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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三个地球”建设 保障国家能源粮食矿产安全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转型发展实录

近年来，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和地勘行业业务日益萎缩的严峻挑战，作
为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科技型公益类中
央企业，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主动转型升
级，突出创新驱动，在认真分析研判形
势，坚持市场导向，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
基础上，以建设“三个地球”为战略愿景，
紧紧围绕“11463”总体发展战略，坚持党
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强化科技创新为

引领，全面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完善
现代企业管理体系，构建企业运行平台
等，积极打造“6+1”产业新布局，逐步走
出了一条符合新时期地勘企业管理创新
之路，营业收入、利润总额连续三年保持
两位数增长，连续三年超过央企平均水
平，实现了快速发展、高质量发展，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交出了一
份亮丽的答卷，也为我国地勘企业打造世
界一流的地质与生态文明建设企业集团
提供了参考范本。

追本溯源，作为地勘行业的“共和国
长子”，建局67年来，该局可谓功勋卓著，
历史辉煌：先后完成了四次全国煤炭资源
预测、两次全国化工矿产资源潜力评价；
探明了我国90%以上的煤炭资源，查明煤
炭资源储量 10000 多亿吨，发现了准格
尔、兖州、神府等100余个大型和特大型
煤田；查明磷、硫、钾等化工矿产储量100
多亿吨，开发建设了青海钾盐、云南昆阳
磷矿、贵州开阳磷矿等近100座大中型化
工矿山，完成了上千项大型测绘与地理信
息工程和我国第一批煤层气参数评价，评
价了我国煤层气资源量35万亿立方米；
首次钻获了陆地可燃冰，发现了国内最大
规模的可地浸砂岩型铀矿床——大营铀
矿，结束了我国无世界级铀矿的历史，为
国家能源和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完
成了三峡库区等大型生态修复治理工程
数百项；作为“国家级中央企业矿山抢险
救援队”，先后参加了30次大型矿山及铁
路隧道的抢险救灾工作，共计打通50多
条救援通道，成功营救20多名遇险人员，
为企业和国家挽回了数十亿元的经济损
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及省部级奖
励1037项，主持参与制定国家标准15项，
行业标准49项；取得了专利技术1200多
项，软件著作权570余项，初步构建起了
航天、航空、地面、地下“四位一体”的绿色
勘查与生态文明建设技术体系。

但就是这样一位地勘老牌劲旅，在新
时期，也遇到了传统地勘产业的发展瓶
颈。我国地质勘查行业自2013年开始调
整下行进入了萎缩期，勘查投入逐年下
滑，产能过剩，地勘单位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面临挑战。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
续推进，作为从事基础性工作的地勘行
业，如何落子其中？国内生态红线的发
布，给以找矿为主业的地勘单位带来了极
大束缚，如何破茧成蝶？这是摆在地勘单
位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党的十九大赋予了生态文明建设新
的时代内涵，在肩负着为国家找寻能源和
粮食化工矿产的重任同时，如何更好地服
务于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煤炭地质总
局新的历史使命。2018年12月28日，该
局党委书记、局长赵平在第十六届中国企
业发展论坛上掷地有声，交出了中煤地质
人的答案：我们将以建设“透明地球”“数
字地球”和“美丽地球”为战略愿景，即：
以地质勘查技术为依托，全面加强地下空
间探测，投身“透明地球”建设；以地灾治
理、环境修复技术为依托，做生态文明建
设的先行者，奉献“美丽地球”建设；以地
理信息技术为依托，全面打造地质信息化
产业平台，参与“数字地球”建设。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就是为了继续践
行初心使命，就是为了在新时代继续展现

地质人的责任担当。
“透明地球”，立身之本。有科学家曾

指出，我们如今对地球内部的了解仍处于
推测和假说阶段。如果地球像玻璃一样
透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地球内部的一
切，那么，工程建设将减去很多制约。于
是，向地球内部的探索，中煤地质人从未
懈怠。近三年，提交地质报告千余份，为
我国新发现并探明1000米以浅煤炭资源
储量1325亿吨；新发现26个煤田，其中8
个为适宜建设开发的百亿吨级特大型煤
田。探明磷矿、铁矿、岩盐、铅锌矿、叶蜡
石矿、金、岩盐、石英矿、锰矿等大量能源
矿产与战略矿产，为我国能源矿产、粮食
矿产、新兴战略矿产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数字地球”，宏伟目标。大数据时
代，“数字化”是各行各业无法阻挡的潮
流。“数字地球”建设如同将地球数据装
入计算机，对其信息数据进行分析和利
用，为防灾减灾、城镇建设及人民日常生
活等提供科学依据。地球的“数据”从哪
里来？遥感、地理信息、卫星定位、互联
网、数字传输都是途径。在参与国土三
调、农村土地确权、航空摄影等项目的过
程中，中煤地质人踏遍千山万水，从外业
测量到内业数据处理，马不停蹄地工作，
一个个精准的原始数据从他们手中产生，
不断充实着“数字地球”的数据库。近年
来，在精耕细作传统航测遥感、管道检测
市场的同时，该局大力发展高分辨率高空
卫星遥感、中空航空摄影测绘、低空无人
机航空数据获取能力，丰富地面及室内光
学、雷达、激光等多种影像数据获取方
式，以“3S”加快相关专业技术设备引进，
加强数据处理能力，强化测绘遥感数据在
国土、农业、林业、水利、气象、海洋、环
境、减灾、统计、交通等领域和城乡区域
规划管理及重大工程建设中的应用，创新
服务模式，拓展测绘遥感数据应用服务产
业链。结合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创新地理
信息技术在环境监测、资源调查、信息化
建设等方面的服务模式，形成从需求、设
计、建设到运营全过程的地理信息应用服
务体系。

“美丽地球”，国人共同的期盼，中煤
地质人的使命。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在通往

“绿水青山”的道路上，废弃矿山、被污染
的河流和土地的整治是无法回避的问
题。作为专业地质队伍，解决环境问题，
建设“美丽地球”，中煤地质人责无旁
贷。近年来，该局在废弃矿山治理中创造
性地提出了“边开采、边治理、边返还（治
理保证金）”的“三边”模式，解决了“先开
采、后治理、再返还（治理保证金）”模式
的弊端，成功承揽了包括浙江省规模最大
的矿山复绿项目在内的多项矿山复绿项

战略为势 提出“三个地球”建设战略愿景指引发展方向

目，有效地实现了政府、业主、企业三方
共赢。在北京市多个地区开展废弃矿山
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对因采煤、采矿造成
的植被破坏、土地退化、粉尘污染、地质
灾害频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治
理，重塑生态环境体系。先后参与北川羌
族自治县泥石流治理工程、三峡库区塌岸
防护和滑坡治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
安置点高切坡防护施工等多项国家重点
工程项目，在崩塌治理工程、滑坡治理工
程、泥石流治理工程中展示出了强劲的技
术实力。利用现代农业地质技术，服务
水、土壤、空气污染治理工作。以贵州鱼
洞河流域环境治理项目为依托，通过“源

头+末端”的综合治理方法，在国内首创
形成一套系统的西南喀斯特地区水环境
治理模式，成为国内水环境污染治理的样
板工程。组织开展长江中游磷、硫铁矿基
地矿山地质环境评价项目，建立硫铁矿山
酸性水污染恢复治理模型，为长江中游地
区生态评价与环境保护提供重要支撑。

投身“三个地球”建设战略愿景的提
出，解答了在新时期地勘单位将要在国家
层面发挥怎样的作用，标明了地勘行业新
的发展方向，更坚定了传统地勘单位起航
再出发的信心与决心，可以说，中煤地质
总局已逐步把握住了地勘经济的发展大
势，改革发展的步伐行稳致远。

“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
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中国要
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出
了时代最强音。在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之
下，科技对企业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全局不
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大力打造培养科技
人才团队与研发平台能力，集中攻克关键
核心技术，取得一大批科技创新成果，科技
研发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逐年增长。

——科技创新体系日趋完善。提出
了科技创新“对接战略方向、对接技术前
沿、对接市场需求、对接现场生产”的“四
个对接”科技立项原则，制定了“11410”
科技工作总体思路，明确了煤炭与化工
地质、绿色勘查、煤系资源、矿山治理、生
态地质、灾害治理、城市地质、地理信息、
工程施工、“地质+”服务等“十大科研攻
关方向”，不断探索研究绿色勘查与综合
评价新理论，加快地质与生态文明建设
领域技术研究，开拓新的服务领域，科技
为先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注入企业发
展的核心要素。同时，完善了科技项目
管理制度，实行科研项目负责人制，大幅
提高人员费比例。推动探索创新激励约
束机制，完善以创新、质量、贡献为导向
的人才评价机制，用足政策，鼓励具备条
件的科技型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股权和
分红激励。

——科技创新平台领先行业。整合
科技资源，集中优势力量，打造了“总局研
究院平台—省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地
方子公司创新团队”的三级科技研发体
系。目前，全局拥有国家科技部批准的国
家“863”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国家

西部3S空间信息产业化基地”，4个院士
工作站以及5个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
陕西省地理空间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煤炭行业“煤矿水害精细探测与综合防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烧结钕铁硼
稀土磁性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自然资
源部“矿区生态修复工程技术创新中心”、
自然资源部“煤炭与煤层气地质研究团
队”。科技创新平台已成为驱动全局不断
发展的催化剂与助推器。

——科技人才队伍彬彬济济。为畅
通科技人才创新队伍，推陈出新建立了首
席专家、首席技师等制度，极大激发了科
技人才的积极性。大力实施产业人才聚
集工程，在地勘产业涉及的多个领域，培
养出了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涌现出一
批高层次的学科带头人，共有16人荣获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孙越崎能源大奖”，
132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你追我
赶，创新争先的科技创新氛围日渐浓郁。

——科技创新成果捷报频传。先后
承担了国土资源部、地质调查局、国家能
源局、各省厅等地质调查、科研项目、标准
建设等近百项，研究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国
土资源部、地质调查局、国家能源局等各
大部委的发展战略、能源规划及发展方
向，为我国能源勘查开发提供基础资料。

西北边陲，查明了影响大型煤炭基地
建设开发的资源条件与水（害）、煤层气
（瓦斯）的赋存运移规律，取得了煤气水资
源协同勘查技术与矿井隐蔽致灾地质因
素精细探查技术的重要突破，建成了煤层
气开发示范工程，有力地支撑了国家第十
四个大型煤炭基地建设。

（下转第三版）

创新为核 技术突破助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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