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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
贵州开阳，随着地质报告的提交，

8.01亿吨高品位磷矿资源揭开了它神秘
的面纱，这是全局致力于开展磷矿的成矿
理论和勘查评价矿工作的一个缩影。通
过块岩成矿理论体系与找矿实践，创立了
磷块岩微生物成矿理论，在国际上首次提
出了“陆缘坻”成矿构造古地理概念，建
立了磷块岩序列模式，总结了磷块岩成矿
规律和成果预测，经多年找矿实践，累计
在预测区发现和新增21亿吨磷矿资源，
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山西潞安，该局采用新型覆岩离层
注浆技术承担实施的“建筑物下压煤释
放和上覆建筑物保护”“公路下压煤释放
和公路保护工程”两个项目如期完工，分
别释放建筑物下煤炭资源37万吨，公路
下煤炭资源224万吨，产生了可观的经济
效益。

河北邯郸，河北工程大学新校区“取
热不取水”实验项目现场，红绿蓝三色金
属套管错综复杂地排列着。现场人员饶

有兴致地介绍，“取热不取水”技术是通
过钻机向地下施工 2000 米至 3000 米深
处的钻孔，在钻孔中安装密闭的金属换
热器，通过传导，将地下温度 70℃至
120℃的中深层地热能进行无干扰转换，
并通过专用设备系统向地面建筑物供
热，填补了我国相关技术研究的空白。

江苏金坛，一座座钻塔巍然耸立，盐
穴储气储能井项目现场一片忙碌景象。
提起项目采用的大口径“S”型丛式定向
井盐穴储气库井技术，技术负责人满脸
自豪：“一举攻克了大口径‘S’型定向井
的轨迹控制、井身质量、超强抑制防塌泥
浆体系配制、井筒气密封测试等多项钻井
工艺与技术难题，开创了全国盐腔储气库
大口径‘S’型丛式定向井施工先例。”同
时，项目通过技术升级使定向井一次成井
井径由216mm扩大至444.5mm。预计截
至2021年底，一期、二期10口储库井施
工完成后，累计储气量将达到4.4亿方，
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
效益。

观大势，谋全局。在确定发展战略
与发展目标，不断以科技创新积蓄蓬勃
发展力量的基础上，中煤地质总局探索
创新商业模式，打造地质产业平台，提出
了构建大地质、大客户、大市场、大产业
的“地质+”新格局，力求突出精干主业，
做大做强与地质勘查工作相关的产业、
延伸产业，逐步构建了以资源勘查、新能
源资源开发、生态与环境、地理信息、地
下工程建设以及现代农业地质技术服务
为总局的六大核心主业，以建设工程、自
有土地开发、宾馆旅游、加工制造、生物
材料等为辅助产业的“6+1”产业，形成横
纵联合的地质全产业链、矿产资源全生
命周期的产业新格局。

——夯实资源勘查产业基础。紧紧
围绕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京津冀协
同发展”、“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需求，
不断夯实固、液、气矿产勘查；钻探工程；
地球物理、化学勘查；岩矿测试分析以及
地质技术服务等与地质找矿相关联的资
源勘查传统主业基础，着力推动深地探
测、深海探测、深空对地观测和土地工程
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三深一土”科技创
新，推动产业向科技型方向转变。仅
2019 年，总局就先后提交煤炭资源量
8.02亿吨，钾盐资源量3901.86万吨，铁矿
石量97.15万吨，磷矿8.7亿吨，岩盐矿石
量 8.21 亿吨，石灰岩 3.04 亿吨，金金属
17.57 吨，叶蜡石 90.45 万吨，高岭土矿
399.56万吨。

——加强新能源资源开发力度。积
极开展地热能井下换热技术、热泵技术，
以及地热能系统与太阳能等其他能源系
统融合技术的研究开发，以技术创新带动
产业发展。以“煤系气”——煤层气、页岩
气、致密砂岩气及可燃冰等为重点突破方
向，积极发展绿色清洁能源开发业务。

——聚焦生态与环境产业建设。加
快构建以生态环保为核心的新时代勘查
评价技术体系，大力拓展地质灾害、矿山
环境恢复治理、采煤沉陷区治理、矿山防
治水、矿山应急救援、地质公园建设；水
环境修复治理、污水处理、固废和危废处
理；垃圾资源化处理、煤炭清洁化利用；
资源与环境承载力评价等业务，着力推

进生态与环境产业科技创新。
——打造地理信息数字平台。紧紧

抓住以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
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有利时
机，加快构建集数据采集加工处理、软件
开发和系统集成为一体的地理信息技术
体系，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互联网和移动
通信技术、实时监控技术为核心的智能
化技术体系。大力拓展遥感地质、遥感
影像技术服务；测绘、精密工程测量、导
航与位置服务、航天航空数据采集；数据
加工处理、软件开发与数据应用、系统集
成及高档地图编制、数字印刷等业务，研
发地理信息高端产品，做精做优做强地
理信息产业。

——大力发展地下工程建设产业。
不断扩大地下工程领域的资质范围，提
升资质等级，大力发展岩土工程勘查、城
市地质；地基与基础工程、地下综合管
廊、地下综合体、海绵城市；道路病害探
测与防治、城市塌陷探测与治理等业务，
积极拓展以交通、隧道、水利、工业与民
用建筑、市政工程、特色小镇建设等领域
与地质相关的地下工程建设业务，形成
具有自身特色的差异化核心竞争力。

——拓展延伸现代农业地质技术服
务。加快构建以土地质量地质调查、土
壤地球化学调查评价、土地整治、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与修复治理等与土
地工程相关的技术体系。构建以测土配
方精准施肥、生物饲料、生物肥料、智慧
农业、田园综合体、农业生态产业园规划
为核心的生态农业技术体系，拓展延伸
现代农业地质技术服务领域，打造生态
农业产业链，为现代农业和美丽乡村建
设提供技术支撑。

——积极探索辅助产业。通过投
资、建设、运营城市基础设施，逐步实现
由工程承包商向投资建设运营商转型。
在生物材料制造业方面，构建了以胶原
蛋白研制、开发及生产于一体的生物医
用材料技术体系，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
逐步实现由单一产品向产品多样化方向
发展。在加工制造业方面，加强产品研
发，与大型制造企业互联互通，由修补式
加工向定型化、产品化方向转型。

近年来，全局通过不断建立和完善适
应市场经济的企业运行平台，商业模式创
新卓有成效，使企业规模得到扩大，内部管
理水平日益提高，发展质量不断提升，逐步
走出了一条符合新时期地勘企业管理创新
之路。从“机构人员臃肿”向“精干高效”转
变、从“要我干”向“我要干”转变、从“大锅
饭”向“差异化”转变。自此，改革的闸门彻
底打开，转型的成效一步步体现……

——坚持深化改革，推进公司制改
革。按照一企一策原则，全面完成国资委
下达的改制任务，深化改革走上“快车
道”；加大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工作力度，老问题用上了“新
办法”；积极盘活闲置资产，多家三级地勘
单位推进改革试点；大力推动“双百企业”
参与“双百行动”，积极推动各级公司董事
会建设，完善董事会组织机构，进一步厘
清党委、董事会、经理层责任和工作程序，
老队伍迸发了“新活力”。

——坚持集中管控，加强财务管理。
统筹部署全年资金使用计划，严格项目投
资资金监管。切实做到项目资金的管理
事前有规划、事中有检查、事后有验收决
算，对项目资金的使用全程跟踪监管。加
强“两金”压控月度监测，加大应收账款清
收力度，积极拓展合作银行，不断拓宽融
资渠道，企业快速发展有了“压舱石”。

——强化依法治企，加强风险管理。
全面加强内控建设、风险管理及重大事项

监测力度，开展法治建设及风控综合检
查，实现闭环管理。坚持任中和离任审计
相结合，组织开展“两金”审计调查，强化
整改落实。深入推进主要负责人履行法
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依规治理、依法
治企，企业高质量发展装上了“稳压器”。

——坚持人才第一，加强人力资源管
理。坚持党管干部与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
管理者、经营层依法行使用人权相结合原
则，落实董事会选人用人职权，完善企业领
导人员能上能下机制。强化督导检查考核，
完善长效推优机制，逐步建立全局专业化的
年轻人才库，打造总局“会经营、懂管理的管
理型，精技术、能创新的技术型，精技能、善
操作的技能型”三支年轻人才队伍。

——坚持过程管控，加强对标管理。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补短板为抓手，不
断调整、完善和提高对标管理指标，促进
经营管理水平全面提升。2019年，全员劳
动生产率提升了11.6%；总资产周转率提
升0.02个百分点；科技创新收入同比增加
135.1%；全局安全体系运行顺畅，安全管
理制度制定率达到100%。

——坚持效益为先，加强项目及采购
管理。编制《总局项目管理指导书》，对项
目管理过程中“立项与决策、计划与准备、
实施与控制、验收与交付、项目后评价”等
每个阶段、每个关键环节的工作内容和管
理要求进行详细规定。在全局范围内推广

“二次经营”理念，有效提高项目盈利能力。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
者，必浚其泉源。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
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
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全
局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打造引领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引擎”。

——以政治为首，坚持党的领导。该
局党委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坚决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
的党中央同德同心同向；在重大原则面前
立场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以
服务于国家能源战略安全、粮食安全及生
态文明建设为己任，发挥党委把方向、管
大局、保落实、促发展的领导作用，切实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
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
发展理念要求，在新思想中汲取发展力
量，在新思想里挖掘发展潜能，有力推动
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煤炭、化工地质
行业的生动实践。

——以组织为本，强化党建引领企业
改革。坚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
理结构统一起来，落实“一岗双责、党政同
责”，全部实行了董事长、党委书记“一肩
挑”，落实党委会议前置程序，并将党建工
作总体要求纳入公司章程。持续深化“支
部建在项目上，党旗飘在工地上”党建品牌
创建，开展“党员创新工程”，聚焦项目党支
部、党小组和党员作用发挥，对基层党组织

采取“联、建、共、创”的形式，做到施工项目
到哪里，支部就建在哪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就发挥到哪
里。其中，在南疆先后联合项目部驻地武
警边防派出所、兵团连队等，在昆仑山腹
地、阿拉尔、图木舒克等野外项目部成立了
多个联合党支部，共同开展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党建工作，在南疆大地谱写了“党
建+军民融合”的时代新篇章。

——以纪检为尺，构建党建工作监督
体系。持之以恒纠正“四风”，解决“马上就
办”线上会签、线下拖延等问题，不断净化
全局的“空气与土壤”。深化纪律监察体制
改革，扩大区域派驻纪检组试点，成立总局
纪委驻北京、贵州、南京、武汉纪检组，全面
负责区域内各级单位的监督执纪问责工
作。充分发挥监督委员会作用，统筹协调
全局监督工作，形成监督合力，构建大监督
格局，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以制度为标，保障党建工作高质
量运行。把标准化理念融入党建工作，三
年来修订完善《总局党委中心组学习制
度》、规范党委议事规则、党建工作例会和
报告制度等60多项。加强党建工作责任
制考核，充分发挥考核评价“指挥棒”作用，
将党建责任由“软任务”变为“硬指标”，把
党建工作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

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奋蹄。
2020年，中煤地质总局正在以更大的决心、
勇气和智慧，闯关夺隘、爬坡过坎，继续投
身“三个地球”建设，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国
资国企转型升级，为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的地质与生态文明建设集团目
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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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为本“6+1”布局齐头并进

管理为基 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党建为魂 铸造企业红色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