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A

临应急函字〔2022〕61 号

对市二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20220151 号
建 议 的 答 复

郝美钧、刘文华两位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动智能矿山建设的建议》 收悉，现

答复如下：

一、应急部门加快推动智能矿山建设的措施

（一）从政策、资金上给予支持和帮扶

打造鲁西矿业会宝岭铁矿、济钢集团石门铁矿黄牛岭矿区

和莱芜钢铁集团鲁南矿业有限公司 3 家智能化示范矿山，助力

全市智能矿山建设工作开展。积极与市工信局沟通协调，申请

将我市培育的三家矿山“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

人”改造项目纳入省级技改政策扶持范围。按照省厅将“机械

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工作纳入安责险保费调节

机制要求，推动经评定的标杆企业在其当年的安责险基准费率

的基础上给予 10%的费率下调。

（二）加强安全科技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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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各矿山企业加大培训力度，组织相关设计单位、安全

服务机构和有关专家，经常性开展“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

专业培训，对操作、维护和管理人员进行有针对性培训。建立

健全人才发展体系，畅通人才晋升渠道，完善人才选拔竞争机

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三）不断推进设备更新

鼓励企业推广应用安全、可靠、适用的技术装备，强制淘

汰危及企业生产安全的技术、工艺和设备，指导企业汰旧用新。

推广智能监测与自动控制技术，矿山生产系统实现“一张图、

一张表”地表远程集中智能监控；实现井下大型破碎机械无人

远程遥控作业，矿石提升系统、配电系统、排水系统、主通风

机、空压机、皮带运输等设备设施实现远程集中无人值守控制。

优化矿山生产系统。地下矿山建立机械通风系统，实现在线监

测和地面远自动控制，每年对通风系统进行 1 次检测。完善防

排水系统，主排水系统实现地面远程自动控制。

（四）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积极对接省应急、工信部门培育的“机械化换人、自动化

减人、智能化无人”安全应急专业技术服务商与装备供应商，

为我市创建企业提供专业化、规范化技术装备与服务。同时发

挥我市非煤矿山“大手拉小手、联手共治”工作联盟作用，按

照“互帮互助、互查互改、共享安全”的要求，开展现场检查、

视频会商指导、微信工作群交流等咨询服务活动，推动企业转

型升级。

（五）强化政策扶持和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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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省里应急管理部门与省工信部门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做

法，建立工作推进机制，落实责任细化方案，加强监督检查。

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主流媒体，宣传先进典型，激

发企业安全生产积极性，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打造我市“机械

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改造升级试点示范标杆和

应用场景。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充分利用电视、广播和网络

等媒体，加强“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工作宣传，推广试

点示范单位先进经验做法，引领更多企业实施机械化、自动化、

智能化改造。

二、下一步工作重点

《建议》对我市加快推动智能矿山建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很符合当前非煤矿山企业对“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工作

推进的意识和需求，下一步全市应急部门将按照职责分工，落

实好建议的具体措施，努力将工作落实到位，提升非煤矿山本

质安全水平。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完善工作推进机制，落实责任，

细化方案，加快实施非煤地下矿山“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

升级换档工作并加强监督检查。督促各矿山企业要将“机械化、

自动化、智能化”建设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明确责任部

门和人员，按时完成改造任务。

二是严格建设标准。督促矿山企业组织专业力量，对照本

企业“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现状，形成需要进行升级换

挡的具体场所、设备清单。结合企业实际，明确“十四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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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每年工作计划，限定时间节点，细化工作措施，制定详实可

靠的工作实施方案，报市应急局备案。

三是加强宣传引导。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按照“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参与智能矿山

宣传工作，表扬鼓励先进，鞭策激励后进，激发矿山企业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四是持续推进省厅监测预警平台建设，组织好接入企业的

人员培训、接口改造、数据上传、信息填报等工作。持续推进

安全风险预警平台建设，加强指导调度，推动 12家地下非煤矿

山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建设，有序推进智慧化示范矿山建

设。

临沂市应急管理局

2022 年 6 月 17 日

建议承办分管领导: 刘峰 承办责任人：郑永明 联系电话：

8038915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