步发展成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一支新生力量，它凭借独

特的组织优势融合了政产学研等各方创新主体，促进不同

资源要素的系统整合和高效利用，通过互补优势不断放大

创新资源效能，突破了我国长期以来创新资源分散、创新主

体封闭等弊端，具有创新“黏合体”的作用。

第二，发挥新型研发机构的转换作用，持续输出新质生

产力。科技成果转化是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关键环节，它实现

了由知识价值到经济价值的转换，使科技属性能够附加到

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和生产方式中去，进而加速新质生产力

“破茧成蝶”的转化过程。新型研发机构在推动成果转化方

面具有独特优势，它既能够面向市场，又能面向公共领域，

可以在共性技术和商业应用之间顺利搭起转换桥梁，解决

了我国大量科技创新成果和专利“走不出高校院所”“走不

进企业市场”的窘境，承担着创新“转换器”的重要功能。充

分发挥新型研发机构的转换作用，不断推动新知识转向应

用领域，提高科技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渗透度，有助于持续

输出新质生产力。

第三，发挥新型研发机构的培育作用，蓄势赋能新质生

产力。科技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的能量载体，一切科技创新活

动都需要人的参与才能实现，科技人才储备对国家发展具

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新型研发机构以灵活的用人形式聚集

承载了大量的科技人才，对人才要素具有吸引、培养和赋能

的功能，尤其在吸引国际科技领军人才和培养应用领域通才

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被誉为科技人才的“培育池”。充分发挥

新型研发机构的人才培育作用，促进科技人才的贯通和融合

发展，能够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持续生成不断蓄势赋能。

第四，发挥新型研发机构的驱动作用，全面升级新质生

产力。实现全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最终目标，生

产力的升级效果最终要靠产业发展来得到验证。新型研发

机构贯通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全链条，将产业需求

和科技创新紧密相连。因此，从产业发展的层面来看，新型

研发机构具有产业“驱动器”的功能，充分发挥新型研发机

构的产业驱动作用，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培育

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全

面升级为新质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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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新型研发机构作用
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于 和同事在查看指标运行情况

盂 在地下室紧固交换旋塞顶丝

淤卢国栋在焦炉机侧烟道测量档板开度

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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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国栋：无惧“烤”验 实力匠造

“为山者，基于一篑之土，以成千丈之峭；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发展
的生命线，是保障职工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

自投产以来，山西煤炭运销集团芦子沟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芦子沟煤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积极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将安全生产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党建引领、技术加持、制度建设、管
理创新及企业文化浸润，使“安”字的金字招牌，如信仰般屹立在每一个芦子沟煤业人心中。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芦子沟煤业有限公司夯实安全生产基石、护航高质量发展侧记

强思想 筑牢安全线

安全警示牌板、条幅、挂图，“值守”在矿

区各处；直击心灵的安全教育视频，在一楼大

厅滚动播放；铿锵有力的安全宣誓，回响在矿

井的上空……安全是“红线”，更是“底线”。

“我们每年都如期开展‘安全生产月’活

动，不只在头顶‘飘舞’，更要在脚下‘生根’，

结出果实，要使‘安全生产月’成为全民参与

的‘宣传月’、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月’、汲取

事故教训的‘反思月’、隐患排查治理的‘整改

月’、安全教育的网上‘培训月’、应急救援的

‘演练月’。”在 2024 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

式上，芦子沟煤业董事长、总经理赵兵的动员

讲话热血铿锵、掷地有声。

在企业党政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周密

部署下，2024 年芦子沟煤业紧紧围绕“人人

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安全

生产月活动主题，精心组织安排、全面动员部

署，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系列主题活动，以措施

实、方法活、形式新、效果好，切实营造了安全

生产的浓厚氛围。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芦子沟煤业

通过开展集中宣讲、教育培训、辅导讲座、专

题研讨、在线学习等，广泛深入宣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与此同时，先后

开展了“主要负责人话安全大讲堂”活动、“安

全生产宣传咨询日”、安全警示培训教育、全

员急救知识培训、安全技能竞赛、安全主题演

讲比赛等一系列职工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

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学习教育活动，使

安全文化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

于制、实化于行。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芦子沟煤业组织职

工观看“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片、《安全生

产———责任在肩》《黑色三分钟生死一瞬间》

安全生产事故警示教育片、典型案例解析片

和“全民安全公开课”等，并开展安全大反思

大讨论、现身说教、班前案例教育等活动，对

典型事故和身边事故案例进行剖析，总结教

训，用身边的事故教育身边的人。

安全宣教深入人心，安全培训针对性强，

安全演练代入感强，赛考结合提升技能……

芦子沟煤业安全生产月的各项活动进一步提

升了全体员工的安全意识，筑牢了企业安全

生产的坚固防线。

严监管 绷紧安全弦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抓安全，固本培元、

夯实根基是关键所在。芦子沟煤业从基础入

手，从细处抓起，从短板补起，构建了一个创

新驱动、全程联动、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管

理架构。

安全的重心在现场，安全的基础在班组。

芦子沟煤业积极组织安全宣传“五进”活动深

入一线班组，宣讲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普及安

全知识，传授安全技能，重点宣传“畅通生命

通道”相关科普知识，组织职工绘制避灾路线

图，熟知避险逃生路线。通过扎实推进安全宣

传“五进”工作，不断提升职工的风险防范、安

全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知险才能避险，有备才能无患。芦子沟煤

业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要求，组

织开展全员学习深入开展“学标准、懂标准、用

标准”活动，并以岗位为载体，以岗位达标、创优

为途径，以企业规章、岗位规范为标准，为青年

员工讲解安全注意事项和制度标准要求，进行

安全规范演示，以此规范职工安全操作行为。

从以往煤矿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教训

看，往往是一个环节、一个岗位、一个人的疏

忽或者错误导致了悲剧的发生。针对井下职

工思想容易麻痹、“三违”易发的特点，芦子沟

煤业紧盯重点隐患、重点时段、重点部位，严

查干部作风、制度落实、隐患闭环管理等，紧

扣各层级责任链条，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

管、协同作战的强大合力。

标准优化了环境，环境保障了安全，安全

提升了工作质效，工作质效又高质量释放了

矿井产能。芦子沟煤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正沿着这样螺旋式上升的路线不断提升。

抓应急 拧紧安全阀

防微而杜渐，居安而思危。把风险管控挺

在隐患前面，把隐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前面。

芦子沟煤业坚持“防”字在先、“严”字当头、

“实”字为本，以安全生产综合整治为抓手，持

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畅通生命通道专

项排查整治活动，确保在紧急情况下人员能

够迅速、安全地疏散。

拧紧安全阀，应急无小事。为切实提高应

急抢险能力，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做到迅

速、有序、高效地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切

实保障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月期间，芦子沟煤

业开展了各类应急演练。6 月 14 日上午，组

织开展了矿井火灾事故应急演练活动；6 月

15 日组织开展了地面消防应急演练；6 月 21
日，开展了雨季“三防”专项应急演练……应

急演练使职工熟悉了应急操作和整个应急行

动的程序，更加明确了各部门、各岗位的自身

职责，提高了突发灾害时的自救互救能力和

应急处置能力。

企之树，因安全而繁茂；业之光，因安全

而璀璨。芦子沟煤业着眼于日常，坚持预防为

主，努力在细节及务实上下功夫，筑牢了企业

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

安全工作就像一个圆，没有起点和终点，

是永无间隙、永无止境的工作，必须常抓不

懈。下一步，芦子沟煤业将以更高站位、更实

作风、更严举措，统筹推进安全宣教、安全监

管、本质安全提升等各方面工作，坚决守好守

牢安全底线，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根基。

闫成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