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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煤炭学会

2020 年3 月24 日

陕西省煤炭学会文件
陕煤学会发〔2020〕5 号 签发：王双明

陕西省煤炭学会

关于上报《陕西省煤炭企业疫情期间复工复

产情况调查报告》的报告

陕西省科学技术学会：

现将陕西省煤炭学会关于《陕西省煤炭企业疫情期间复

工复产情况调查报告》报来，请予审阅。

附件：《陕西省煤炭企业疫情期间复工复产情况调查报

告》

本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档（二）

陕西省煤炭学会 2020 年 3月 24日印发 共印1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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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煤炭企业疫情期间

复工复产情况调查报告

根据省科学技术协会要求，陕西省煤炭学会从 3 月13

日至 22 日，采用电话访谈、邮件、微信调查方式，对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公司、陕西投资集团公司、延长石油矿业公司、咸阳市煤炭

工业局、铜川市能源局、神木市能源局、宝鸡市煤保中心等主要产

煤地、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及煤矿企业抗疫防疫期间复工复产情况，

进行了调研。总体来讲，全省煤炭企业积极响应省委、 省政府做好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号召， 分期分批实施了人员返岗复工复产工作。

到 3 月23 日，省属国有煤炭企业和 4 个重点产煤地、市的煤

炭企业以及民营煤炭企业均已全部复工复产，复工复产率达到

100%。这次疫情造成煤炭企业延期复工最长达 40 天，最短 20

天左右，平均30 天。受疫情影响，煤炭产量大幅降低，煤炭运

输受阻、销售受限，造成煤炭企业资金、物资紧缺，工程项目延期等

问题。

一、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复工复产有序进行

受疫情影响，我省煤炭企业春节后复工复产时间普遍向

后延迟至 3 月中上旬不等，复工复产时间也有先有后。在抓

落实中，我省煤炭企业结合疫情实际情况，坚持问题导向，

在抓好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环保达标前提下，扎实做好疫

情后续防控和分期分批有序返岗复工复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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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煤炭企业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截至 3 月11 日，36 对矿井全部

复工复产，51 个采煤工作面和 158 个掘进工作面恢复生产。

到矿员工累计 55947 人（993 人隔离观察），受疫情影响，

未到矿 1861 人，到岗率为 96.78%。其中，铜川矿业公司到

岗率为 98.40%、蒲白矿业公司到岗率为 93.98%、澄合矿业公

司到岗率为 97.86%、韩城矿业公司到岗率为 95.29%、黄陵矿

业公司到岗率为 98.46%、彬长矿业公司到岗率为 92.54%、陕

北矿业到岗率为 98.88%、榆北煤业到岗率为 96.17%。

延长石油矿业公司所属的西湾煤矿春节未停产，确保煤

炭的正常供应。可可盖煤矿、西红墩煤矿于 2 月3 日收假，

采取员工轮流上班和居家办公的形式开展各项前期工作。魏墙 煤

矿 2 月11 日正常生产，基建矿井巴拉素煤矿于 3 月10 日逐

步恢复施工。

陕西投资集团汇森煤业公司所属的凉水井煤矿、冯家塔

煤矿、园子沟煤矿于 3 月中旬前已全部复工复产，员工基本

到岗。

（二）市、地煤炭企业

神木市煤炭企业经有关会议研究分批次复工复产：2月14日，

有9处煤矿复工复产，分别为升兴、新窑、崔家沟、锟源、 小保当2

号井、黑拉畔、大砭瑶煤矿、益东煤矿。2月18日， 有11处煤矿复

工复产，分别是为黑龙沟、阴湾、创威、神源、惠宝、崖窑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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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塔、嘉元、瓷窑塔、圪柳沟、呼家塔煤矿。2月21日，有

11处煤矿复工复产，分别为盛博、乌兰色太、 东梁、德泉、狼窝

渠、河畔、东川、三江、鑫轮、红岩、石岩沟煤矿。截至2月下

旬，神木市煤矿复工复产62处，合计产能为25130万吨/年（已

恢复形成产能23470万吨/年，建设矿井设计产能1660万吨/年）；

有15处煤矿由于从业人员涉及省份广， 涉及重点疫区，正

在筹备复工复产，产能1735万吨/ 年。分别为河湾、四门沟、

大湾、王才伙盘、朱概塔、瑞祥、 水井渠、新圪崂、板墩焉、前

梁、老张沟、泰华、柳沟、神广、大海则煤矿。

咸阳市各煤炭企业截至3月16日，已复工复产煤矿18处

（生产矿井14处、在建矿井4处），复工复产矿井产能合计5806

万吨。其中：生产矿井产能4641万吨），占全市总产能的91.9%。

全市复工复产人数为26611人，返岗率81.6%。1至2月份，全

市累计生产原煤754.23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147.56万吨，

下降16.4%，2月产量较1月产量环比下降9.4%。到3月份，全

市原煤产量已全面恢复正常。复工复产期间，还组织协调各

产煤县（市）对外省返岗的4400名员工进行了核酸检测。

铜川市共有各类矿井17处。截至3月中旬已复工复产煤矿

4处，分别为铜川市所属柴家沟井，崔家沟、西川、冶坪煤矿；

整改维修8处，分别为耀州区照金、铜鑫、石柱东沟煤矿，印台 区

永红、乔子梁、鼎鑫、马河民兴煤矿和鼎盛煤矿。井下自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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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暂时封闭煤矿2处，分别为秀房沟和玉金煤矿。去年 以来暂时

停建煤矿3处，分别为洞子沟、宏达、珠峰煤矿。

宝鸡市所属煤炭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

截至3月23日，我省国有煤炭企业和地方及民营煤炭企业

已全部复工复产，复工复产率达到100%。从复工复产总体调研

情况看，我省国有煤炭企业和地方及民营煤炭企业在抗疫和复

工复产中，能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按期复工复产， 为确

保重点疫区电煤供应，尽到了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并做出了

一定贡献，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二、新冠疫情期间给煤炭企业造成的困难和影响

（一）因停工时间长，导致煤矿资金紧张。受疫情影响， 全

省煤炭企业延期复工周期长达 1 个多月，各企业煤炭产量大

幅下降，同时还导致煤炭销售受限，库存积压偏多；还有一 些客

户售价合同尚未签订，影响煤炭销售和货款回收；融资渠 道也

受到一定限制，致使企业经营资金短缺。

（二）项目工期受到影响延长。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

投资煤矿工程项目订购设备运输受限，交付延迟，对项目建

设工期进度产生一定程度影响。陕西投资集团汇森煤业公司

所属的园子沟煤矿目前处于试运转阶段，原计划今年 8 月份

完成全部验收，正式投产。现在受疫情影响，该矿质量认证不能 开

展，矿井全面验收时间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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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几点建议

（一）煤炭销售、资金方面。鉴于目前煤炭企业受疫情

影响，煤炭库存积压、销售不畅，电煤销售又存在不稳定性，

省内电煤企业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尚未签署年度煤炭供 应合

同，影响正常销售。建议省发改委协调省内电力企业尽 快签订年

度煤炭供应合同；金融机构在融投资方面向煤矿企 业倾斜，财政

税收部门适当提供财政补贴或减免税费。

（二）煤矿产能核定方面。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所属

红柳林和韩家湾两处煤矿资源禀赋条件好，生产系统能力大， 安

全保障程度高，建议恢复两处煤矿原产能，红柳林煤矿由

1500 万吨恢复到 1800 万吨/年，韩家湾煤矿由 300 万吨恢复

到 400 万吨/年。

（三）煤炭资源规划、开发方面。

1.陕北煤炭资源赋存好，开采条件简单，煤质优良，适

合布局大型现代化煤矿。建议省政府协调推进陕北高端能源

化工基地内相关规划环评审批进度，为后续资源开发、基地

建设创造条件。重点支持加快榆神四期小壕兔 3 号井田、尔

林兔 1、2、3 号井田和榆神三期小壕兔 1 号井田规划开发进

度。

2.延长石油矿业公司魏墙煤矿获取西部扩大区资源手续

办理难度大，建议有关部门积极推动解决。

3.省政府 2011 年第13 次常务会议和 2015 年第5 次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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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明确，陕西延长石油矿业公司西红墩井田探矿权（属西

红墩煤业公司）由陕西延长石油矿业公司办理手续。建议有

关部门协调榆林市政府解决办理延长石油矿业公司西红墩井

田东部剩余 53.36km2探矿权问题。

4.延长石油矿业公司西湾煤矿由于征租地难度大，直接

影响生产接续，建议当地政府部门协调解决。

5.咸阳全市现有 6 处煤矿企业（毛家山、碾子沟、拜家

河、陈家坪三号井、清塬、安子洼二号井）因手续、投资主

体或灾害治理原因长期停建，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协调，加快

解决进度。

（四）智慧化矿山、智能化工作面建设方面。建设新型

智能化矿井，是实现对矿井的生产调度、经营管理、决策指

挥的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为矿井安全生产、有效预防

和及时处理各种突发事故和自然灾害提供有效手段，是煤炭

科技发展的方向。截至 2019 年底，我省共有 20 余个智能化

工作面，在智能化矿井建设方面处于中游水平，与煤炭大省的 地

位不相符合，需要加大投资建设力度，每个工作面智能化控 制系

统平均需投资 1000 万元左右的资金。建议省政府出台建设智

慧化矿山和智能化工作面相关鼓励政策，在财力、物力、 税收等

方面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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