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7 日和 29日，我省先后发
生红河州弥勒市吉田煤矿“2·17”事故
和曲靖市罗平县树根田煤矿“2·29”事
故，充分暴露出我省煤矿安全生产存
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给我们敲
响了警钟。

目前这两起事故调查进展如
何？据介绍，截至目前，弥勒市吉田

煤矿“2·17”顶板事故调查工作已
经基本结束，事故调查报告正在会审
过程中。罗平县树根田煤矿“2·29”
较大顶板事故发生后，云南煤矿安
全监察局当晚安排专人对煤矿相应
台账资料等证据进行收集、固定，并
于 3月 1日会同曲靖市有关部门成
立了事故调查组，依法开展调查工

作，目前已初步查明事故原因、认定
该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正在会同
监察委、公安、煤矿安全监管等部
门，按照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原则研
究对事故煤矿及有关责任人的处罚
和追责意见。两起事故调查报告批
复后，将及时向社会公开事故调查
报告全文。 本报记者 张勇

案例进展

2019年
云南关闭退出煤矿67 处

占全国关闭退出煤矿数量的

14.89%

建成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2处

还有1 处已通过国家级验收

待正式公告确认

启动5G智慧化矿山试点建设3处

瓦斯治理示范矿井12 处

完成煤矿瓦斯抽采量

9909万立方米

煤层气利用量

1849万立方米

完成全省瓦斯治理和利用工
程技术中心基础实验仪器、设备

安装调试及实验室一期建设
任务

所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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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规定如何才能落实到位？据
介绍，省政府已经成立了云南省煤矿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以“不安全不生
产”为理念，按照“先整合重组、后改造
升级”的原则，以整治重组为手段，全
面统筹推进全省煤矿整治各项工作；
指导和督促有关州市和企业积极稳妥
推进煤矿整治工作，切实从严管控产
能，提高煤炭企业和煤矿单井规模，减
少煤炭企业户数和煤矿数量，全面提

升安全管理水平，提高煤矿安全质
量。同时，要求各产煤州（市）、县（区）
政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逐矿研究甄
别，制定重组方案，于3月15日报省煤
矿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争取6
月底前取得阶段性进展。

此外，通过各种渠道、途径，广泛
深入地宣传《通知》精神，使社会有关
方面，特别是涉煤企业和有关从业人
员都了解、支持、配合做好整治重组、

升级改造等工作。
不仅如此，省能源局已派出4个督

查指导组，对各地贯彻落实《通知》的情
况和工作进展情况开展明查暗访督查
指导。重点检查各地“2个清单”制定
情况、复工复产把关情况、30万吨/年
以下煤矿停产停建情况、“盯守”人员到
岗到位情况、煤矿安全监管机构及人员
配备和工作条件保障情况等，并对正常
生产建设煤矿进行检查指导。

云南煤矿将控制在200个以内
30万吨/年以下煤矿将全部退出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云南省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二十一场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日前我省印发了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整治煤炭行
业加强煤矿安全生产的通知》。我
省调整煤炭产业布局，以曲靖、昭
通、红河等3个州（市）为重点，以
楚雄州楚雄市、南华县，文山州富
宁县，大理州祥云县，丽江市华坪
县等 5 个县（市）为补充，其余州
（市）、县（区）一律退出。即：30万
吨/年以下煤矿要全部退出；单井
规模不得低于 30万吨/年，其中，
曲靖、昭通平均单井规模达到 60
万吨/年；全省煤矿数量控制在
200 个以内；单个煤炭企业煤炭
产能不低于 300 万吨/年；全省煤
炭企业户数控制在20-30户。同
时，推动煤炭产业布局向重点地
区集中，煤炭开发向大型煤炭基
地集中，提升产业集约化水平。
此外，各地还要在分配的产能指
标范围内，按照平均单井规模、企
业规模等标准并结合高质量发展
的其他标准和条件，对煤矿数量、
企业户数进行严格管控，不得超
过控制数。

针对今明两年我省煤矿安全生产
形势的特殊性，《通知》提出对不同类
别的煤矿分别采取“盯守”“双盯守”和

“巡查”的不同措施确保安全。一是对
每个拟恢复生产、建设的煤矿，所在县
（市、区）人民政府必须明确一名副科
级以上干部带领驻矿安监员实施“盯
守”；二是省属国有煤矿由其上级公司
派人与属地驻矿安监员一起实施“双
盯守”，凡“盯守”人员未到位，“盯守”
责任未落实的，一律不得复工复产；三
是对长期停产停建和拟关闭退出的煤

矿，县、乡两级政府要按照“一矿一专
班、一矿一方案”的要求，落实“盯守”
巡查责任，一个矿明确一个“盯守”班
子，制定一个“盯守”方案，进行定期、
不定期的巡查，防止违法违规生产酿
成事故。

《通知》明确，各地要健全监管执
法机构，加强监管执法队伍和保障建
设，强化安全生产基层执法力量，对安
全生产监管人员结构进行调整，专业
监管人员配比不低于在职人员的
75%。针对我省严峻复杂的煤矿安全

生产形势，要求各产煤州（市）、县（市、
区）要尽快配齐、配强与煤矿安全监管
任务相适应的煤矿安全监管机构和人
员，并提供相应保障；配备不到位的，
对有关主要负责人予以问责；煤矿企
业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不到位的，一律
停产。

严肃查处事故，凡发生事故的煤
矿，一律停产整顿，一律上限处罚，一律
实施联合惩戒，该关闭退出的一律关闭
退出；对有关单位和人员一律实行责任
倒查，依法依规从严从快从重处理。

政策点击

●在保留煤矿清单和关闭退出煤
矿2个清单公布前，不准生产建设。

●对已经批准同意检修整改的煤
矿，要重新报批，在未得到复工复产批

准前，只能进行通风排水，不得安排人
员下井进行采掘作业。

●“五职矿长”（矿长和分管安全、
生产、机电、技术的副矿长）、技术管理

人员配备不足或不能到岗履职的，职
工培训不合格、特种作业人员不能满足
要求的，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存在重
大隐患的，列入2020年去产能淘汰退
出规划和证照到期的，不准生产建设。

从严管控产能小于30万吨/年煤矿

●资源赋存条件差、地质构造及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可采储量满足不了规定服务年限和生产需求的

●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

●煤与瓦斯突出等灾害治理不到位，达不到法定安全条件的

●实现不了机械化开采的

●2020年底前未完成项目核准、初步设计审批、安全设施设计审批、环评等手续的

●取得开工备案后3个月未开工建设的

●非政策性停产超过12个月或非政策性停工超过36个月等长期停产停建的

●超过批准的建设工期1年以上未完成项目建设的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按照事故等级和矿井规模，应当予以关闭的

九种情形之一 坚决关闭退出

凡发生事故的煤矿 将停产整顿并按上限处罚

如何落实

省能源局已派出4个督查指导组明查暗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