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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人物

一盏矿灯照亮井下10年路
济能发集团阳城煤矿劳模潘兴喜速写
文/片 本报记者 马辉 本报通讯员 王政

犹豫中，老班长的话让他下定决心

真实潘兴喜

2010年7月1日，阳城
煤矿，从井上到井下，一
段数千米的路程，阴暗而
潮湿，呼呼的风从耳旁掠
过，潘兴喜阔步向前。

潘兴喜获得了全国
劳模，在井下，很多工友
喜欢称他“潘劳模”，潘兴
喜却说，就是“联合国的
劳模”也得在一线干活。

潘兴喜不善言谈，每
一个问题都经过再三思
考才能蹦出几句，说的最
多的就是“这是应该的”、
“这是份内的事情”、“这
没什么”。然而，当工友有
什么技术问题喊到他时，
他便一个箭步上前，三下
五除二就把问题解决了。

割煤、安装支架、搬
运物料……井下的工作
琐碎而平凡。然而，平凡
的工作中蕴藏着伟大，伟
大的事业中积满了平凡。
潘兴喜十年如一日坚守
在井下一线，用矿灯在黑
暗中照亮出最耀眼的光
芒。

潘兴喜是当代煤炭
工人的杰出代表，他的杰
出体现在什么地方？可能
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
从这次采访中，我想坚
持、积极、责任等词用在
他的身上。这些词应该算
是最能描述他性格的关
键词。

绿军装换成了蓝矿装，在深深
的矿井下，潘兴喜把军人英勇善战
的品质与济能发人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战斗的作风融为一体，他让军
歌在千尺井下更加嘹亮……

2000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煤
炭行业的影响仍在持续，煤矿效益
普遍不好。已开采了30年的落陵煤
矿，资源几近枯竭。刚刚从部队转

业的潘兴喜被分配到了这里。
当时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井下

环境极差，巷道低矮，弥漫着呛人
的火药味，空气潮湿，工作强度大，
与潘兴喜一起来矿的同事看到这
样的环境，悄然离去。

对工作的美好憧憬与现实之
间的巨大反差，让潘兴喜大失所
望，连续几天，他下矿时无精打采，

下班之后回到宿舍倒头就睡，闷闷
不乐的。老班长看出了潘兴喜的心
事，便把他叫到家里，边喝酒边拉
家常。这次谈话看似寻常，但却彻
底打消了潘兴喜放弃的念头，10年
前的那次谈话，潘兴喜现在仍记忆
犹新。

老班长说：“我这辈子想当兵
没当上，后来有机会招工进矿当了

工人，可我最敬佩的还是当兵的
人，他们就像俺们煤矿工人一样，
肯下力、能吃苦、重情义。就拿落陵
来说吧，别看矿小，凭着咱苦干实
干的劲头，一样建成运河大煤
矿……”

老班长的话如醍醐灌顶，让
潘兴喜茅塞顿开。“怎么能轻言放
弃，我现在是一名煤矿工人，更是
一名永远的战士，别人能行自己
为什么不行？”潘兴喜下定决心，
决不丢军人的脸，一定要干出个
名堂。

那一刻，他带头跳入齐腰深泥水中

金杯、银杯，不如弟兄们的口
碑。在阳城煤矿第一次“双代会”代
表选举时，综采工区到会38人，潘兴
喜得了37票，唯一失去的一票是他
没有选自己，这是标准的“全票通
过”。
“潘兴喜一直跟我干，2004年从

落陵煤矿调到运河煤矿，从副班长
到大班长，2008年2月份提成副区

长。”阳城煤矿调度室主任张立志
说，他与潘兴喜共事多年，老潘干工
作严肃认真，工人们对他评价很高。

2004年12月，在运河煤矿一个工
作面回撤期间，潘兴喜当时担任大
班长。由于工作面涌水量大，一些大
型设备陷入淤泥中无法拆卸，班里一
些人员出现了畏难情绪。潘兴喜带头
跳入齐腰深的泥水中，摸链子、挂葫

芦。在他的带动下，工友纷纷跳入水
中和他一起作业。潘兴喜班把原来认
为无法拆除的前部机头减速箱、机头
大架和部分后部溜槽全部回撤出来，
为矿里挽回损失100多万元。

2006年2月，潘兴喜被调到阳城
煤矿。上班时他向工区的技术人员
和老师傅请教，在现场摸索；下了班
就借来图纸和各种书籍来研究、琢

磨操作要领，钻研施工工艺、机械知
识。现在的老潘，综采技术“十八般
武艺”样样精通，手里握着3个特殊
工种岗位证，成了有名的技术大拿。

调到阳城煤矿以来，潘兴喜所
带领的班组多次刷新集团公司单班
生产的原煤纪录，多次创下单班采
煤5000吨以上、日产原煤过万吨的纪
录，这个纪录在济宁能源发展集团
至今无人打破。他带的班职工月工
资比其他班多领七八百块钱。在采
煤一线，跟着潘兴喜干，就意味着多
挣钱，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战断层，他20多天吃住在矿上

“兴喜，知道我为什么嫁给你吗？
当初选择你，是因为你是军人，值得
期待，值得信赖；结婚10年，也是你作
为一名一线采煤工的10年，你把我对
你的期待和信赖化作了骄傲与自
豪。”潘兴喜的爱人张桂芝在给他一
封信中写到。
“有一次，潘兴喜的女儿有病发

高烧，他妻子连打了几次电话催他回
去，他都请了假了，最终也没能回
去。”综采工区区长鲁红军讲，当时新

工人多，井下条件复杂，老潘担心安
全上出问题，犹豫再三，还是留了下
来。老潘安排工作十分到位，大家都
比较放心，井下条件再孬、再复杂，只
要有老潘在，职工们都能安心，老潘
是工友们的“主心骨”。

目前阳城煤矿1307工作面，位于
三条石门西南部。该工作面遭遇前所
未有的大断层。经过全矿20多天的艰
苦奋战，恶劣的条件终于有了转机。

在这20多天里，潘兴喜全部心思

放在了过断层上，吃住在矿。5月19日，
记者跟随潘兴喜下井，在徒步走向
1307工作面的途中，潘兴喜两次接到
矿总工程师：“无论如何，一个小时后
煤机必须提刀推进”的电话指令。

交接班后，潘兴喜对着矿用组合
扩音电话喊：“郝代明，郝代明，叫人
拉网子，上网子，一个小时后提刀推
进！”

当天9时50分，潘兴喜与工友们
一同在机头处架棚，撤、支柱子；随

后，到架子里除尘，在架前清浮煤，
徒手将掉下来的大块煤炭搬起放到
皮带溜子上，维修支架扣眼。10时41
分，两个支架之间的顶板异常破碎，
一名副班长带领一名工人正在连
网，当顶板突然发现漏煤迹象时，潘
兴喜连忙喝令所有人员从架前退到
架子中间来，他们刚退到架子里，架
前的漏煤就堆成了一座小山，而且
还有硕大的煤块不断地从煤架间掉
下来，滚落到他们刚才所在的地方，
要不是潘兴喜的及时提醒，后果将
不堪设想。
10时50分，潘兴喜带领职工开机

出煤……

换上蓝矿装，在煤矿井口乘
升降罐到达-325米的位置，步行
过一段巷道，乘“猴车”到达-650

多米的地下，继续步行，在一盏
矿灯的陪伴下，最终到达-680米
的采煤工作面，开始长达8小时
的工作……这就是济能发集团
阳城煤矿综采工区副区长潘兴
喜一天的开始。

说起潘兴喜，同事们戏称他
为劳模专业户，从煤矿劳模到全
国劳模，四年间他五次“升级”，捧
回八次殊荣；也有人称他是“采煤
大王”，他带领班组多次创下单班
采煤5000吨以上、日产原煤过万吨
的纪录。矿工兄弟愿意跟着他干，
跟他干就意味着更踏实，多挣钱。

记者手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