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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借他他山山之之石石，，试试点点内内部部市市场场化化
下属单位物料、劳动付出明码标价，班组、岗位间形成买卖关系

价格无处不在，市场无处不在。在兖矿这场破釜沉舟的改革中，12家下属单位正在试
点内部市场化。虽是借他山之石，但兖矿坚定地执行着，无论是物料还是维修、生产中的劳
动付出，全部明码标价，各系统、车间、班组和岗位之间形成买卖关系。现在，很多过去没人
愿意干的活，大家争着干；过去管理中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了一个出口。

劳动、消耗定价核算

申领物资一站式配送

1日下午，在济三矿的区务
公开大厅，准备上工的东掘三区
掘进工夏方德和几位同事正在
通过一块显示屏查看自己的工
时和收入情况。作为兖矿12个内
部市场化试点单位之一，济三矿
全面推行这一举措，每个岗位的
出勤情况和工作量完成情况，都
变作了时时更新的信息，每天挣
了多少钱，每个职工都能一目了
然。

夏方德说，现在每天上班前
都要提醒一下自己，一定要“满
血”前行。因为只有认真、努力的
工作，才能不浪费工料，出更多
的活，拿更多的工资。一看今天
挣得少了，就说明这个班干得不

好，下个班得改进。因为干得多
少、好坏，跟收入直接挂钩。

济三矿财务总监刘福生告
诉记者，试点中明确了矿、区、班
组、岗位四级市场主体，划分了
32个二级市场主体，330个三级
市场主体，实行矿、区队、班组、
岗位四级核算，还建立了人力资
源、物资供应、资金、技术创新等
11个要素市场。每个月要下达月
度生产任务、人工及材料费用预
算等，然后对矿、区队、班组、岗
位四级市场工资收入、费用支
出、安全质量考核奖罚等数据进
行汇总结算，这样就实现了日清
日结、班清班结的岗位货币化。

“劳动及各类消耗都是明码
标价的，共分为9大类价格体系，
并制定出内部市场价格目录，矿
区内的工作全部用货币来衡
量。”济三矿内耗办主任徐文运
告诉记者，原来很多班组都有自

己的小仓库，主要是为省去申领
物质程序的繁琐，所以每次多领
一些物质存起来，这样就造成仓
库保管人数增加，物料浪费等问
题。现在全部清查取缔，库存材
料费同比降低275万元。现在，济
三矿成立了物流配送中心，采取
一站式服务。区队用什么可以到
这里一站式办理，他们将对物料
统一管理、发放、配送和回收。

职工自发节俭提效

当自己的生意经营

“孔总，我们班这个月的预
算指标是336 . 4元，实际只用了
316 . 2元，比预期的好多了。”现
在，兖矿集团国宏公司财务总监
孔令涛每次下车间巡检，总会被
职工们围住“算账”，自从实行了
内部市场化，这里的员工从“干

了算”转为“比着干”，风气一新。
“推行市场化，车间职工减

少了，产量却增加了。通过内部
市场化运营机制创新，把‘人人
都是经营者，岗位都是利润源’
的目标变为现实。”该公司党委
书记王占东介绍说，职工在生产
现场使用多少材料，干了多少活
都“明码标价”，在降低材料费的
同时，也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职工们在内部市场化信息
管理平台上，看到的是每个班所
得的工资，是现金账，而不是过
去的工分账。”调度室主任、技术
部长王伟说，实行内部市场化
后，推行“日清日结”、“班清班
结”、现金记账制度，每班工作量
等数据由班组长上报生产调度
室，经审核后录入信息化平台系
统，车间班组无权更改。职工根
据自己当班提供的工作量，经实
际测算就可计算出自己当班挣
得的收入，实现“日清、日结、日
公开”。这种“现金工资”的方式，
彻底打破了“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分配
方式，调动了职工主动“找活干”
的积极性，避免了过去挑三拣
四、推诿扯皮现象。

“内部市场化推行以来，职
工不仅注重工作数量和质量，也
更关注成本支出，因为超支就等
于自己掏腰包花钱。”空分车间
副主任李美玉告诉记者，大家现
在都知道干得越多、越好、越快、
越省，收入就能越高，开始把企
业当成自己的生意去经营，设备
故障少了，管理也更顺畅了。

在西苇水库供水站，有个让
人羡慕的夫妻岗。承包人张大
庆、张玉芹夫妇原来都是供水站
员工，在岗位竞争中优势胜出，
夫妻俩承包了原来4个人的岗
位，24小时吃住都在站里。单人
工费一项，每年就可为公司节约
10 . 24万元，夫妻俩也乐得以岗
为家，工作生活两不误。

老矿区承包新矿区

人力资源流向新岗位

对于一座煤矿而言，无论如
何也逃脱不了资源枯竭的未来。

在这方面，兖矿“老矿区向新矿
区转移”的步伐从未减速，人力
资源配置一直在优化中。2013
年，南屯矿已选拔50名管理人员
和地面岗位生产人员派驻金鸡
滩煤矿，目前矿井基建工程已基
本完工，正在进行各系统的设备
安装。近日，南屯矿金鸡滩项目
部综采队正式成立，标志着该矿
整体承包陕西榆林金鸡滩煤矿
生产经营工作全面步入生产准
备阶段。精心选拔76人组成综采
队进驻金鸡滩煤矿，44名后勤、
生产服务人员也一同进驻。

南屯矿建矿投产40年，庞大
的职工和家属群体，让他们对未
来也十分迷茫。“煤矿的转型最
终路在何方？也许有很多种选
择，煤矿工人转行也需要克服很
多困难，但最行得通的一条路，
还是要围绕煤炭本业做文章。”
兖矿集团党委工作部副部长程
秀恩这样认为。

随着矿井服务年限的延长，
南屯矿资源逐步减少，生产接续
日趋困难。在矿井举步维艰时，
兖矿集团做出老区向新区转移
的战略部署，南屯矿认为这是个
机会，经过努力，成功获得金鸡
滩矿生产运营承包权。但由于长
期的安定环境，部分干部职工不
同程度地对这一前景产生了畏
难发愁的情绪，“家中上有老下
有小，这一走就是两年，家里啥
事也帮不上……”许多职工心里
这样想。

崔文江是南屯矿供电工区的
一名维修工，去不去金鸡滩工作，
他一直在犹豫，多次找领导沟通、
与亲戚朋友商量，最后放下思想包
袱，报名首批派驻金鸡滩。这是众
多报名外派人员的缩影。

“对于企业，最可怕的是思
想落后、观念僵化，而转型发展
中的矿井，只有消除顾虑，才能
轻装上阵。”南屯矿党委副书记
刘文保说，作为公司首批战略转
移主力单位，南屯矿按照精干高
效、双向选择原则，做好内部人
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稳妥有序推
进金鸡滩项目部队伍选拔等前
期工作，并针对新矿井、新装备
制定学习培训计划，确保开发队
伍人员能够迅速适应新矿井的
安全高效生产需求。

本报记者 马辉

区务公开大厅内，工人们正在查看自己的出勤和工资收入情况。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济三矿原来的小仓库全部被取缔，物料全部统一管理、配送。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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