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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冒狼烟，晚上冒火光。要是脚穿
橡胶鞋，在山上走得久了，鞋底子都会被烤
软。如今昔日的‘火焰山’披上了绿装，再
造了人工‘天池’，生态环境质量有了明显
改善。”在韩城矿业公司桑树坪矿工作了30
年的鹿增辉感慨道。他所说的“火焰山”，
其实就是给当地职工群众留下灰色记忆的
煤矸石山。

鹿增辉所在的韩城矿业公司（原韩城
矿务局）桑树坪矿始建于 1975年。1979年
11月，随着桑树坪矿的全面投产，在为国家
能源安全和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
时，也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

桑树坪矿30多年来排放的约300万吨煤
矸石，在矿区东南方向的黄土沟谷中，日积月
累形成了一座900万立方米的大型矸石山。
《韩城矿务局》局志有这样一段记载：“1989
年，桑树坪矿矸石山自燃发火后，虽采取多种
方法灭火，但效果不佳，尚需进一步治理。”从
那时起，韩城矿业及该矿对矸石山的治理探
索工作就从未间断，每年均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和财力，减轻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自 20世纪 80年代末起，韩城矿业对该
矿矸石山的治理，持续了10多年，共投入资
金1150万元。但由于治理技术、工艺落后、
设计变更等原因收效并不及预期。为了解
决根本问题，2006年，桑树坪矿与西安煤科
院合作，研究规划《桑树坪矿矸石山地质环

境恢复与综合治理（一、二期）工程》项目，
被国家国土资源部和财政部列为2007年度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国家级地质遗迹保护
重点资助项目，获中央财政补贴1200万元。
近年来，韩城矿业委托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
究院负责设计，加上自筹资金共 2000多万
元，攻坚破难，科学治理。2018年10月，该项
目一、二期工程，顺利通过了渭南市国土资
源局初步验收。

“桑树坪矿矸石山是典型的‘沟谷型’
矸石山，高温、剧毒、坡陡等复杂工况国内
罕见，涉及到的很多现象都是行业内难题，
诸如‘炉膛’发火、矸石山深部灭火和扶壁
式挡墙基础加固等问题。他们坚持矿山生
态系统恢复与重建原则，与设计单位多次
调研分析，最终确定采用‘运矸轨道建设→
修筑栏护支挡工程→注浆灭火→杂乱矸石
山堆土石方整平→碾压覆土→绿化’的综
合治理措施，达到了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
生物群落的恢复与重建目的。”桑树坪矿规
划部环保主管白成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期工程砌石挡墙

修筑完成后，二期整修将矸石山从海拔638
米降高施工时，削平后的海拔600米平台地
温有70摄氏度，矸石自燃区域几乎达到300
摄氏度。地温之高，给后续工程施工造成
很大难度，特别是植树绿化工程，平台周围
栽植的花草树木很难成活。2017年7月，桑
树坪矿优化变更了设计方案，在矸石山600
平台上建起 2400立方米的蓄水池（当地群
众称之为天池）。蓄水池水源由净化处理
达标的矿井水源源不断地补给。同时，铺
设了数十条灌溉管线，为矸石山降温及花
草树木养护提供用水，解决了治理的难题，
保证了绿植的成活率。

为了还矿区一片绿水青山，面对复杂
的地质条件及煤炭“寒冬”时期资金短缺等
不利因素，桑树坪矿将这场矸石山治理战
坚持了几十年，直到今天。在打好矸石山
治理持久战的同时，近几年，他们还打了很
多漂亮的歼灭战，从煤炭露天堆放到封闭
式绿色储存，从矿井水排放达标到引水上
山保证矸石山蓄水池日常循环利用，从提
高矿井瓦斯抽采效率到实现瓦斯发电化害

为利，无一不是绿色矿山建设的足迹。
站在山顶平台上，“天池”中倒映着蓝天

白云，茂密的香根草在夏日的清风中摇曳；
山坡上，梯形设计的护坡错落有致，紫色的
苜蓿花儿点缀着满山翠绿。如今的矸石山
上已栽种了松树、槐树、冬青等数千棵，植草
面积约 2.3万平方米，俨然一座葱翠的生态
园。曾经连鸟儿都绕着飞的矸石山上，如今
随处可见飞鸟盘旋。此外，还特意养殖了孔
雀、野鸡等，见证矸石山生态环境的恢复。

昔日的“火焰山”披上了绿装，山顶自
动喷灌的雾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形成了美
丽的彩虹。“有时到矸石山上看看风景，在

‘天池’里观鱼翔浅底，去半山腰处等孔雀
开屏，这样的生活在以前想都没想过啊！”
作为桑树坪矿分管环保工作的党委副书记
鹿增辉说这番话时很是欣慰。

（陈婧 陈凤鸣 李世权）

绿色发展的陕北矿业模式绿色发展的陕北矿业模式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陕北矿业公司将

继续坚持转型升级，实现‘黑色资源绿色开
采、高碳产业低碳运行、专一主业复合经
营、地下工作光彩人生’的奋斗目标。”陕北
矿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群英信心满
满地说道。

一直以来，陕北矿业公司致力于生态
文明建设，始终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贯
穿于煤矿生产环节，强力推进“开采三无
化、生态立体化、全员创客化、产品菜单化、
运营数字化”为主要内容的“五化”路径，全
力打造中国煤炭现代版的“鲁尔”。

黑色资源绿色开采

“2005年我来到柠条塔，当时正是大雪
天，放眼望去，除了光秃秃的山，就是皑皑
的积雪。”柠条塔矿业公司职工赵建文是参
与建设柠条塔的元老，他感慨到：“现在我
们这里可是大变样，春天百花齐放，夏天绿
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好多人都羡慕我们
这里的环境哩！”

与他有同感的还有红柳林矿业公司职
工焦亮，“我是 2010年来的红柳林，当时这
里还是一片黄沙，经过 9年多的发展，现在
的红柳林是满眼的绿植和树木，和过去相
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陕北矿业公司积极践行“五大发展理
念”，以“生态型”矿井建设为抓手，制

定了 15项安全环保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
深入推行“542”煤矿绿色开采体系，从
源头上实现煤炭绿色高效开采，从过程实
现低污染排放，从终端实现清洁高效利
用，真正让职工“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使矿山成为职工向往和追
求的花园式矿井。

仅 2018年，公司完成 7台锅炉超低排
放改造；对3个销售厂区增设喷淋装置；对7
座排矸场实施复垦绿化，治理面积 203亩；
合法处置生活垃圾 4921吨，完成了韩家湾
煤炭公司、涌鑫矿业公司、中能袁大滩煤矿
生活垃圾规范化转移；合法处置危废 101
吨，建成了柠条塔矿业公司、韩家湾煤炭公
司、涌鑫矿业公司安山煤矿、神南产业发展
公司4个标准化危废贮存库房。

不仅“形象佳”，还要“内涵美”。陕北
矿业公司坚持走“黑色资源绿色开采、高碳
产业低碳运行”可持续发展之路，积极调整
产品结构，实施产品结构优化和生产工艺
升级改造，由提供原煤向定制化生产、提供

洁净化商品煤转变，逐渐实现煤炭产品从
燃料到化工原料的转变。积极采用永磁直
驱电机、变频驱动技术、无功补偿装置以及
主运输系统顺煤流启动改造、乏风利用等
技术，打造最低能耗，2018年吨煤综合能耗
较 2017年下降了 5.06%。积极实施矿井水
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变工业废水为生态、生
产、生活用水，建成了红柳林矿业公司井下
1400m3/h磁分离水处理系统，实施了柠条
塔矿井疏干水综合利用项目，对韩家湾煤
炭公司和神南产业发展公司污水站进行升
级改造。

开启“生态立体化”新征程

“生态立体化”工程始于三个示范项目
成功实施。

2010年至今，陕北矿业公司在“随采随
治”的基础上，针对多煤层开采二次沉降、
浅埋煤层过沟开采影响地面等生态问题，
投资近亿元，先后在张家峁矿业公司建立

张家峁沉陷区林业生态治理示范区、在柠
条塔矿业公司建立黄土沟壑采煤沉陷区微
生物科研示范基地、在红柳林矿业公司建
立黄土沟壑区径流下开采地面恢复示范基
地等3个示范区，累计治理沉陷区土地1830
亩，种植侧柏、油松、山杏等经济作物 19万
余棵。

基于三个示范项目的成功经验，陕北
矿业公司大胆提出：针对“煤炭开采与生
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对采煤沉陷区进行

“立体式生态重构”。主要设想是从井下工
业生产与地面农业生产系统联动，工业
活动扰动与人工干预恢复措施联动，政
府、企业、农户与科研院校协同联动，
将矿井水、沉陷区土地作为煤炭开采重
要的伴生资源，形成风积沙滩地、黄土沟
壑和河谷区“立体式生态重构”模式，实
现“环保达标”“水资源保护”“绿色恢
复”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陕北矿业公司积
极寻求专家团队帮助，最终选择了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彭苏萍团
队。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考察、深度研讨、项
目评审等前期准备工作，2019年 3月，彭苏
萍教授与陕北矿业公司签订了立体生态修
复治理项目协议。通过实施立体生态修复
治理项目，变原先是沙漠的采煤沉陷区，为
湿地区、耕地区、草灌区、森林区，种植经济
作物使土地增值。

2019年5月，榆林市煤炭开采立体治理
研讨交流会在陕北矿业公司召开。会上，市
委书记戴征社在讲话中指出：矿区生态综合
治理研究对于榆林市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战
略意义，陕北矿业公司积极主动开展矿区生
态治理研究和实践，履行国企社会责任，彰
显国企担当，值得充分肯定。 （谭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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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煤新型能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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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2019世界环境日全球主场活动将在杭

州举行，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Beat Air
Pollution”，聚焦“空气污染”问题，环境日中国主

题是“蓝天保卫战，我是行动者”，旨在进一步动员

全社会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以实际行动减少能

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自觉践行绿色生产和生活

方式，打好蓝天保卫战等污染防治攻坚战。

近年来，陕煤集团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深入实施“绿

色矿山”建设，发展循环经济，矿区百姓明显感受到天

变蓝了、空气更清新了。

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编辑编发一组陕煤集团

所属企业在保护环境，绿色发展方面取得成效的报

道，展示和弘扬他们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担当和作为，

为世界环境日献礼。

保护环境山河美保护环境山河美保护环境山河美 持续发展事业兴持续发展事业兴持续发展事业兴

↓

“一小时消纳固废 540
吨，一小时节能减排 115 公
斤”，近期，“固废传媒”“陕煤
集团”等微信公众号热传的

“陕煤一小时——生态水泥
篇”在朋友圈被广泛转发，
行业人士纷纷点赞。“固废
传媒”称其为践行生态文明
建设理念，水泥窑协同处置
固废的典范代表，并将其下
属的陕西富平生态水泥公司
确定为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
展联盟工业固废应用技术专
委会、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
划研究院、陕西省循环经济
研究院联合主办的 2019 年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固废技
术交流会的参观示范点。

近年来，生态水泥公司
处理矿渣、粉煤灰等固体废
弃物 11 种，累计处理近千
万吨，为煤炭、电力、化工
等多家企业解决了工业垃圾
的消解问题，还减少了污染
物排放，节约了石灰石资
源，赢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双丰收。

2018年，面对环保高压
态势，在国家环保督察组屡
次突击检查中，该公司均以

“低排放”受到肯定，无论
临时抽检还是突击检查都被
树为正面典型。

在该公司所属的陕西富
平生态水泥公司生产厂区不
远处，大自然赋予关中地区
的高品质矿山资源绵延数十
里。过去人常说靠山吃山，
但生态水泥人目睹过矿山开
采对环境带来的危害，树立
起吃山更要养山的新理念。
他们从开采、使用到保护，
每个环节都制定了科学的管

理体系，层层精耕细作，确保矿山开采能够真正做
到“低开采、高利用、零排放”；还引导青年职工
传承优良传统，在矿山上设立了“矿山绿化生态青
年监督岗”，随时关注为了恢复植被而种下的一棵
棵幼苗，用实际行动尽力延长矿山的生命。但生态
水泥人清醒地知道，矿山总有开完的一天。改变
现状只有在创新中求突破，他们积极主动与高校
科研机构相互交流，建立专业生产技术攻关团
队，从市场需求出发先后成立了低碱水泥生产、
钢渣代替冶炼弃渣、水泥掺加矿渣粉、中热水泥
生产、降低煤耗等技术工作小组。经过不断试
验， 终于成功找到固体废弃物在水泥生产过程中
的最优掺加比例，“华山牌”水泥绿色环保的品牌
形象屹立在三秦大地。

如今，在陕西富平生态水泥公司的原料车间，
分类存放着十多种工业固废。在这里，一个个曾经
被丢弃的“废物”，获得了“重生”，车间主任党文
件介绍到，“气化渣、钢渣、转炉渣、有色金属灰
渣、粉煤灰、含钡废渣、石膏、矿渣等，它们都会
变成优质的水泥生产原材料。”仅 2018年，该公司
就使用固废近二百万吨。

2018年国家“利废新材料示范企业”、2018年
度国家“绿色典范企业”，荣登“2018年度中国建
材 500强”，一项项荣誉的取得，是社会各界对陕
煤生态水泥公司在循环经济做出突出贡献的肯定与
赞扬。

然而，他们的“循环经济”发展脚步从来都没
停歇过，污水、污泥、建筑垃圾这些原本破坏着生
态环境的东西，当它们走进该公司大门后也产生了
巨大质变。

该公司 2019年立足污泥、城市垃圾等固体废
弃物的再利用，与科研院所积极合作，发挥产学研
合力优势，推出《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处置新工
艺》，把污泥投入产品生产逐步提上日程；紧盯窑
系统余热“吃干榨净”，积极推进余热发电项目，
综合利用水泥生产线排放的废热资源发电，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所属黄陵水泥粉磨生
产基地，主动探究城市建筑垃圾与水泥粉磨深度融
合，累计使用建筑垃圾 10余万吨，为三秦大地的
绿水青山保护助力。

在此基础上，该公司致力于绿色生态企业建
设，收尘、消音、污水处理站、在线环境监测系统
等环保设施投资额近 2亿元，建立起功能强大的

“水循环”系统，通过对废水进行二次生化处理，
让废水“重生”。污水处理站日处理污水能力
240m3/d，厂区内，循环往复的抑尘洒水车、灌溉
绿植等用水，都依托于它所释放出的强大能量，做
到了工业废水“零排放”。

“循环经济”，让生态水泥公司以全新的打开方
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姜晓芹 白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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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八大以后，环保作为基本国策的
执法力度越来越大，“治污降霾”的措施越
来越严，“煤炭原罪”的呼声越来越高，去煤
化、煤改气、煤改电的政策一个接一个出
台。煤炭“被革命”的同时，面临自身必须
变革的必然。新型能源公司应运而生，以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为己任，开始了煤炭绿
色化应用转型的探索之路。

以技术创新为支撑
打造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链

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环保之路艰辛
探索的四年里，公司逐步厘清了煤炭物理
加工清洁高效利用的技术和市场的各个环
节，初步形成了从煤炭洗选、煤粉生产、
型煤加工到工业供气、城市供暖和民用散
煤替代的全产业链、工业及民用两大领域
的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

以专业化运营管理为手段，做好 洗选
煤运营业务，实现煤炭产品“绿色化”。
公司先后运营洗煤厂 8家，其中 3家被中
国煤炭加工协会授予行业级质量标准化选
煤厂，《选煤厂泥化-湿黏煤分选工艺系统
优化改造技术研究与应用》技术到达国际
先进水平。煤炭洗选能力达到 5000余万
吨，为集团公司的优质环保煤炭产品生产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以技术研发为基础，做强洁净煤加工
业务，生产和销售洁净煤产品，实现煤炭

绿色环保应用。他们把煤炭加工成粒径
200目的超细煤粉，用于煤粉锅炉燃料、
水煤浆调制母料、化工提浓添加剂、高炉
喷吹还原剂等，达到了锅炉节能 30%、用
煤企业环境优好、提高化工企业产气率的
效果。牵头制定国家煤粉标准，参与制定
两项水煤浆标准，在煤炭物理加工方面共
申请专利 13项，获得授权 9项，其中《干
法制粉湿法调浆工艺及工业应用技术研
究》和《超细煤粉在塑料与橡胶材料中的
研究与应用》等两项煤粉制备方面技术被
陕西省科技厅分别鉴定为国际先进及国内
领先技术，煤粉产品用户近百家，为原煤
直燃燃尽率低、污染物排放浓度高提供了
解决方案。

开展型煤的研发、代工与推广，提供
散煤治理方案，解决农村雾霾难题。采用
科学合理的配料方案，以低挥发兰炭为原
料，研发新型免烘干粘结剂、固硫剂、高
效助燃剂等新技术，解决原煤硫化物、氮
氧化物、颗粒物等物质的排放问题，实现
高固硫、低排放的目标。初步研发的型煤
指标完全满足 《国家民用型煤标准
GB34170-2017》 一级标准。使颗粒物、
SO2、NOX浓度远远低于传统散煤取暖或
炊事排放的排放量，采暖热效率可达
75.5%。“治污降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洁净型煤产品曾荣获中国散煤清洁利用与
雾霾防治大会授予的“十佳民用散煤清洁
利用技术”大奖。

以工业园区集中供热为手段，替代分
散小锅炉，减少污染源，实现总体减排。
该公司还大力发展高效煤粉锅炉园区集中
供热（能），采用精密供粉、空气分级燃
烧、炉内脱硫、高效布袋除尘、烟气脱硫
和全过程自动控制等先进技术，实现超低
排放。共建设 8家热能动力中心，实现高
效运行和洁净排放，大大降低了分散供热
的污染物排放。以公司咸阳纺织工业园区
集中供热项目为例，经陕西省环保部门监
测，其颗粒物、SO2、NOx排放浓度分别
为 9.2mg/Nm3、 7 mg/Nm3、 33mg/Nm3，
截至 2018 年减排 CO2约 4.06 万吨，减排
NOX约257吨，减排烟尘约180吨，减排SO2

约396吨。

在多能互补上狠下功夫
走传统能源和新能源耦合的道路

基于环保政策、能源供应市场发展模
式的不断变化，公司紧跟国家环保政策和
市场发展变化导向，积极由“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转变为“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与新
能源多能互补，智慧供能”的发展新模式，
加快推进公司绿色发展的步伐。先后实施
了太阳能光伏屋顶发电、水源热泵、空气源
热泵、相变储能等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
互补项目，积极探索干热岩、生物质气化、
熔盐储能等新能源的调研及合作，加快传
统能源向新能源耦合的步伐，向一个园区

几种能源有效补充的方向发展，实现高效、
绿色、清洁供能。不断以云计算、物联网、
大数据为基础，通过实时数据采集、分析和
处理，建立能源生产与消费、智慧监控与可
视化管理的工业热力云平台，构建煤炭清
洁利用、多能互补与消费过程数字模型，从
而实现对煤炭清洁及多能互补项目进行集
中监控与智能化管理，探索传统能源清洁
高效利用与新能源多能耦合的新途径和方
法，实现生产、经营、销售、决策信息化、数
据化、智能化。

公司成立了以党委书记、董事长为主
任的环境保护委员会，将生态文明建设列
为公司战略内容，从技术、资金、时间、人
员、措施、责任和考核等方面逐类逐项落
实。为了积极落实陕西省《铁腕治霾打赢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相关要求，公司
瞄准国内外先进脱硫、脱硝、除尘、烟气治
理等达标改造技术，与陕煤技术研究院、中
煤设计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科技
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所密切合作，研发煤粉
锅炉低氮燃烧技术和脱硫、脱硝、脱白一
体化技术，成立了新能中泰节能环保公
司，对内部企业和陕西、山东、天津等地
20 多台燃煤工业锅炉进行了升级改造。
2018年 9月份，十三届全国人大驻陕代表
赴咸阳公司开展锅炉环境污染防治及超低
排放工作专题调研，充分肯定了公司在传
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与新能源多能融合方
面取得的成绩。 （高小军 刘锐利）

“火焰山”上造“天池”
——韩城矿业桑树坪矿矸石山地质环境恢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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