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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25日7：56
玉荣石膏矿塌方
临沂市平邑县保太镇玉荣商

贸有限公司石膏矿坍塌 ,多人被
埋井下。

2015年12月25日18：10
第一位被埋人员被救出
通过视频生命探测仪发现被

困人员，救援人员火速赶到发现
点实施救援。

2015年12月25日20：40
6名被困人员获救
又有6名被困人员成功升井，

其中2人重伤、4人轻伤。仍有19人
被困井下，已确认具体位置。

2015年12月26日8：30
确认一人遇难
事故救援指挥部召开情况通

报会称，26日凌晨又有1名被困人
员成功获救，被送往医院救治。截
至26日9时，这次事故已有11名被
困人员获救。一人在事故中遇难。

2015年12月27日2：30
涉事公司董事长
跳井身亡
涉事的玉荣商贸有限公司董

事长马丛波在井下配合救援过程
中，趁人不备跳入一号井下的佯井
溺亡。

2015年12月29日下午

县委书记县长
等4人被免职
平邑县委书记、县长、常务副

县长、分管副县长被免职。

2015年12月30日10：40
发现4名幸存者
4号井直径178mm的2号救生

孔打通后，成功向井下投放了生
命探测设备，并探测到4名被困矿
工。

2016年1月8日中午

4名被困人员
获救援物资
救援人员打通７号钻孔，成功

与井下被困人员取得联系并向井
下输送了物资。

2016年1月23日
大救生孔
即将打通
救援进行的第30天，用于救

援井下被困矿工的大口径钻孔即
将打通，４名与救援人员联系较为
畅通的被困矿工有望获救。

2016年1月27日
4名矿工
井下挖掘
1月27日，临沂平邑“12·25”

石膏矿坍塌事故发生后第34天，
随着救援的突破性进展，井底被
困的四人有望很快升井。23时38

分，现场消防武警、专业救援、120

救护等部门人员已经准备就绪。
据了解，在地面救援的同时，井下
的矿工也在挖掘，与井上人员打
开的井筒连通，现场救援人员已
经准备放救生舱。

2016年1月29日
4名矿工升井
１月２９日晚，救生通道再次被

疏通，等待已久的救援队员放下
了救生吊带。２１时２１分，起重机将
首名矿工提出地面，救援人员紧
急将他送往医院。此后，每隔半个
小时就有一名矿工升井，第四名
矿工升井时已经是２２时５０分。

至此，１５名矿工获救，剩下１４
名井下被困矿工，１人已确认遇
难，１３人仍失联。

这是３０多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但在平邑县玉荣石膏矿，近千人集结在此一直为救援而努力。
从地面前往220米的深井，在正常作业情况下仅需2分钟。当矿难来临时，4个鲜活的生命被埋在

暗无天日的井底，他们重返地面却历尽了千辛万苦。从确定位置，到打通救生通道，再到成功升井，
整整等待了36天。至此，平邑县玉荣石膏矿坍塌事故中被困的29名矿工，已有15人获救。

无进展的4号井

2015年12月25日，距阳历新年
仅有7天时间。

对于平邑县玉荣商贸有限公司
石膏矿的矿工来说，这一年井下的
日子也马上就要到头了。按照往年
的经验，进了腊月门，矿上很快就要
收工了，没人料到，在空荡荡的地底
某处，正酝酿着摧毁一切的力量。

7时56分，轰隆隆的巨响伴随着
强烈的震动倏然而至，震碎了场区
的宁静。

临近的废弃石膏采空区突然坍
塌，随后引发了4 . 0级矿震。地下的
矿井是相连的，一个接一个都遭了
殃。三次冲击波接连而至，一次比一
次更加猛烈。

从井口喷出的白色气浪高达十
几米，能把人吹上天。与之前相比，
这次冒顶（塌方）来得毫无征兆。一
瞬间天翻地覆，井下作业的29名矿
工被埋在了220米以下的深井中。

救援的队伍陆续从四面八方赶
来。到下午一点多，场区内已经集结了
临沂矿业集团、枣庄矿业集团专业救
援队员和机电采矿等专家80人。

救援在紧张有序地进行，6号矿
井的救援很快有了效果，10名矿工
在事故当天就成功升井。12月26日
凌晨，又有1人从6号矿井被救出，另
有1人被确认死亡。

然而，此时还有１７人被困在井
下，音讯全无。

与此相比，4号矿井的救援也毫无
头绪。它的升井通道塌毁，与6号矿井
的通道也被掉落的石块死死堵住。而
事发时，4号矿井有多人在作业。

无法下人，救援人员先将摄像
头从4号井升降口放下，果然看到有
人用灯光向摄像头的位置连续闪光
和晃动。

“底下有人！”这个发现稍微镇
定了救援人员的心神。

摄像内容表明，矿工所在位置
离井底还有十米左右，但在此时，跨
越这十米却比登天还难。坍塌导致
升降口井壁变形，底部井筒充填物
和混凝土坠落并向上延伸，物体不
断坠落。

罐笼卡在170米

救援人员从上往下投放了两个
罐笼，结果南侧的那个根本无法下
放。

罐笼下不去就换人下！两位救

援人员带上绳索、灯具、镐头等进罐
笼下到井内，希望能寻机把被困矿
工接出来。

但是这个方案卡在了井底170
米。从那儿往下，井壁已经发生大范
围错位和开裂，突出的部位容纳不
下罐笼了。

而“170米”，也将在日后成为阻
挡救援的一个坎儿。

紧急磋商后，救援人员又尝试
在罐笼底部挂上50米软梯，试图让
被困矿工通过软梯爬进罐笼获救。
但怎么才能让矿工知道呢？

通讯公司先上，他们把信号发
射装置架设到升降口上方，增强井
下信号。

随后，一位当地政府的工作人
员拿出被困人员的电话号码表，铺
在升降口五米外的砖垛上，挨个拨
打。然而，听筒里传来的是一次又一
次“对方已关机”的语音提示。

突然，按照名单顺序拨打到第
五六个时，电话接通了。周围人屏住
呼吸，期待听到对方肯定的答复。

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一声有
气无力的反问：“有消息了？”

说话的是一位焦急等待的家
属，打电话的工作人员只好咬咬牙
回复，“抱歉，打错电话了。”他沉思
了片刻，接着拨下一个电话……

一圈电话打完，毫无消息。而时
间已到了26日凌晨4点多。绳索传
递、扩音器喊……能想到的方法都
拿出来试了个遍，却一无所获。

有人提议找几个塑料球，写上
字从升降口扔下，即不会因重量问
题造成二次伤害，还能在井下自由
滚动。于是，30多个写着被困矿工如
何配合救援的、放了部分气的足球
等被抛到井下，希望被井下矿工捡
到。

就在救援过程中，地底的震动
余威仍在，轰隆声并未停歇，地下情
况极不稳定，不断掉落的重物把救
援人员的努力化为泡影。从升降口
放下的摄像头上的灯具先后被砸坏
3次，无法再去探测井底情况。

井壁变形也在加剧，随着时间
流逝，罐笼最后竟只能降到井下30
米处，通过罐笼营救被困矿工显然
已经行不通了。

5天后，听到井下声音

在6号矿井，救援人员将发现的
被困矿工挨个救出后，就沿着井下
巷道向4号矿井开辟1号救生通道。
毕竟打通井下救援通道是最有可能

实现快速救人的方式。
虽然两个矿井仅间隔七八百

米，但井下巷道不断发生坍塌和冒
落，无法爆破，只能靠抬、扛、撬等方
式进行人工开掘。掘进难度很大，一
不小心头顶上就哗啦啦掉东西，救
援人员在井内遇到的落石，大的长
宽都达到了5米，重达几十吨。

更糟糕的是，受坍塌影响，井下
涌水量日益增大，救援人员好不容
易开辟出的井下救援基地被淹没，
井下一氧化碳浓度也节节攀升，严
重威胁到救援人员的安全。

既然井下救援受阻，4号矿井内
的被困矿工位置又已大致确定，那
么最靠谱的方法，或许就是从地面
打井，开掘救生通道了。

事发当晚，救援指挥部制定的方案
就包括地上多条救生通道同时掘进，4
号矿井周边一共打了三个救生孔。

但这同样很难，地下的地质环
境非常复杂。在别处几个小时能打
通的通道，在这里没日没夜地干了
五天，钻头还一度被卡住。直到12月
30日5时，山东煤炭地质探测二队才
将2号救生孔打通。

“过去这么多天了，人还活着
吗？”这是救援人员最关心的问题。

生命探测设备第一时间下放。
摄像头沿着直径178毫米的“保命
孔”一点点向下前进，传回了井下的
实时画面，救援人员围在电脑旁，焦
急等待着……

10时40分左右，画面突然有了
变化。一个大大的坑洞下面，依稀出
现了晃动的影子。

有人大喊：“往下放，再放一
点！”

影子更加清晰了，好几个人一
齐兴奋地大喊：“有人！有人！”

只见画面里，一名矿工在向摄
像头招手，人群瞬间沸腾：“这是矿
工！这是矿工的手！”“看到手啦！太
好了！”一名指挥人员高兴地举起拳
头使劲挥舞，大喊一声：“好！”

五个昼夜的坚持终于换来了成
效：有人，而且活着，他们的心脏就
在脚下220米的深处跳动。这是给所
有救援人员最好的兴奋剂。

电话线很快传递下去。五天了，
地面上的人终于听到了来自井下的
声音。

迫不得已才钻大孔

经过核实和确认，井下共有四
个人。令人振奋的是，他们的身体条
件还不错。除了食物和矿灯，他们还

希望能够投放一些烟酒。
酒自然是不方便的，但烟可以。

除了营养液和矿灯，四盒烟也捆在
绳索上，被投放到井下。投送时使用
通信电缆线，两百多米的长度足有
一百多斤重。八九个救援人员排成
一排，挨个拉着绳索，一点点向井下
传递。物品则被卷成长卷，用透明胶
带逐个粘到电话线上，最多一次能
下放二十斤左右的物品。

然而谁也没想到，从发现这４名
幸存者到将他们救出，还得３０天。

很快，2号救生孔被积水淹没，救
援指挥部重新开通了7号通道。在随后
的30天里，这成为井底人员的生命通
道。装在营养快线饮料瓶里的家常小
炒，各种口味的煎饼、咸菜、鸡蛋等，将
人间烟火的味道和温度传递给地底的
人，给他们活下去的力量。

在这期间，井下坍塌还在接二
连三发生，井下救援陷入极度危险
的境地。救援指挥部不得不命令井
下救援人员全部撤出。原本并非首
选的大口径钻机打孔救援方案，成
为唯一可行的办法。

2016年1月2日，救援人员对救
生孔的开掘位置进行了调整，在矿
工被困位置东侧30米处，分别开掘5
号救生孔和6号救生孔，孔径都超过
了700毫米。

开掘大孔径救生孔的两台钻机
分别产自德国和美国，具有世界一流
的技术。德国的RB-T90型车载钻机，
优点是快，钻70厘米的孔径，每小时
能达到6米，2013年引进后，这是第一
次使用。美国的钻机是雪姆公司的
T685WS型顶驱车载全液压钻机，速
度虽慢，每天只有十米，但优点是精
准且安全，掘进的同时能在井壁形成
保护层，不易发生孔内坍塌。

钻头埋在170米深处

两台全世界最先进的钻机昼夜
不停向下钻探，争分夺秒打通救援
通道。

220米的深井下，4名矿工的生
命安全，压缩在大约50米的巷道里。
头顶之上，一层层排布着石膏层、砂
岩层、灰岩层和表土层。在这些岩层
间，还有着100万立方的老空水，一
旦崩塌，将瞬间淹没巷道。

救援的难度超乎想象。打孔虽
然一切看上去很顺利，但后面是漫
长的等待 。一 天 ，两 天 ，一 周 ，两
周……

专业救援人员有6个小组，每组
10名掘进队员、6名救护队员和2-3

名后勤人员，4个小时一轮换，24小
时昼夜不停作业。饶是如此，进度依
然慢得让人心焦。

德国设备钻探最快，它在1月9日
率先打到170米。这个深度成了难越的
坎儿，孔壁再次坍塌，钻头被埋了。

这一耽误就是11天。经过多次
清理和测试，直到1月20日，问题才
得以解决，继续往下钻探。

为了这4个兄弟，近千人的队伍已
在他们头顶上集结。指挥人员、救援专
家、钻井工人、消防、武警，电力、医
生……所有人都在寒冬中坚守。

作为技术专家，德国宝峨钻机厂
方先后派出4名德国专家参与救援。皮
特和鲁迪在救援第5天就出现在救援
现场。1月23日，气温降至零下十几摄
氏度，鲁迪和其他救援人员一样，穿着
绿色棉大衣、戴着厚实的长耳棉帽和
白棉线手套。尽管周围有很多救援人
员提供帮助，鲁迪大多数时候还是喜
欢亲自动手操作。

在卸钻杆时，钻机平台有一个
部件需要一块20多厘米长的支撑木
方。鲁迪找来标尺，左脚踩住木方，
右手拿着弓锯，熟练地在木方上开
出四面锯口。

1月24日晚8点多，在休息间隙，一
名德国专家走到通讯救生孔边上，看
着消防战士向井下矿工投送物资。他
说，“天很冷，但我们心是热的，救援难
度很大，我们不会放弃希望。”

说着说着，坐着睡着了

最初几天，大家都顾不上吃饭，
争分夺秒参与救援。饿了就啃口自
带的面包，渴了就喝一口冰凉的瓶
装矿泉水。后来吃的是大锅饭，土豆
排骨、菠菜豆皮等，美味算不上，好
歹量大管饱，也热乎。

唯一的热水来自一个简陋的炉
子，它冒着大量的煤烟，呛得人眼睛
都睁不开。很多工作人员晚上要加
餐，便端着方便面来泡面。水时热时
冷，他们得过来好几趟。

负责烧水的工作人员说，除了
饮用，再加上换班人员洗手洗脸，一
天一夜就要消耗掉两百多桶水，而
一桶水就有38斤重。

一辆来自中医院的车，从事发
时就守在这里。医生护士四人一组，
二十四小时坚守。天冷，很多人感冒
了，他们便负责给开药。

在一顶帐篷内，一位轮休的地
质局救援人员在聊天的时候，说着
说着便越说越慢，声音也渐渐含糊，
他竟然抄着手，低下头坐在马扎上

睡着了。
“心里老想着井下的矿工兄弟，睡

觉也不踏实。”旁边的同事说，他们过
来二十多天了，基本没上床睡过，困了
就找个地方靠着眯瞪一会儿。

帐篷外，两台大孔径钻机依然
在轰隆隆地开动着。操作美国钻机
的工作人员，跟着设备一起过来后，
就再也没离开过。他在巨大的噪音
和极度的寒冷中重复着枯燥的工
作，但他说，日夜的坚持只是因为

“井下人的生命，比金子还要宝贵”。

孔打“偏”了两米

随着极寒天气到来，1月22日凌
晨，现场气温降到了零下16度。能勉
强抵挡刺骨寒意的军大衣成了御寒
标配，几乎人手一件。

严寒没有打乱救援的节奏。22日
晚，钻机终于探到了地下211米处。

越到此时越要谨慎。为防止钻
头持续震动导致巷道受损，钻探速
度逐渐减慢。一米，又一米，1月23日
下午3时左右，钻头顺利钻到地下
220米处。

再往下，便是四个矿工所待的
巷道了。四名幸存的矿工从未离生
还如此之近。

救援人员也非常兴奋，在他们的
设想中，只要把钻杆提起，然后向下放
入救生舱，就可以把矿工提起了。

1根、2根、3根……长9 . 5米、直
径0 . 2米的22根钻杆一根根被提取
出井。每提一根钻杆，先要把它整个
提升出井口，固定住下一节钻杆，解
开接套，顶部的提升装置带着这根
钻杆向外翻转45度，才能慢慢平放
到地面，如此反复。

由于钻头距地面有两百多米，即
使轻微的晃动也会对打通的救生孔壁
造成破坏，再加上20多根钻杆很重，光
提取第一根钻杆就用了近30分钟。

等到全部提取完毕，意料中的
升井并未到来。一个数字摆在专家
面前，“2米”，这是通道与巷道之间
岩壁的厚度，也就是说，打偏了。

救援一下又陷入僵局。借助机器
已经不好再挖，或许只能让矿工自己
动手了。更难堪的是，5号救生通道的
钻头取出后，由于地质不稳定，通道内
有泥浆渗出，救援人员不得不在1月24
日重新装上钻头进行清理。

矿工凿穿最后隔层

方案一个个被提出，又一再被
否定。先是打算让矿工用炸药将岩
壁爆破。像火腿肠一样的炸药被绑
在电缆上送到下面，没有投放雷管。
这个方案被矿工否定了，危险太大，
一旦处理不好，会再次引发塌方。

第二个方案是投放工具让矿工
自己挖。1月25日上午10点多，为保
证矿工有充沛的体力，给他们投送
了大批食物，还有各种救援工具，如
镐头、木柄、手套、面具、高强度钢
钉、白炽灯、小刀、救援胶带等。两个

风镐也被投到下面，300多米长的高
压气管连同电源线和通信缆捆绑到
一起，连到井下，准备让矿工打通巷
道至救生孔之间的隔断。

高压气管一下，唯一的生命通
道便被堵死，如果不能成功，接下来
的局面将非常被动。

1月27日，补充了体力的井下矿工
开始用风镐打通隔断，很快，救生孔底
部被凿出一个拳头大小的孔洞，巷道
与地面通过5号救生孔相连。

为了尽快把人救出，救援人员
本想放弃救生舱方案，直接用绳索
把被困矿工从救生孔内拽出。但是，
井内的情况非常复杂，岩壁一直有
落石。在清理救生孔后，救援人员曾
经向救生孔内投放了带摄像头的观
测设备。

这台设备有50厘米长、5厘米
厚，为防止破坏井壁，救援人员在仪
器的外侧用胶带缠住几个空塑料
瓶，减少碰撞。结果，准备提升撤回
时，设备被卡在了救生孔内。救援人
员轮番晃动钻杆，晃了数百下，1月
27日凌晨5点多，设备才被取出。这
种情况下，如果直接将人提上来，势
必非常危险。

这次，还是卡在170米处。170米
以上之前已用钢管固定，170米以下
的情况太复杂无法固定，救援人员
只好向下再加套管，形成保护层。但
是，最上面50米的套管直径在120厘
米左右，往下的部分缩减为65厘米
左右。如果安装170米以下深处的套
管，直径还得再缩减。专家们经过讨
论，最后定下的直径是49厘米。

1月27日下午两点左右，170米
处以下的救生孔加装钢质内径套
管，每根长约10米。安装时，需要先
把一根套管用钻机顶部驱动吊入到
救生孔内，固定在井口后，钻机再吊
上来下一根对接、焊牢。如此反复，
直到所有套管焊好后投入到井底。

1月28日上午，焊好的套管在下放
途中被卡停。通过井内探测仪器，救援
人员发现了阻碍物，只能再次装好钻
头钻杆，清除井内异物。直到29日下
午，井内才算彻底清理完毕。

29日17时，营救4名被困矿工的
最后时刻到了。救护车及医护人员
进场待命、救生罐笼和救生带等设
备调试……

19时，救援人员通过大孔径救
生孔向被困矿工投送了出井时的穿
戴装具。给他们准备的是消防队员
使用的抢险救灾战斗服装，包括头
盔、护膝、衣服、外腰带、鞋子等共4
套。这些装备都用保鲜袋作为防水
防污层裹好，再用透明胶带缠到直
径1厘米左右的线缆上。

根据救生孔内的情况，救援人
员最后决定使用救生带直接把被困
矿工提出井外。早在两天前，救援人
员拍摄了一段使用救生吊带的教
程，存到手机卡里投送给被困矿工，
供他们学习。

２１时２１分，起重机将首名矿工
提出地面。此后，每隔半个小时，就
有一名矿工升井。第四名矿工升井
时已是２２时５０分。36天过去，４名矿
工在井下的坚持与等待，终于换来
新生！

本报记者 魏新丽 高祥 张泰来 实习记者 邱明

工作人员不断修复钻头。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平邑矿难救援全记录

为为了了那那地地底底深深处处的的呼呼唤唤

1月29日，被困井下36天的一名矿工被成功救出。 新华社发

一名工
作人员过于劳
累，坐在那里
睡着了。
本报实习记者
邱明 摄

36天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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