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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相册

本报讯（通讯员 刘万会 郭佳欣）12月23

日，由国家能源集团党建工作部、数据中心、传

媒公司共同立项，数智科技承担的“集团新闻

宣传智慧管理平台深化应用项目”完成集团相

关评审工作并顺利上线试运行。

该项目按照集团统建项目相关要求组织

建设，旨在深化落实国家关于媒体深度融合

发展相关要求，结合集团新闻宣传工作实际

业务需求，在原有工作平台基础上对集团新

闻宣传内容生产的全流程进行优化提升，同

时建设移动端采编助手、智能媒资管理、智能

化工具集等功能模块，不断为集团各级机构

新闻宣传工作赋能。

媒体专家表示，通过该项目实施，国家能

源集团新闻宣传智慧平台已初步实现新闻宣

传全媒体融合、全资源共享、全人才队伍整

合、融媒内容“策采编发”一体化管理、新闻宣

传工作全过程考核管理等功能，将有效规范

集团新闻宣传业务流程和宣传渠道，加强新

闻宣传策划能力和队伍管理能力。通过后续

优化提升，有望将平台打造成为央企融媒建

设标杆工程。

今年以来，神东煤炭以高度的责任感与

使命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按照能源安全新

战略深刻内涵，大力推进企业研究中心建

设，精心构筑起国家级、省部级等9个高质

量研发平台，凭借硬核科研实力揽获省部级

及以上科技奖34项。以科技创新为舟，勇

渡行业发展沧海，实现诸多突破性成果，推

动煤炭产业深度变革，彰显在科技创新浪潮

中应有的担当与作为。

智采先锋 开启高效篇章

位于乌兰木伦河西岸的上湾煤矿，无人

驾驶车穿梭在井下深邃的巷道里。

以前，矿工需依靠司机驾驶防爆柴油

车、防爆电瓶车下井。如今，上湾煤矿已实

现新能源车无人驾驶自如地从井上行驶至

井下，驾驶员只需坐在副驾驶监测即可。

回溯 2021 年，上湾煤矿精心构建起基

于5G网络与UWB精确定位的智能矿山基

础平台，成为煤炭行业中率先达成 5G+

UWB信号全覆盖的矿井。

此基础平台巧妙借助5G网络数据传输

高可靠、高带宽独特优势，顺利实现了数据

无线、高速、低延时传输，为工作面智能开

采、井下无人驾驶、机器人智能巡检、多源定

位以及高清视频传输等一系列智能应用筑

牢了根基。

在该项目推进过程中，该公司全力攻

克关键技术，深度整合各类资源，历经三

年，成功搭建起规模宏大的5G专网二级组

网架构，强有力地推动煤矿智能化进程飞

速发展。

工作人员介绍道：“凭借5G通信技术助

力煤矿智能化水平的跃升，此项目开启了煤

炭行业大规模专网组网模式的先河，是大型

煤炭集团在该领域的首次成功探索与实践。”

基于5G网络与UWB精确定位的智能

矿山基础平台，照亮了煤炭行业智能化发展

的道路。

安防卫士 筑牢安全壁垒

矿井深处，两名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

服的员工正在进行锚杆支护作业。

“小李，稳着点，要把锚杆放好。”一旁工

友提醒着正在操作锚杆的年轻人。

“知道了，师傅！”李伟迅速回应道。

随着煤矿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支护

技术成为保障矿井安全的重中之重。该公

司与北京理工大学强强联手，成功研制出一

款新型高强度复合材料锚杆。这一具有突

破性的创新成果彻底解决了煤矿支护过程

中金属锚杆易腐蚀、易诱发安全事故等问题。

与金属锚杆相比，新型锚杆切割不甩出

伤人，不损耗滚筒切割齿，混入煤流不划伤

皮带，无须人工捡拾，可避免无支护危险作

业。同时，新型锚杆强度大幅提高，有效减

免因采用普通玻璃钢锚杆发生的支护失效

补打工作量，解决了当前地应力高、煤帮变

形大、支护易失效难题，确保回采煤帮的支

护安全。

同样能保证生产安全、减轻工人劳动强

度的还有该公司自主研发的《基于岩层中天然

γ射线探测原理的煤岩分界自动识别技术》。

“此项科研成果将煤岩分界自动识别技

术融入采煤机滚筒高度控制体系中，成功化

解了以往滚筒调高单纯依赖人工操作的难

题，顺利实现了滚筒高度自动化调节，在切

实提高系统可靠性的同时，极大降低了工人

的劳动强度。”技术研究院总工办采掘工程

主管杨增福详细介绍道。

采煤机滚筒高度自动调节功能的顺利

达成，有力推动了煤矿整体智能化、自动化

水平的进阶。该技术的成功突破恰似一把

“智慧之钥”，巧妙且精准地开启了采煤机滚

筒高度自动调节的全新篇章，实现了从人工

手动操作迈向智能精准控制的历史性跨越。

绿能先锋 绘就生态画卷

“沿空留巷充分利用原有的锚索、锚杆

支护，浇筑的柔模借助顶板掩体碎胀系数可

支撑部分顶板压力，共同形成可靠支护，更

能保护回采安全。”

“沿空留巷技术不但能削减巷道掘进工

程量、降低运营成本、减少采空区遗煤量，还

可简化生产系统，缩减矿井作业人员数量，

达成资源高效集约开发。”

在大柳塔煤矿综采三队巷道里，该队党

支部书记、队长钱伟东颇为骄傲地介绍着眼

前的煤炭开采场景。

该公司为降低矿井巷道掘进工程量并

提升资源采出率，引入沿空留巷无煤柱绿色

开采技术。历经两年深入探索与实践，如今

已成功构建起一套相对完备且成熟的柔模

混凝土沿空留巷技术体系。大柳塔煤矿综

采三队紧扣沿空留巷无煤柱开采技术发展

方向，在支护方式革新、技术领域创新上精

耕细作，形成了具有神东特色的“煤炭样板”。

今年9月，布尔台煤矿升级改造的水文

管理系统正式投入运行。升级后的系统由

1个主站与20个子站构成，实现了数据远程

传输。

“水文管理系统主要用于监测井田范围

内含水层水位变化。”该矿地质防治水办技

术员庞长庆介绍，“升级后的系统，不仅提高

了数据传输效率和准确性，还进一步加强了

矿井水文管理效能，为矿井安全生产筑牢坚

实屏障。”

神东煤炭为达成矿井水资源综合循环

利用目标，创新打造以“导储用”为显著特征

的地下水库，并通过构建“矿井—公司—集

团”三级可视化监控平台，实现对地下水库

运行状态实时精准监测与预警，解决了矿井

水灾难题，开辟出绿色采煤的新路径，连通

水资源高效循环利用通道，有力推动煤炭开

采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与和谐发展。

展望未来，神东煤炭将持续以科技创新

为强劲引擎，在新时代征途上奋勇疾驰，打

造一批引领行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项目和示

范工程，以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为高质量发展增势赋能。

“国家能源集团新闻宣传
智慧管理平台”新版上线

“智慧之钥”解锁5G矿山
■ 本报特约记者 朱 萌

今年以来，神东煤炭着力推进企业研究中心建设，精心构筑起国家级、省部级等 9个高质
量研发平台，实现诸多突破性成果，推动煤炭产业深度变革——

创新创新 是企业的责任是企业的责任

本报讯 12月26日，国家能源集团2024年

度青年科技创新活力指数评估报告发布。作

为第一家提出评价青年创新创效软环境量化

指标的中央企业，国家能源集团以立体多元

评价指标全面评估青年科技创新活力水平，

引导培育创新文化，推动青年创新生态建设。

该报告紧扣科研、效益、工艺三个方面，

从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创新生态、创新成果、

考核激励等五个维度，以 51 项评价指标展现

集团各产业板块、各子分公司创新生态，形成

年度集团青年科技创新活力指数评估结果。

评估期间，79 家子分公司提交了自评材料。

集团团委开展数据分析，并组织编制报告。

此次评估结果的发布，为集团青年科技创新

工作明确了改进提高的方向。

（集团团委 供稿）

国 家 能 源 集 团 发 布 青 年
科技创新活力指数评估报告

（上接第一版）

笔者俯瞰桥下翻滚的海浪，又问：“它

在整个码头建设里到底起着哪些关键作

用呢？”梁秀忠哈了口气，说道：“作用可太

大了。冬日码头建设最大的风险源是水

上作业。有了钢栈桥，人员就像在陆地作

业一样，可以快速便捷地到达各个施工

点，既保障人身安全又提高了作业效率。”

正说着，一台大型吊机在钢栈桥上缓缓

转动，精准地将 5 根长达 8 米的钢梁吊起，

在海面作业平台的三名工人配合下，将钢

梁稳稳地放在指定位置。

伴随着吊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同行的

张任指着桥身，提高声音说道：“它可是整

个工程的运输大动脉，无论是沉重的预制

构件还是零散的施工设备，有了钢栈桥的

稳定支撑，吊机才能大显身手呢！”

大型临时钢栈桥是码头建设的先行

官，将水上施工改为“陆上施工”。据了

解，大型临时钢栈桥是黄骅港务码头建设

项目中首次应用的工程措施，可作为材料

运输通道、起吊设备吊运材料的中转站以

及施工人员安全便捷的作业通道，在冬日

里使海上作业免受海浪侵袭，保障水下基

础施工、码头主体结构搭建等工作安全进

行，是 8 万吨油品码头从蓝图变为现实的

重要基础。

温控养护 守品质于“冷热”之间

“水泥墩台也要盖棉被？”

随 着 向 码 头 建 设 腹 地 的 深 入 ，身 着

“冬衣”的混凝土浇筑墩台映入眼帘，白

色 的 苫 布 在 墩 台 台 面 整 整 齐 齐 地 铺 盖

着，墩体侧壁也严丝合缝地悬挂着厚厚

的棉被，在海风侵袭下，被包裹得严严实

实的浇筑墩台看起来软乎乎的，透露着

冬日的暖意。

“给墩台盖棉被、做保温，这可太关键

了。黄骅港冬季最低气温达零下 20 摄氏

度，混凝土在浇筑后内部凝结会散热，散

热时最高温度达 40 摄氏度到 50 摄氏度，

在 7 至 10 天内浇筑墩台内外温差都会较

大，其间一旦没做好保温，墩台内外部就

会产生裂缝、疏松，强度将大打折扣。”现

场施工负责人张亮带着笔者走到一处正

在铺设保温毡的地方，“就像人在寒冷中

会生病一样，这码头要是生病了，后续就

无法承载大型油轮装卸，安全隐患也随之

增多。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给码头‘保暖

驱寒’，让混凝土能在合适的温度下慢慢

硬化。”

这看似“软核”的“盖棉被”工序，竟是

保障码头强度和耐久性的关键一步。

好似“冬季雪原”的小丘包一个个伫立

在浇筑墩台平面上，苫盖土工布、电热毯、

棉被、塑料布在墩台表面覆盖。为抵御海

风侵袭，工人们用沙袋沿着“棉被”边缘重

重地压实，每隔两米还用绳子将“棉被”牢

牢地捆绑在周围的临时支架上，以保证码

头墩台浇筑效果。

不远处，两位作业人员站在墩台侧壁

旁的作业架上进行测量作业。他们将探

头轻轻贴合在侧壁不同点位，利用温度

测 量 仪 测 量 温 度 状 态 。 随 着 数 值 的 显

现，旁边的作业人员赶忙拿笔将数据记

录下来，确保温度情况无一遗漏。随后，

他们又手持回弹仪，以特定角度、力度在

侧壁上按压检测，根据侧壁的回弹情况

精准测量硬度数值，以便后续对照标准

范围仔细核对，为浇筑墩台的安全质量

筑牢防线。

黄骅港务油品码头建设者们的一举一

动，都承载着码头建设的关键环节。他们

迎着低温和寒风的考验，在冷热之间一丝

不苟地保障工程顺利推进。

潮汐作业 抢时效在“涨落”之中

“早上就开始施工了，为什么天黑了还

不收工呢？”笔者疑惑道。

随着霞光在海面渐渐西沉，码头逐渐暗

了下来，夜间照明灯在海岸边亮起，项目现

场“叮叮当当”的施工乐章仍在继续。

“这是等着天黑利用低潮位时段持续进

行基底作业呢。冬季的海水潮汐可不像其

他时节那般好对付，根据潮汐表安排夜间

作业是常有的事。”项目总监刘培玉与笔者

并肩站在码头岸边说道。

笔者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这么冷的

天，挑晚上退潮时段干活儿，多遭罪啊。”

刘培玉望着一点点袒露的滩涂说道：

“没办法呀，这海水潮位太高，好些关键作

业根本没法开展，咱们这码头建设等不起，

就这两小时的低潮位时间，那都是宝贵的，

再难咱也得抓紧啊。”

原来，墩台铺底、地桩抽水等作业都

需要利用每日两次的退潮窗口期进行，

这 些 前 期“ 打 基 础 ”的 工 作 不 抢 时 间 做

好，后续绑扎、焊接、浇筑、振捣都会受影

响，冬天的潮汐上涨会给施工增加许多

工时困难。

不远处，现场负责人大声喊道：“潮位

满足作业条件了，大家伙儿加把劲啊，抓紧

完成这一轮的活儿！”作业人员齐声应和

着，在海水退去后略显斑驳的基底上，你来

我往地穿梭着。有的忙着铺设加固部件，

有的协作传递工具，或蹲或站。灯光下，他

们的身影被拉得长长的，零星闪现的焊花

在寒夜中格外耀眼。

就是在这些潮水涨落之中，黄骅港8万

吨油品码头建设者们靠着对每一次潮汐涨

落的精准把握，在日间抢工、夜间照明的作

业条件下，不断推进建设，码头的轮廓在海

边一点点清晰起来。

截至 12 月 23 日，黄骅港务 8 万吨油品

码头建设已完成132根钢管桩沉桩，62根灌

注桩浇筑，浇筑完成最大墩台平台，主体工

程完成量超60%。

渤海湾上的“海鸥”在黄骅港务建设者

们的推动下，亟待振翅高飞。

尽管海风呼啸，海浪汹涌，但决战决胜

全年任务目标的信念在参与黄骅港油码头

建设的每个人心中持续炽热。他们用汗水

和努力，在渤海湾上书写着属于国家能源

集团的奋斗篇章，持续向着黄骅港务8万吨

油码头建设阶段性目标奋勇冲刺。

速览速览新闻新闻

国电电力两家单位入选首批
电力工程项目ESG评价试点单位

12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4年重点用水企业、园区水效领跑者名单，新疆化工获得现代煤化工行业2024年重点用水企业水

效领跑者称号，成为该行业仅入选的2家企业之一，也是集团公司唯一一家入选企业。今年以来，新疆化工坚决贯彻落实国家节能节水行

动方案部署，实现年节能近3万吨标煤、节水45万吨，减排高盐废水约560万吨，减少废盐产生量500余吨，制造技术绿色化率提升22%，制

造过程绿色化率提升22.77%。图为新疆化工污水处理超滤和反渗透系统。 通讯员 宋婷婷 摄

新疆化工获评国家级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新疆化工获评国家级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

本报讯（通讯员 张 鹏 梁哲睿 张旖晴）

12月24日，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在北京

举办首批电力工程项目 ESG 评价试点单

位授牌仪式，国电电力印尼爪哇公司、蒙

西蓝海光伏电站入选首批电力工程项目

ESG评价试点单位。

印尼爪哇公司坚持打造“环境友好型”

“社会友好型”能源发电企业，年累计发电

量突破 130 亿千瓦时；持续推进“希望村”

公益项目，实施生产期红树林及野生动植

物自然生态保护工程，举办“安妮的心愿”

爱心助学捐赠活动，2024 年资助 4 名学生

每人4000元人民币，曾获2023年亚洲电力

“印尼最佳ESG计划奖”。

蒙西蓝海光伏电站是国家第二批以

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

光伏基地项目之一，项目以“光伏+生态

治理”为设计理念，构建“新能源发电、生

态修复、农光牧光互补、乡村振兴、荒漠

治理”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在

国际上首次大规模应用光伏板与支架

“一体化”融合安装方案，通过“一体化”

组件现场预装、“一体化”组件施工，实现

光伏方阵建设少人化、机械化、高效化，

提高施工效率 25%，形成“五新应用、五

个示范、八项优化”的鲜明特点。

本报讯（通讯员 陈丽丽 杨 磊）12 月 23

日从湖北恩施水电公司获悉，湖北省恩施州

来凤县税务局于今年 6 月正式批准减免中央

工业文化遗产（电力行业）老虎洞电站土地

使用税、房产税，并向该公司退还原已缴税款

6.98万元，成为国家能源集团首例工业遗产土

地使用税、房产税减免案例。

2023年9月，老虎洞电站作为点亮新中国

最年轻少数民族自治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第一盏电灯的工业遗产，成功入选中央工

业文化遗产（电力行业）名录。得知情况后，该

公司迅速与恩施州税务局沟通联系，在得到该

站可作为近代代表性建筑，划为文物古迹用地范

围，可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宗教寺庙、公

园、名胜古迹自用房产及土地办理免征房产税和

土地使用税回复后，迅速向老虎洞电站所在的来

凤县税务局递交证明资料，申请土地使用税、房

产税减免，并于今年6月获得正式批准。

国家能源集团首例工业遗产
土地税减免案例在恩施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