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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文件

陕煤协会发〔2024〕4号

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
关于申报2022～2023年度陕西省煤炭

安全高效矿井的通知

各产煤市、县（区）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煤炭行业协会，各有

关煤矿企业：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煤炭工业

健康发展的重要论述和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进一步推动安全高效矿井（露天）建设，不断增强我省煤炭企

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根据《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评审办

法》（陕应急函〔2019〕285 号）、《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

井（露天）标准》（陕煤协会发〔2019〕25 号），现就开展

2022～2023 年度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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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条件、评审与命名

按照《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评审办法》（附件 1）执

行。

二、评审标准

按照《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露天）标准》（附件 2）

执行。

三、申报材料

（一）安全高效矿井申报材料包括煤炭安全高效矿井建

设经验和报表（附件 3)，经验总结包括煤矿概况、安全高效

创建经验、取得的成果和存在问题及其对策等内容，报表填

报指标采用 2023 年度数据。

（二）各煤炭企业集团如所属生产煤矿 80%及以上申报

“安全高效矿井”的，可同时填报“安全高效集团（矿

区）”，填报表（附件 4），与煤矿申报表同时报陕西省煤

炭工业协会综合服务部。

（三）各市、县（区）煤矿安全监管主体部门须填报

《陕西省 2022～2023 年度煤炭安全高效矿井（露天）市、

县（区）主管部门推荐汇总表（附件 5）》。

四、申报程序

符合申报条件的煤矿根据 2023 年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对

照《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评审办法》和《陕西省煤炭安全

高效矿井（露天）标准》，向其煤矿日常安全监管主体部门申

报，由其初审合格并签署意见（盖章），汇总报市级煤矿安全

监管主体部门。经市级煤矿安全监管主体部门审核后填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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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表（附件 5）并盖章（含电子版），报送陕西省煤炭工业

协会综合服务部。

五、相关说明

（一）2022～2023 年度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申报工

作和煤炭工业 2022～2023 年度安全高效煤矿申报工作同时进

行。申报煤矿须于 2024 年 3 月 31 日前将申报材料电子版，

连同一名联系人（含姓名、职务、电话）一并报送陕西省煤

炭工业协会综合服务部指定邮箱，经审核通过后再行印制申

报材料纸质版一式 4 份并按要求盖章报送（纸质版材料由申

报煤矿自己保管，到时参加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评审时带到评

审现场）。

（二）市级安全监管主体部门须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前

将推荐汇总表连同一名联系人（含姓名、职务、电话）报送

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综合服务部。

（三）各市级煤矿安全监管主体部门应对照评审办法的

有关规定，结合本通知要求，统一安排所属煤矿的申报工作。

（四）原“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已更名为“国家矿山

安全监察局陕西局”，过去文件中“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局”

内容视为现在的“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

（五）为确保各申报煤矿能准确把握申报标准，规范开

展申报工作，结合煤炭工业安全高效矿井申报内容的调整变

化，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将于 2024 年 2 月下旬在西安举办

一期申报煤矿安全高效矿井相关人员培训班（具体时间、地

点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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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综合服务部负责 2022～2023

年度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评审的具体业务。

联 系 人：袁学军 13891399261

李宗省 13379109396

电 话（兼传真）：029—85568681

电子邮箱：317152099@qq.com

地 址：西安市碑林区雁塔北路 52 号

邮 编：710054

附件：

1.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评审办法

2.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露天）标准

3.煤炭工业 2022～2023 年度安全高效煤矿申报表

4.煤炭工业 2022～2023年度安全高效集团（矿区）填报表

5.陕西省 2022～2023 年度煤炭安全高效矿井（露天）

市级主管部门推荐汇总表

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

2024年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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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评审办法

陕应急函〔2019〕285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促进全省煤炭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煤炭安全高效矿井创建工

作有序规范开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陕西省合法生产经营的各类煤矿。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煤炭安全高效矿井”，是指安全生

产、机械化程度、工作面单产、原煤生产人员效率、资源回收

率等指标达到规定等级标准，经济效益、劳动定员和矿区生态

文明建设等符合规定要求的煤矿。

第四条 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设立三个级别：

（一）特级安全高效矿井；

（二）一级安全高效矿井；

（三）二级安全高效矿井。

第五条 从2020 年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每两个年度评审命

名一次“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评

审“煤炭工业安全高效矿井”同步进行。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六条 由陕西省应急管理厅、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局、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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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煤炭工业协会有关领导组成评审领导小组，对评审工作进

行指导，对评审结果进行审定。

第七条 领导小组委托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牵头制定或修

订评选标准，负责评审的组织实施和具体业务。

第三章 申报、评审与发布程序

第八条 申报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的煤矿应同时符合

以下条件：

合法经营；

连续稳定生产两年以上；

符合《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标准》。

第九条 符合条件的煤矿，经煤矿安全监管主体部门初审

合格并签署意见后，逐级上报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参评。

第十条 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组织专家，采取书面审核与

现场验收相结合的方式，对申报煤矿进行综合评审。

第十一条 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依据综合评审结果，确定

“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初选名单。经领导小组审定后，

在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网站公示十个工作日，如无异议，由陕

西省应急管理厅、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局、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

共同命名，颁发证书，并在省内主流媒体公布。

第十二条 各煤矿申报材料必须如实填报，如发现有弄虚

作假情况，取消参评资格。

第十三条 评审、验收、公示期间，申报煤矿发生较大及

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取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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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相关鼓励政策

第十四条 被命名为“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的煤矿，

将作为向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推荐参评“煤炭工业安全高效矿井”

的候选煤矿。

第十五条 被命名为“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的煤矿，

将作为先进产能，可享受陕西省减量化生产有关优惠政策。

第十六条 被命名为“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特级”的

煤矿，因某煤矿发生安全事故致全区域停产整顿时，只要不是

本矿发生的安全事故，可不在停产整顿之列。

第十七条 被命名为“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的煤矿，

在评选全国“双十佳”煤矿、“双十佳”矿长、先进煤矿以及

优秀矿长时优先推荐。

第十八条 被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命名为“煤炭工业安全高

效矿井”的煤矿，可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会同省应急管理

厅、陕西煤监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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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全省煤炭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煤炭安全高

效矿井创建工作有序规范开展，依据《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评

审办法》，参照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煤炭工业安全高效矿井（露

天）标准及评审办法》，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陕西省境内合法生产经营的各类煤矿。

第三条 本标准所称煤炭安全高效矿井，是指安全生产、机

械化程度、工作面单产、原煤生产人员效率、资源回收率等指标达

到规定等级标准，经济效益、劳动定员和矿区生态文明建设等符合

规定的煤矿。

第四条 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露天）设立三个级别：

（一）特级安全高效矿井（露天）；

（二）一级安全高效矿井（露天）；

（三）二级安全高效矿井（露天）。

第五条 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每两个年度评审命名一次，

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评审“煤炭工业安全高效矿井”同步进行。

附件2

陕西省煤炭安全高效矿井（露天）标准

准
陕煤协会发〔2019〕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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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采机械化程度（%）

第六条 评审指标：评审当年以申报矿井（露天）上年度安

全生产和技术经济指标为依据。

第七条 产能规模：

（一）井工煤矿核定生产能力大于等于 90 万吨；

（二）露天煤矿核定生产能力大于等于 300 万吨。

第八条 安全生产：

（一）安全质量标准化必须达标；

（二）特级安全高效矿井（露天）无死亡事故，一级安全高

效矿井（露天）百万吨死亡率低于陕西省煤矿平均水平，二级安

全高效矿井（露天）百万吨死亡率低于全国煤矿平均水平。

第九条 机械化程度：

（一）露天煤矿采装、运输、排土机械化程度应达到100%；

（三）井工煤矿掘进机械化程度应符合表 2 要求。

表 1 煤矿综采机械化程度

第二章 标 准

（二）井工煤矿综采机械化程度应符合表 1 要求；

核定能力（万吨/年）
特级 一级 二级

≥300 ≥98 ≥90 ≥85

120～300 ≥95 ≥85 ≥80

90～120 ≥90 ≥8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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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煤矿掘进机械化程度

掘进机械化程度（%）

核定能力（万吨/年）

特级 一级 二级

≥300

120～300

90～120

≥90

≥80

≥70

≥80

≥70

≥60

≥70

≥60

≥50

第十条 信息化与智能化：

（一）煤矿实现信息的集中监控、自动采集、集中传输及

运用；

（一）采掘（采剥）方法、工艺和技术装备符合《煤矿安

全规程》规定，选择科学合理，技术先进适用；

（二）合理集中生产，优化采掘（采剥）布置，采掘接续符

合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颁布的《防范煤矿采掘接续紧张暂行办法》

（三）优化安全生产系统，通风、供电、提升、运输、排

（二）煤矿对供电、提升、运输、通风、排水、压风、瓦

斯抽采等生产系统主要设备实现安全监控、自动化运行和可视化；

（三）煤矿建立网上办公系统；

（四）制定智能化建设规划目标，创新智能化采掘（剥）新模

式，推进固定岗位无人值守与危险岗位机器人作业，实现采掘工作

面少人或无人操作。

第十一条 采掘（采剥）方法和生产系统：

(煤安监技装〔2018〕23号)规定，开采程序及采掘工作面个数符合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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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瓦斯抽采等主要系统布局合理，运行稳定，安全可靠。

（四）高瓦斯、突出矿井瓦斯抽采达标。

第十二条 综合单产：

（一）井工煤矿综合单产应符合表 3 要求；

（二）露天煤矿综合单产应符合表 4 要求。

表 3 煤矿综合单产

核定能力（万吨/

年）

综合单产〔万吨〕

特级 一级 二级

≥300 ≥15 ≥12 ≥9

120～300 ≥10 ≥7 ≥5

90～120 ≥6 ≥4 ≥3

注:（1）复杂开采条件下的煤矿可合理选取下列中的一个

折算系数：薄煤层（<1.3米）乘0.5系数；煤（岩）与瓦斯

（二氧化碳）突出、冲击地压矿井、极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乘

煤矿0.6系数；高瓦斯、水文地质复杂、高温热害煤矿乘0.8系

数。

（2）开采年限达到设计年限50%以上煤矿，乘0.8系数。

表 4 露天煤矿综合单产

核定能力（万吨/年）
综合单产〔万吨/（个·月）〕

特级 一级 二级

≥600 ≥20 ≥15 ≥12

300～600 ≥15 ≥12 ≥9

＜300 ≥12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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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采比
原煤生产人员效率（吨/工）

（立方米 连续工艺 半连续工艺 间断工艺

注：原煤生产人员效率计算依据剥采比用插值法；对单一

（一）井工煤矿原煤生产人员效率应符合表 5 要求；

（二）露天煤矿原煤生产人员效率应符合表 6 要求。

注：难采煤层原煤生产人员效率的调整系数与考核综合单产

系数相同。

表 6 露天煤矿原煤生产人员效率

开采工艺系统不能满足技术要求或经济不合理，选择综合工艺开

采的露天煤矿，可以采用不同工艺指标加权平均法计算；二级指

第十三条 原煤生产人员效率：

表 5 煤矿原煤生产人员效率

矿井实际产量

（万吨/年）

煤矿原煤生产人员效率〔工/吨〕

特级 一级 二级

≥300 ≥13 ≥10 ≥7

120～300 ≥10 ≥7 ≥5

90～120 ≥7 ≥5 ≥4

/吨） 特级 一级 特级 一级 特级 一级

＜2 ＞45 ＞35 ＞35 ＞25 ＞25 ＞15

2～4 45～35 35～25 35～25 25～20 25～20 15～10

4～6 35～25 25～20 25～20 20～15 25～20 13～8

6～8 25～20 20～15 20～15 15～13 20～18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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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75％；

第十四条 经济效益：

（一）严格成本管理，保证规定投入，完成利润指标；

（二）煤炭特级安全高效矿井（露天）职工人均收入，不

低于国内行业平均水平且不低于全省煤矿平均水平；煤炭一级安

全高效矿井（露天）职工人均收入不低于全省煤矿平均水平；煤炭

二级安全高效矿井（露天）职工人均收入不低于全省煤矿平均水

平或比上年增加。

第十五条 劳动定员管理：煤矿建立并不断完善定员管理制度，

科学合理岗位劳动定员，按核定能力组织生产。井下单班作业人

数符合《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井下单班作业人数

限员规定(试行)〉的通知》（煤安监行管〔2018〕38 号）的规定。

第十六条 采区回采率：

（二）露天煤矿采区回采率：薄煤层（≤1.3 米）不低于

6.0米）不低于 85%；特厚煤层（≥6.0 米）不低于 95％。

第十七条 绿色开采：

（一）推广应用绿色开采技术工艺，降低采煤土地塌陷和地

下水资源损失，提高原煤入选率和瓦斯、煤矸石及矿井水等利用率；

标为一级指标乘 0.8 系数。

（一）井工煤矿采区回采率：薄煤层（≤1.3米）不低于85％；

中厚煤层（1.3～3.5 米）不低于 80％；厚煤层（≥3.5 米）不低

）70％；中厚煤层（1.3～3.5 米）不低于 80％；厚煤层（3.5～

http://www.mkaq.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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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职工作业环境保护，推广应用防尘降尘等作业

环境治理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定期开展职工健康检查，降低

职业病发病率；

（三）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我省的有关政策，

持有合法有效的排污许可证明；

（四）坚持“边开采，边复垦”，环境恢复治理好（高于

矿产资源规划确定的本区域平均水平），绿化覆盖率达到可绿化区

域面积的 60%以上，矿区环境优美。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标准由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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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1

煤炭工业 2022～2023年度安全高效煤矿申报表（井工）
单位名称（规范全称）： 所属集团： 联系人： 电话：

序号 项目 单位 合

计
序号 项目 单位 采一队/掘一队 采二队/掘二

队
采三队/掘三队

1 矿井能力

设计能力 万t

9

采煤

工作面

条件

采煤队名称

核定能力 万t 采煤工艺(智能化/综采/综放/其它)

原煤产量 万t 煤层平均厚度/最大厚度 m / / /

2 服务年限

投产时间 年月 煤层平均倾角/最大倾角 度 / / /

设计服务年限 年 工作面采高 m

剩余服务年限 年

10

采煤

工作面

产量

年产量 万t

3
平均工作面

个数

合计 个 平均月产/最高月产 t

/(个·月)
/ / /

机械化工作面 个 最高日产 t

/(个·日)

4 机械化程度
采煤/掘进机械化程度 % /

11

采煤

工作面

设备

液压支架 型号/架数 / / /

综采程度/综掘程度 % / 采煤机 型号

5 安全生产
事故死亡人数 人 刮板输送机 型号

连续安全生产天数 天 12 矿井综合单产 t

/(个·月)

6 劳动效率

原煤生产人员效率 t/工 13 矿井掘进总进尺 万m

原煤生产期末人数 人

14

煤(半煤

岩)巷

掘进队名称

原煤生产实际工日 工日 平均月进尺/最高月进尺 m/(个·月) / / /

全员期末人数 人 最高日进尺 m/(个·日)

7 经营状况

利润(计划/完成) 万元 / 岩巷 平均月进尺/最高月进尺 m/(个·月) / / /

完全成本(计划/完成) 元/t /

15
矿井灾害

类型

地质水文条件(简单/中等/复杂/极复杂)

职工年人均收入 万元 瓦斯等级(低瓦斯/高瓦斯/突出)

8 采区回收率 薄/中厚/厚煤层 % 冲击地压(无、弱、中等、强)

备注

情况

说明

开拓方式 立井/斜井/平硐/综合

申报

意见

申报级别

(特级/一

级/二级)

申报煤矿意见

矿长签字：

年 月 日

（盖章）

煤矿日常安全监管主体单位

年 月 日

（盖章）

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

年 月 日

（盖章）

剩余可采储量 万t

三下压覆煤量 万t

最大开采深度 m

绿色发展

土地复垦率 %

煤矸石综合利用率 %

矿井水综合利用率 %

原煤生产电耗 kW·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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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2

煤炭工业 2022～2023年度安全高效煤矿申报表（露天）
单位名称（规范全称）： 所属集团： 联系人： 电话：

序号 项 目 单位 合计 序号 项 目 单位 合计

1 露天矿能力

设计能力 万t 7 采区回采率 薄/中厚/厚煤层 %

核定能力 万t

8 经营状况

利润(计划/完成) 万元 /

原煤产量 万t 完全成本(计划/完成） 元/t /

2 服务年限

投产时间 年月 职工年人均收入 万元

设计服务年限 年

9
采煤工作面

条件

开采工艺（间断/连续/半连续/倒堆/综合）

剩余服务年限 年 最大开采深度 m

3
采剥工作面

个数

合 计 个 煤层平均厚度 m

单斗挖掘机工作面 个 生产剥采比 m3/t

轮斗挖掘机工作面 个

10
设备使用

情况

挖掘机
在籍（台）

其他工作面 个 实动（台）

4 机械化程度 采煤/装载机械化程度 % /
破碎机站

在籍（台）

5 安全生产
事故死亡人数 人 实动（台）

连续安全生产天数 天
重型卡车

在籍（台）

6 劳动效率

原煤生产人员效率 t/工 实动（台）

原煤生产期末人数 人 智能无人驾驶车辆 台

原煤生产实际工日 工日 11 采煤工作面/包机组 个 /

全员期末人数 人 12 包机组月平均产量 t /（个·月）

备注

情况

说明

剩余可采储量 万t

申报

意见

申报级别

(特级/一级

/二级)

申报煤矿意见

矿长签字：

年 月 日

（盖章）

煤矿日常安全监管主体

单位

年 月 日

（盖章）

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

年 月 日

（盖章）

边帮压覆煤量 万t

绿色发展

土地复垦率 %

煤矸石综合利用率 %

矿井水综合利用率 %

原煤生产电耗
kW·h/

t

原煤生产油耗 k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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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3

2023年度采煤队年报

单位名称（规范全称）： 联系人： 电话：

矿（井）队名

工作

面

编号

采煤

方法

采煤

工艺

顶板

管理

方法

支护

方式

平均

倾角

(度)

煤厚

/采

高

(m)

走向长度

(m) 生产

日数

工作

面平

均

个数

工作

面长

度

(m)

工作

面月

平均

进度

(m)

工作面产量

（吨）
工作

面回

采率

(%)

年末

在籍

人数

(人)设计 剩余 实际
其中:

机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生产情况说明（矿井生产天数、工作面生产接续情况、智能化工作面个数及产量、劳动生产组织情况、是否取消夜班生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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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4

2023年度原煤生产人员效率汇总表

单位名称（规范全称）： 联系人： 电话：

时间
原煤效率完成情况

计效人数 计效产量（吨） 计效工数 （工） 原煤生产人员效率（吨/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累计

煤矿组织结

构、技术人员

及主要工种人

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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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5

2023年度生产创新纪录申报表

单位名称（规范全称）： 联系人： 电话：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刷新本矿煤炭生产纪录 / 创造当年本矿最好成绩

1

2

3

4

5

6

7

8

9

申报说明：

一、矿井年产、月产、日产创新纪录；

二、采煤工作面（包机组）年产、最高月产、最高日产创新纪录；

三、掘进工作面年进尺、最高月进尺、最高日进尺创新纪录（露天煤矿剥离创新纪录）；

四、填报采掘工作面主要设备的型号、管理及技术创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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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煤炭工业 2022-2023年度安全高效集团（矿区）填报表

填报单位 通讯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所属生产煤矿
数量

（个）

核定产能

（万t/a）

2023年总产量（万

t）

申报安全高效

煤矿

数量

（个）

核定产能

（万t/a）

2023年总产量（万

t）

申报安全高效

煤矿名单

（可另附页）

1.

2.

3.

4.

5.

6.

7.

……XXXX煤矿（名称）

集团公司安全

高效矿井建设

经验

（可另附页）

填报单位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企业(集团)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省(区、市)煤炭管理机构(协会、中央企

业)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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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陕西省2022～2023年度煤炭安全高效矿井（露天）市级主管部门推荐汇总表

序号 监管主体单位 煤 矿 名 称 核定产能 申报等级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业务主管签字：

年 月 日

联系人姓名：

职务：

电话：

电子邮箱：

市级煤矿安全监管主体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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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陕西省应急管理厅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

本会：驻会领导 监事长 各部室

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办公室 2024年1月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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