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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陈瑛 田丽怡

矿厂一停
超市营业额降一半

29日下午2点，在章丘明水
街道柳沟村明水二号煤矿矿区
旁，道路上的大货车车辙尽管
还在，但道路两旁绿树幽幽，空
气清新；不似往常煤灰飞扬、煤
渣满地，更没有运煤车来来往
往的喧嚣声。

二号煤矿矿区共三座大门，
皆已上锁。正门门口落叶成堆，
证明此处已鲜有人至。占地上百
亩的矿区内一片寂静，透过铁栅
栏门可看到，矿区内的采煤、办
公设备都已被清运，只剩下了空
洞洞的厂房。

而位于明水街道宋李福村
附近的李福煤矿关停的时间更
早。“（关门）得两年多了。”宋李
福村一家大型超市的店主李先
生称，煤矿早在2014年便已关
停，“据说是为了保护泉水”。

明水二号煤矿因地处偏
远，它的关停对周边原本就欠
发达的经济，并未造成重大影
响。李福煤矿却大不相同，它位
于宋李福村村庄内部，该村围绕
煤矿形成了完整的商业圈，以超
市、饭店、汽修等行业为主。

“矿一停，营业额降了一
半。”李先生称，两年前，靠着煤
矿矿工的光顾，自己月营业额

轻松过万，而现在“使劲促销，
一个月也卖不到五千”。在宋李
福村，像李先生这样的大型超
市还有两家，他们也都因为煤
矿关停而生意冷淡。

宋李福村的饭店，更是首
当其冲。一名饭店老板称，煤矿
关停让饭店生意大不如前，但
庆幸宋李福村还有靠近香草园
的地理优势，自己在勉强维持。

煤矿税收七八亿
曾占财政收入近一半

2015年10月25日，位于官
庄、普集和明水的东风2号、3
号矿井、鑫岳1号矿井等三眼
矿井封井，这一天在章丘是载
入史册的一天。负责这些煤矿
具体关停工作的是章丘市经信
局。据该局局长王其坤介绍，这
三眼矿井的关停标志着章丘这
个产煤大县不再出产一块煤，
章丘也成为全国首个叫停煤炭
产业的县(市)。

根据相关的矿产勘测资
料，章丘境内富含煤矿资源，并
被正式命名为章丘煤田。据了
解，章丘煤田东西长73公里，南
北宽约14 . 5公里，含煤面积
1101 . 7平方公里。章丘的官
庄、埠村、文祖、圣井、双山等镇
街下面都富含煤层。

据章丘市地质矿产局副局
长赵文忠考证，章丘市最早从
明清时期就开始挖煤，“不过当
时由于技术落后，每年整个县

的产量也就只有几百吨。”
随着煤炭资源的逐步开

发，章丘的煤矿也越来越多，并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了
顶峰。王其坤介绍，上个世纪
90年代，章丘煤矿有200多个，
至少600眼矿井。“这些矿井分
布在章丘的官庄、普集、圣井、
文祖、埠村等街道。”

这些煤矿每年上交的税收
有七八个亿，最多时占章丘财政
收入的46%。章丘市的煤炭资源
不仅富了市，也解决了章丘大量
的就业问题，“在煤矿上谋生的
从业人员最高的时候达到了三
万多。”相关负责人介绍，依靠煤
炭发展起来的铸锻行业的从业
人员也高达三万多，“章丘市成
为百强县，煤炭功不可没。”

亏损严重
挖50万吨亏6000多万

大量小煤矿的资源被开采
完后，很多就自动关停了。从
2012年开始，章丘对煤炭企业
进行深化资源整合和资产重
组，对煤矿资源统一整合、经
营。“2013年，在章丘市境内只
剩17家煤矿。”

2014年章丘又关闭了多处
煤矿，淘汰落后产能36万吨。
2015年，不算省管辖的埠村煤
矿，章丘市境内只有7家煤矿仍
在生产。赵文忠说，章丘的东风2
号、东风3号、鑫岳1号等煤矿并
不属于省政府要求关停的年产

30万吨的小煤矿，“这几座煤矿
是章丘市自己关停的。”

一直到2015年9月份，这7座
煤矿共产煤50多万吨，“交纳的
利税2500多万元。”赵文忠介绍。
而章丘市2015年的财政收入已
接近47亿元，煤炭挖掘产业所占
的比例已经微乎其微。

此外，章丘的煤炭也开始
亏损运行，“虽然这7座煤矿才
采了50万吨煤，但是造成的亏
损已经高达6000多万元。”赵文
忠介绍，平均下来每吨煤亏损
了120元。“章丘的煤田为贫瘦
煤，每吨煤的综合成本在300
元左右，“总体来说，煤炭的质
量和山西、河北的有较大差
距。”赵文忠说，去年又是煤炭
产业经营最困难的一年，煤炭
也卖不上价格，“平均来看，每
吨煤连200元都难卖。”

虽然章丘已经不再开采煤
炭，但目前章丘市地下的煤炭
探明储量仍有 8000 万吨，“其
中可以开采的仍达到 3000 万
吨，按照前几年每年 250 万吨
的开采量，章丘的煤炭资源仍
然可以开采十年。”

原厂区将招商引资
鼓励职工创业

关停煤矿首先要解决的是
员工的安置问题，“涉及职工上
万名。”章丘市经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其中东风集团共有6000
多名职工，李福煤矿为1500多

名，埠村煤矿为3400多名。根据
法律，每个职工的货币安置费为
月平均工资乘以工龄，安置费以
及工伤等后续问题的处理就是
一笔不小的开支。

章丘市相关负责人坦言，
“根据国家法律规定，这笔钱应
该由企业来出，但现实是企业
严重亏损、拖欠外债，甚至资不
抵债，根本没有能力掏出上亿
的钱。”尽管如此，章丘市还是
作出决定，为产业转型先“埋
单”。由政府担保贷款2 . 9亿
元，先行解决职工安置费用。

为了让这些职工再就业，
章丘市人社局免费组织了多次
培训活动。在年初就组织了专
场的就业援助推介会暨东风集
团退出煤炭产业专场招聘会，
提高职工的再就业率。

同时，章丘还启动煤炭企业
转型发展工作。下一步，章丘也
将把原有厂区开发与招商引资
结合起来，推动企业做好转型。

据章丘市经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这些厂区的开发还将
通过建设一些新型产业项目，
吸纳煤矿员工转岗再就业。“章
丘还将发挥煤矿职工生产管
理、后勤管理和物业服务等方
面的优势，成立生产性服务公
司，大力发展生产和社会服务
业，促进下岗职工就业。”章丘
市还鼓励职工回乡创业。充分
利用国家鼓励大众创业的各项
优惠政策，支持返乡下岗职工
自主创业，成功实现再就业。

本报记者 王杰 蒋龙龙

章丘煤炭产业关停涉及上
万职工。除了少数职工能够继
续到外地去从事煤炭开采，其
他人都面临着转型的问题。

高承亮今年47岁，原是章
丘埠村煤矿的一名矿工。20年
的矿工生涯中，高承亮一直在
井下最前线。2015 年章丘埠村
煤矿搬迁，高承亮并没有像其
他工友那样，去外省煤矿工作，
而是就近在埠村煤矿旗下一家
热电厂工作。

“从拿铲挖煤到用键盘操

作电脑，很难适应。”通过电脑
数据，查看发电机的运作状况，
是高承亮眼下的工作。高承亮
称，这份工作精度要求很高，一
个数据看错，就可能引发一场
事故。“数据不断变化，要求你
必须时刻细心观察。”

“有时候，半夜起来都得学
习。”高承亮称，为了干好这份
工作，自己每天都得学习。“不
光书本上的知识，还得向同事
学习事故处理经验。”在井下工
作20年，高承亮带了数十个徒
弟，如今自己又重新当起徒弟。

不少中年职工直言转型的

压力“山大”。29日下午，工作39
年的东风煤矿退休职工周先生
表达了自己对煤矿关停的看
法。周先生称：煤矿关停，面临
转型压力最大的是四十岁年龄
段的中年职工。“老年人临近退
休，能领到高额赔偿款，青年也
容易找工作。中年人不好找工
作，转型的压力最大。”

“年轻人有体力有技术，找
工作很容易。”周先生称，家属
院的不少年轻矿工已经集体去
淄博地区的一些矿井打工，“专
门雇车来回，早出晚归，折腾些
但赚得不少”。

而像张女士等中年矿工人
群面临的转型压力则最大。张女
士今年42岁，已在东风煤矿车间
流水线工作26年。凭借26年的工
龄，张女士得到9万多元的补偿

款。张女士坦言，“两口子一下子
都失业了；还得上养老，下养小，
生活压力比较大。”最终，张女士
最终才得到一份在建材市场做
推销员的工作。

职职工工转转型型，，中中年年矿矿工工最最难难
拿了20年矿铲，如今熬夜从头学电脑

政政府府担担贷贷22 .. 99亿亿安安置置转转型型职职工工
章丘的煤还能开采10年，提前关停涉及上万职工

二号煤矿已关门。 本报记者 王杰 蒋龙龙 摄

昔日的产煤大县，不再生产一块煤。其实煤炭产业曾占章丘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且目前章丘地下的煤炭仍可以开采10年。但面对新
常态下的产能过剩及煤炭开采带来的环境生态问题，章丘市决定关停所有煤矿。关停煤矿，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上万名工工人的就业问题。章
丘市贷款2 . 9亿元安置职工，并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再就业。

东风煤矿家属院贴的解约名册。 本报记者 王杰 蒋龙龙 摄

■我的转型故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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