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煤矿事故反思报告 煤矿事故反思小结
(汇总5篇)

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怎样写报告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报告应该怎么制定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
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煤矿事故反思报告篇一

采一队11·29发生的一起伤亡事故，给我带来了很大压力，
深刻分析事故经过，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做到安全警钟长鸣。

作为煤矿工作人员，面对这起事故我的心情非常沉痛，每一
起事故给了我们沉痛的教训和慎重的警示，充分证明我们在
安全工作上还没有做到位。在这些事故中的一个共性是自身
的安全意识差，安全确认不到位，无视安全，忽视了安全第
一的理念。要充分认识到，安全工作是要在工作中和工作效
率一样真抓实干，不能只停留在形式上，但如何把安全工作
落到实处，达到真抓实干的效果，是工作的重点，一方面我
们要通过帮教和学习，另一方面也要依靠科学的管理和监督，
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安全氛围，这样安全因素很难成长。事故
的发生也许是是因为一时疏忽、只是一不留神，然而，就是
这么一次小小的疏忽，给他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伤害。

事故既然已经发生，我们今后应该如何应对，这是摆在我们
面前的一道难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把压力转变为工作的动力。

1、统一思想认识，坚持“安全第一”思想不动摇，在安全与
生产中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强调
安全，突出安全，把安全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2、充分发挥培训机构作用，加大培训力度，对于我队工种岗
位多的情况，进行分工种培训，对新来职工要实行以师带徒，
做好传帮带的`作用，提高职工的操作技能。

3、做好各种隐患的排查工作，防患于未然，严把现场质量关，
排查隐患要细致，决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问题，处理隐
患要果断彻底，决不能让机器设备带病运转。

4、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生产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和操作规
程，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目的是解决自我保护的问题，
在工作中干标准活，规范自己的操作行为，才能使自己的安
全得到保证。

5、加强跟班、带班质量，加大隐患自查自纠力度。每班组织
当班职工开好班前会，安排好生产任务，安全注意事项，班
后认真总结分析当班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差距，加以改进和
完善。

6、坚持开好每班班前会，了解井下现场生产情况，做好现场
交接-班工作，确认工作周围危险源、对设备巡查到位，及时
发现安全隐患并组织当班队干或副队长，把隐患消除在萌芽
状态。做到不安全不生产。

7、经常学习、反思相关事故案例，增强全队职工的事故防范
意识，提高安全隐患防范素质和自我保护意识，注意各类危
险源的识别，早发现，早排除，做到预防为主。

8、针对我队点多面广，存在一人多岗的特殊性，做到责任明
确，落实到人的原则，真正做到责任落实到位，各负其责、
各司其职。

9、真正把这次事故教训触及每个干部职工的思想深处，把安
全文化理念真正树立起来，使职工从行为动态上做到规范达
标，不违章操作，才能使职工的安全生产得到保证。



以上就是纯正的煤矿工作人员矿难事故总结反思的真实记录，
虽然我一字未动，但其总结、反思的震撼效果和重要意义已
经力透纸背、不言而喻。

一言以蔽之，善于总结是破解矿难事故的基础，善于总结是
学习提高的重要途径，善于总结更是降低矿难事故频率以不
变应万变的总抓手；及时总结矿难事故中的经验教训和得失
成败，是从矿难事故中萃取“求生之道”的有效途径；成功
的矿难自救或营救不是不走弯路与错路，而是少走弯路与错
路，特别是在走弯路与错路后懂得及时回头，纠正错误，趋
利避害，以利再战。事实证明，一个具备总结、学习和反思
能力、善于吸取经验教训的煤矿企业才是一个成熟安全的企
业；一个善于总结、学习和反思矿难事故、寻得正确的自救、
互救方法的矿工也才是一个合格的本质安全型矿工。

难道不是吗？！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煤矿事故反思小结。

煤矿事故反思报告篇二

核电是最安全、清洁、经济的发电方式,通过对典型事故和身
边事故案例进行剖析,分析原因、总结教训、探索规律,组织
反思大讨论、隐患排查等活动,增强企业自我防范意识和自主
保安能力。 由分局领导带队分成3个小组,会同市级煤监部门
赴各县区,召开煤矿安全事故分析会,总共召开了11次煤矿事
故分析会议。

煤矿发生事故 一律停产整顿 发生较大事故,停产90天以上 ,
浙江各地均有不同程度囤盐案例。核危机解除后,“退盐潮”
涌现。 再如国家安监总局日前公布的系列煤矿瞒报事故,去



年9月以来,云南省连续发生8起煤矿事故瞒报;山西贾家堡煤
矿36人死亡瓦斯爆炸事故,矿主将17名矿工尸体转移到内蒙古
火化;今年4月,黑龙江桂发煤矿瓦斯爆炸,多人死亡。

为四川煤矿发生事故一律停产整顿叫好!,“以美国三里岛事
故为例,基本没有死亡案例,只有一些伤病报告。听说校园安
全事故案例。而国际上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调查数据差别很
大——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布的死亡人数是58人,也有环保组织
声称有9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在中国已经严格控制煤矿安全
的前提下,我国煤矿事故年均死亡人数依然达到了3000多
人。“此外,每年的矽肺病还有上千。

安全工程师: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5.25),“以美国三里岛
事故为例,基本没有死亡案例,只有一些伤病报告。而国际上
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调查数据差别很大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布
的死亡人数是58人,也有环保组织声称有9万人,甚至几十万人。
在中国已经严格控制煤矿安全的前提下,我国煤矿事故年均死
亡人数依然达到了3000多人。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煤矿事故案例反思。

煤矿事故反思报告篇三

“十一五”期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全国煤
矿安全监察监管、行业管理部门和煤矿企业，坚持“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科
学理念，实现了煤矿安全状况持续稳定好转。煤矿事故总量
连年下降，由2014年的2945起减少到2014年1403起，下
降52.4%，死亡人数由4746人减少到2433人，下降48.7%；煤
炭百万吨死亡率由2.04下降到0.749，下降了63.3%。在加强
瓦斯治理、整顿关闭工作的同时，不断加强煤矿防治水工作，



水害防治取得了新成效。

。国家安监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在2014年出台了《关于加
强煤矿水害防治工作的指导意见》，2014年出台了《关于预
防暴雨洪水引发煤矿事故灾难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
加强煤矿水害防治工作的意见》，2014年以国务院安委会办
公室名义下发了《关于防范煤矿水害事故的紧急通
知》。2014年正式颁布实施《煤矿防治水规定》（安监总局
第28号局长令），2011年颁布实施新修改的《煤矿安全规程》
（防治水部分）。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组织编写了《全国煤
矿典型水害案例与防治技术》、《华北地区奥灰水综合防治
技术》、《煤矿防治水工作指南》、《煤矿防治水规定释义》
和《煤矿安全规程释义防治水部分》等，为监管监察和煤矿
企业做好煤矿防治水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国家煤矿安监局
组织了3期《煤矿防治水规定》宣贯学习班。

据统计，2014年到2014年共发生4起特别重大水害事故，死
亡162人，共有166人受到处分，其中刑事处分65人，党政纪
处分101人，涉及处级干部44人，厅局级干部23人，对四个事
故矿井共处罚1.49亿元。通过严格的事故查处，促进了防治
水工作。

经过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水害事故大幅度下降，2014年
与2014年相比，全国煤矿水害事故起数由104起下降到38起，
下降了63.5%，死亡人数由593人下降到224人，下降了62.2%。

经过各有关方面的努力，水害事故持续下降，但重特大水害
事故仍时有发生，老空水害仍是防治水工作的重点。

十一五”期间（2014年-2014年，下同）全国共发生水害事
故306起、死亡1325人，分别占同期煤矿事故3%和7.9%；事故
起数从2014年的104起下降到2014年的38起，死亡人数由593



人下降到224人，分别下降63.5%和62.2%；较大事故（3-9人）
由2014年33起下降到2014年13起，死亡人数由158人下降到60
人，分别下降60.6%和62.0%。见表1。

。“十一五”期间发生10人以上重特大水害事故26起，死
亡506人，占同期全国煤矿重特大事故17.4%和16.5%。平均每
年发生5起左右，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见表1。

。“十一五”期间，国有重点煤矿发生28起事故、死亡182人，
占总数的9.1%和13.7%；国有地方煤矿发生40起、死亡180人，
占总数的13.1%和13.6%；乡镇煤矿发生238起、死亡963人，
占总数的77.8%和72.7%，乡镇煤矿仍是水害事故的多发区。
见表2。

。据统计，“十一五”期间，全国发生3人以上水害事故140
起、死亡1083人，主要有老空水、地表水、岩溶水、冲积层
水和其他水害，其中老空水害发生129起、死亡971人，占较
大以上水害事故92.1%和89.7%，地表水害发生7起、死亡55人，
占较大以上水害事故5%和5.1%。见表3。

。“十一五”期间，全国发生了4起特别重大透水事故，死
亡162人，其中国有煤矿发生3起，特别是中央企业发生了两
起特别重大透水事故，损失严重，社会影响巨大。2014年7
月2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右江矿务局那读煤矿（国有地方）
发生老空透水，造成36人死亡；2014年3月1日，神华集团乌
海能源有限公司骆驼山煤矿（中央企业）发生陷落柱底板奥
陶系灰岩突水事故，造成32人死亡；2014年3月28日，山西华
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煤矿（中央企业）发生老空透水事故，造
成153人被困，经全力抢救，115人获救，38人死亡。

十一五期间，共有10个地区发生重特大透水事故，其中，山
西发生5起、死亡142人，黑龙江发生5起、死亡75人，贵州发
生5起、死亡68人，河南发生4起、死亡64人，四省发生的重
特大透水事故占全国73.1%和69%。见表4。



2014年12月16日，河北省金能集团井陉矿务局临城煤
矿；2014年1月8日，河北省峰峰集团公司九龙煤矿；2014年7
月25日，河南省焦煤集团宝雨山公司何庄煤矿；2014年10
月15日，山西省大远煤业等矿井都发生过底板突水，造成矿
井被淹。

2014年3月25日，中煤平朔煤炭公司三号井工矿发生老空透水
事故，矿井局部被淹；2014年4月18日，国投新集能源股份公
司板集矿井筒发生透水涌砂事故，矿井被淹，当班入井622人，
621人安全升井，1人死亡；2014年2月6日，江苏省徐州矿务
集团旗山矿因邻近关闭破产矿井的老空水溃入矿井，部分巷
道被淹，灾害还波及旗山矿周边六个矿井。

2014年，山西孝义庆平煤矿有限公司（原招携煤
矿）“7·26”透水事故（被困9人）、江西省丰城矿务局上
塘镇榨一煤矿“8·16”透水事故（被困14人）和2014年四川
内江市威远县八田煤矿“11·21”透水事故(被困29人)经奋
力抢救，被困人员全部成功获救。2014年，河南平顶山郏县
高门垌煤矿“11·17”透水事故涉险35人，在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和地方党委、政府正确领导下，科
学决策，成功救出33人。

。2014年7月2日，河南省平煤集团新峰一矿发生水库溃堤倒
灌井下的事故，造成部分大巷被淹；2014年7月14日至16日，
湖南省受第4号强热带风暴的影响，衡阳、郴州等地发生特大
洪涝灾害，致使113对矿井被淹和138对矿井开采水平被淹，
造成地面6人死亡、井下8人失踪。2014年7月22日，山西吕梁
市兴县魏家滩镇马圐圙煤矿，因山洪暴发，造成河槽下采空
区发生塌陷，沉陷面积约800平方米，洪水经采空区进入矿井，
导致11人死亡。2014年7月29日，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支建煤
矿由于洪水倒灌井下，造成69人被困，经全力抢救，全部获
救。2014年8月17日，山东华源矿业有限公司因突降暴雨，山
洪暴发，河水猛涨，河堤决口，溃水淹井引发事故灾难，致
使172人死亡；与其相邻的新泰市名公煤矿也因洪水淹井，造



成9名矿工遇难。

通过对“十一五”时期水害事故进行分析，反映出一些煤矿
企业防治水工作不重视、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管理不
严格、安全投入不足，部门监管、监察和管理方面有漏洞，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主要表现在防治水机构、防治水技术人员和探放水设备及队
伍不到位；制度不健全、责任不明确；安全投入不足；应急
预案不落实等。在小煤矿普遍存在防治水工作无人管、不会
管的状态。

矿井防治水必备的地质报告、图纸、台帐等基础资料不健全；
矿井及周边水文地质资料不清，制定的防治水措施针对性不
强；水害预测预报和水患排查治理制度不落实，水害隐患心
中无数。防治水工作处于盲目状态之中。

一些矿井超层越界、非法违法违规开采，破坏防隔水煤（岩）
柱，井下防水密闭设施不符合有关规定要求；在地质构造薄
弱地带（如断层、裂隙、陷落柱等）开拓掘进或回采前没有
进行注浆加固等措施；探放水措施不落实，用煤电钻代替探
水钻机，达不到探水距离；对开采煤层底板高承压水的情况
下没有进行疏水降压；矿井排水系统不健全、不配套；雨季
防洪截流措施不到位，灾害性天气预警预防机制不健全，对
影响矿井安全的废弃老窑、地面塌陷坑、堤防工程等巡视检
查不够；一些矿井虽然制定了防治水措施，但根本不落实，
只是为了应付检查。

。一些矿井根本没有水害应急预案，发生透水后，束手无策；
一些矿井虽有水害应急预案，但从未进行应急演练；一些矿
井水害应急预案内容不全，没有应急设备，不具操作性。

据统计，90%以上的透水事故都有透水征兆，但由于职工素质
不适应，在透水征兆十分明显的情况下，仍违规组织生产或



进行探放水，导致探水作业人员伤亡或整个矿井被淹；一些
矿井执行防治水措施不到位，虽然进行了探放水，但未将水
害彻底根治；在暴雨洪水期间不执行有关部门停产撤人制度，
未及时撤出井下所有受水威胁的作业人员，导致人员被困伤
亡。

一些地区对防治水工作不重视，监管监察和行业管理存在薄
弱环节。发生事故后，没有认真吸取教训，导致同一地区的
透水事故接二连三发生。事故教训极为深刻。

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要
求，认真贯彻落实《煤矿防治水规定》和新修改的《煤矿安
全规程》（防治水部分），坚持“预测预报、有疑必探、先
探后掘、先治后采”的水害防治原则，落实“防、堵、疏、
排、截”五项综合治理措施。进一步强化企业水害防治主体
责任，加强防治水基础工作，加大隐患排查和治理力度，健
全水害应急预案，有效遏制重特大水害事故。

煤矿企业、矿井的主要负责人要承担本单位防治水工作的第
一责任，在人力、物力和资金等方面要给予大力支持。总工
程师（技术负责人）具体负责防治水的技术管理工作，组织
对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制定防治水各项规章制度，组织
编写防治水规划、专门防治水设计、措施等。定期组织开展
水患排查活动，研究制定治理措施。煤矿企业（矿井）分管
领导要按照职责分工，作好相应的防治水工作。

煤矿企业、矿井应当按照本单位的水害情况，配备满足工作
需要的防治水专业技术人员，配齐专用探放水设备，建立专
门的探放水作业队伍。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极复杂的煤矿企
业、矿井，还应当设立专门的防治水机构。专业技术人员要
受过正规院校地质、水文地质专业教育的技术人员。



煤矿企业、矿井要建立健全防治水岗位责任制和有关防治水
技术制度。特别要建立水害防治岗位责任制、水害防治技术
管理制度、水害预测预报制度、水害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和水
害应急救援援制度。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或极复杂的矿井还要
建立探放水制度、重大水患停产撤人制度等。制定的各项制
度都要组织宣传学习。

煤矿企业、矿井有责任和义务对煤矿职工进行防治水知识的
教育和培训，使职工了解做好防治水工作的基本知识，掌握
井下透水征兆的有关知识，组织井下职工开展水害应急救援
演练，提高职工防治水工作的技能和抵御水灾的能力。特别
是要让职工牢记：当发现井下有突水征兆时，必须停止作业，
立即撤到安全地点，并及时报告调度室，采取切实有效安全
措施，组织专家分析查找透水原因。

水文地质基础工作是做好防治水工作的前提，为此，要全力
做好以下几项基础工作。

编制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报告。煤矿企业应当根据井田内
受采掘破坏或者影响的含水层及水体、矿井及周边老空水分
布状况，矿井涌水量或者突水量分布规律，井工开采受水害
影响程度以及防治水工作难易程度，编制矿井水文地质类型
划分报告，确定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并依此类型制定防治水
措施。

建立健全防治水基础地质资料。煤矿企业应当组织编制井田
地质报告、建井设计和建井地质报告，并有相应的防治水内
容。编制矿井充水性图、矿井涌水量与各种相关因素动态曲
线图、矿井综合水文地质图、矿井综合水文地质柱状图、矿
井水文地质剖面图等有关图件，图件内容要真实可靠并实现
数字化。建立矿井涌水量观测成果、气象资料等有关基础台
账，为防治水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要加强对古井老窑和周边矿井的调查研究。调查古井老窑的



位置及开采、充水、排水的资料及老窑停采原因等情况。调
查周边矿井的位置、范围、开采层位、充水情况、地质构造、
采煤方法、采出煤量、隔离煤柱以及与相邻矿井的空间关系，
以往发生水害的观测研究资料，并收集系统完整的采掘工程
平面图及有关资料，为防治老空水害提供详实的资料。

废弃关闭矿井要编写闭坑报告。大量关闭的废弃矿井是煤矿
安全生产的重大隐患，特别是废弃积水矿井，已构成对煤矿
安全生产的严重威胁，发生了多起重特大水害事故。防治水
规定要求所有矿井在关闭前必须编写闭坑报告，对闭坑前的
矿井采掘空间分布情况，可能存在的充水水源、通道、积水
量和水位等情况进行分析评价；以及闭坑对邻近生产矿井安
全的影响和采取的防治水措施。

开展水文地质调查与勘探。当矿区（矿井）现有水文地质资
料不能满足生产建设的需要时，应当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专
项水文地质补充调查与勘探。矿区（矿井）未进行过水文地
质调查或者水文地质工作程度较低的，应当进行补充水文地
质调查与勘探。勘探方法可采用物探、钻探、化探等多种方
法相互结合。物探成果必须经钻探方法验证后，方可作为矿
井设计、施工的依据。

加强基建矿井防治水工作。新建井筒开凿到底后，必须优先
施工永久排水系统，在进入采区施工前应当建好永久排水系
统。基本建设矿井的施工队伍也要配备防治水专业技术人员，
配置专用探放水钻机，加强井下探放水工作。当矿井水文地
质条件比地质报告复杂的，必须针对揭露的水文地质情况，
开展水文地质补充勘探，查明水害隐患，采取可靠的安全防
范措施。

相邻矿井的分界处，应当留设防隔水煤（岩）柱。矿井以断
层分界的，应当在断层两侧留有防隔水煤（岩）柱。矿井防
隔水煤（岩）柱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动。严禁在各类防隔
水煤（岩）柱中进行采掘活动，严禁超层越界或超深开采。



矿井应当配备与矿井涌水量相匹配的水泵、排水管路、配电
设备和水仓等，确保矿井能够正常排水。不得将矿井水在井
下向老空区排放。每年全矿井要进行一次联合排水试验，检
修设备，清挖水仓，确保雨季有充足的排水能力。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极复杂的矿井，应当在井底车场周围设
置防水闸门，或者在正常排水系统基础上安装配备排水能力
不小于最大涌水量的潜水电泵排水系统。

井下需要构筑水闸墙的，要按照设计进行施工，并按照规定
进行竣工验收后，方可投入使用。报废巷道封闭时，在报废
的暗井和倾斜巷道下口的密闭水闸墙应当留泄水孔，每月定
期进行观测，雨季加密观测。

煤层（组）顶板导水裂缝带范围内分布有富水性强的含水层，
应当进行疏干开采。当开采煤层底板高承压含水层时（如华
北地区奥灰水），应当进行疏水降压、注浆加固等措施，以
防突水淹井。

有突水历史或带压开采的矿井，应当分水平或分采区实行隔
离开采。在分区之前，应当留设防隔水煤（岩）柱并建立防
水闸门，以便在发生突水时，能够控制水势、减少灾情、保
障矿井安全。

开展水害预测预报。对于采掘工作面受水害影响的矿井，应
当坚持“预测预报、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原
则，进行充水条件分析，落实“防、堵、疏、排、截”综合
治理措施。每年初，要根据采掘接续计划，结合矿井水文地
质资料，全面分析水害隐患，提出水害分析预测表及水害预
测图。在采掘过程中，对预测图、表逐月进行检查，不断补
充和修正防范措施，消除水患。

矿井掘进、回采前要查明水害并进行治理。采用钻探方法为
主，配合物探、化探等方法，查清掘进巷道或回采工作面内



断层、陷落柱和含水层（体）富水性等情况，提出水文地质
情况分析报告和水害防范措施。发现断层、裂隙和陷落柱等
构造充水的，应当采取注浆加固或者留设防隔水煤（岩）柱
等安全措施。否则，不得掘进、回采。基建矿井掘进巷道、
首采工作面回采前，必须先物探后钻探验证再进行掘进、回
采。

确定探水警戒线。矿井接近水淹或者可能积水的`井巷、老空、
含水层、导水断层、暗河、溶洞和导水陷落柱时要进行探放
水。探水前，应当确定探水线并绘制在采掘工程平面图上。

编制探放水设计。采掘工作面探水前，应当编制探放水设计，
并采取防止瓦斯和其他有害气体危害等安全措施。探放水钻
孔的布置和超前距离，应当根据水头高低、煤（岩）层厚度
和硬度等确定。一般情况下，其超前距不得小于30米。

做好探放水过程中的安全措施。在探水钻孔钻进时，发现煤
岩松软、片帮、来压或者钻眼中水压、水量突然增大和顶钻
等透水征兆时，应当立即停止钻进，监测水情。如发现情况
危急，应当立即组织所有受水害威胁区域的人员撤到安全地
点，然后采取安全措施进行处理。

在地面无法查明矿井全部水文地质条件和充水因素时，应当
采用井下钻探方法，按照有掘必探的原则开展探放水工作，
并确保探放水的效果。

严禁在水体下、采空区水淹区域下开采急倾斜煤层。

在水体下采煤，其防隔水煤（岩）柱的留设，应当根据矿井
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条件、开采方法、开采高度和顶板控制
方法等，按照《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
压煤开采规程》中有关水体下开采的规定，由具有乙级及以
上资质的煤炭设计单位编制可行性方案和开采设计，报省级
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后实施。采煤过程中，应当严格



按照批准的设计要求，控制开采范围、开采高度和防隔水煤
（岩）柱尺寸。

临近水体下的采掘工作时，要采用有效控制采高和开采范围
的采煤方法，防止急倾斜煤层抽冒。在工作面范围内存在高
角度断层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断层导水或者沿断层带抽
冒破坏。

在水体下开采缓倾斜及倾斜煤层时，宜采用倾斜分层长壁开
采方法，并尽量减少第一、第二分层的采厚；上下分层同一
位置的采煤间歇时间不小于4-6个月，岩性坚硬顶板间歇时间
应适当延长。

煤矿要主动与气象、水利、防汛等部门联系，建立灾害性天
气预警和预防机制。掌握可能危及煤矿安全生产的暴雨洪水
灾害信息，密切关注灾害性天气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掌握
汛情水情，主动采取措施。并与周边相邻矿井沟通信息，当
矿井出现异常情况时，立即向周边相邻矿井进行预警。

煤矿要安排专人负责对本井田范围内及可能波及的周边废弃
老窑、地面塌陷坑、采动裂隙及可能影响矿井安全生产的水
库、湖泊、河流、涵闸、堤防工程等重点部位进行巡视检查，
特别是接到暴雨灾害预警信息和警报后，要实施24h不间断巡
查。

煤矿要建立暴雨洪水可能引发淹井等事故灾害紧急情况下及
时撤出井下人员的制度，明确启动标准、撤人的指挥部门和
人员及撤人程序等;发现暴雨洪水灾害严重、可能引发淹井时，
必须立即撤人，只有在确认隐患已彻底消除后方可恢复生产。

所有煤矿在雨季前要开展一次隐患排查治理行动。隐患排查
治理的重点是：位于地表河流、湖泊、水库、山洪部位等附
近矿井的防洪设施和防范措施是否到位；与矿井连通的采煤
塌陷坑是否填平压实；井口标高低于当地历年最高洪水位的



矿井是否采取防范措施；违法违规开采防水保护煤柱的矿井
是否采取了加固和阻隔工程措施；井田范围内及周边已关闭
的废弃煤矿是否充满填实；矿井防排水系统是否完善等。对
排查出的隐患，要落实责任，限定在汛期前完成；不能完成
的，要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煤矿企业应当根据矿井主要水害类型和可能发生的水害事故，
制定水害应急救援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应急预案内容应当
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处置方案应当包括发生水
害事故时人员安全撤离的具体措施；每年都应当对应急预案
进行修订完善，并组织1次救灾演练。

发现矿井有透水征兆时，应当立即停止受水害威胁区域内的
采掘作业，撤出作业人员到安全地点，采取有效安全措施，
分析查找透水原因。

煤矿企业应当装备必要的矿井防治水抢险救灾设备。主要设
备要包括适合矿井救灾的排水泵、排水管路、配套的电缆以
及定向钻机等。大中型企业要储备足够的抢险排水设备和材
料。

水害事故发生后，矿井应当依照有关规定报告政府有关部门，
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力争在救援黄金时间内，
救出井下被困人员。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煤矿事故反思报告。

煤矿事故反思报告篇四

安全――这沉重的话题，带给我们的思考确实太沉重了！据
有关资料证明，在我国的各种安全事故中，煤炭生产伤亡人



数占的比重远远大于其它行业。我生在煤矿，长在矿山，那
高耸的井架，猎猎的红旗，如同煤矿工人刚直的性格和坚韧
的信念，给了我无限的憧憬和向往，赋予了我热爱矿山的精
神；那暴怒的黑泉、断裂的岩壁狞笑着用肮脏的黑手扼杀父
老兄弟魂魄，制造的呻吟和痛苦，也使我尝尽了人生太多艰
涩的悲伤。矿山，这生命的故园—让我热恋，使我悲寒。难
道我们为之奋斗的这方圣土的兴衰，必然伴有兄弟肢体的残
破、亲人无辜的丧失吗？我不愿意。我想，在座的每一位也
不会愿意。让我们认真地思考吧！

愿望与现实是一对孪生亲姊妹，同样美好但相差万里。愿望
可以不付出就得到，那是海市蜃楼般的虚无的美。现实的美
却需要某种努力才能收获，这就需要有拼搏和奉献精神，正
所谓“天上不会掉馅饼”。翻开中国煤矿前进的辙印，却总
有人在做“天上不会掉馅饼”的梦，并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一页页翻去，满篇都是带血的文字，隐隐透出妻儿寡母嘤嘤
的抽泣。那排列的竖起的鲜红的文字，向一座座人生浮雕，
展现的悲壮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不逊于“三大战
役”的苍痍，我们看到，那隐于黄泉路中的.魂魄，用怎样的
哀怨诉说满心的不甘，给我们警示。那是谁用“三违”作颜
料，构涂的人间悲剧，我们也许无从考证，但那让人久久不
能忘怀的凄惨景象却总也抛之不去，教人心寒。

关心中国煤炭建设的人，常读《中国煤炭报》的同志，应该
记得这样一个现实：每年开采百万吨煤炭，中国平均死亡人
数约10人，俄罗斯约0.66人，美国约0.038人。可见，我国煤
炭生产的安全形势是多么严峻。我们应该经常地，很好的反
思自己，牢记前车之鉴，莫待“亡羊”后才想到“补牢”。
近年来，集团公司把维护职工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出台了
强制性的“现场工人六项权力”及一系列规章制度，矿党政
和各级组织也以坚决贯彻党的安全第一生产方针为己任，采
取了切实的办法落实“安全第一方针”及“现场工人六项权
力”，并使之成为条文化的管理体制。不可否认，“六项权
力”在一定程度上对维护安全生产良好局面产生了积极作用，



但好精念歪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并造成严重的后果，翻开公
司矿井事故的档案，当不难发现其中的根由。来自集团公司
的统计表明，今年三季度，公司发生5起伤亡事故，死亡5人。
5起事故，都是忽视安全生产造成的，北宿矿“7.27”盲巷窒
息事故和“8.8”带电检修触电事故，均因专业人员在自己的
专业内发生；兴隆庄矿的“9.1”单体柱伤人事故和我矿
的“9.14”运输事故如出一辙。我并不想用这些压抑的数字
再伤自己的感情，也无意使在座的同行们情感沮丧，我只想
用这些带血的事实告戒今天的煤炭人和我自己，生命只有一
次，不能自欺欺人的地在铺满火药的鲜花草坪上过那侥幸的
生活。如要避免“亡羊”之痛，应该怎么办？我想大家一定
会告诉我，“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切不可大意麻痹，
掉以轻心”。是的，意识很重要，这是一切安全工作的基础，
要不断加大对安全生产方针的宣传教育力度，强化安全第一
的思想意识。仅仅局限这种意识还不够，还要有科学规范的
运作体系。因此，要在健全完善各项安全责任制度的基础上，
注重发挥安监机构和群监网员、民兵哨兵、青年监督岗等群
众组织的积极作用，强化安全管理和监督，形成纵横交织的
群众安全网络，消灭安全死角。

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职工群众，在安全问题上，都应该负有
相同的责任，共同承担应有的义务。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
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努力实践科学化的安全之路，减少事故，
减少伤亡。善待生命，对你、对我，都是对党和国家及亲人
的负责。愿矿山的生命之花常艳不逊。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煤矿检修事故反思。

煤矿事故反思报告篇五

山西王家岭“3·28”煤矿透水事故发生已过去将近一个星期。



中国发生这样的安全事故已经屡见不鲜了。可是这一次事故
之大，被困井下人数之多着实让人震惊。王家岭救援指挥部
称估计七八十人有生还可能。这只是可能，也就是说在已经
公布的153名矿难人员中有超过半数将和我们阴阳两隔。明天
就是清明节了，他们家属和子女的心情可想而知。我们不得
不追问这次特大煤矿透水事故的.起因。据调查，初步认为事
故起因是因为赶工期。有工人说，这次透水事故的发生，与
施工单位中煤建的管理漏洞有很大关系。有人已经意识到可
能发生透水事故。可是为了赶工期，他们并没有引起足够的
重视，最终酿成了悲剧。

这起事故透露出我国煤炭管理体制机制还很不健全。一些山
西煤老板没有认真负起责任来，往往都是“事后诸葛亮”，
那是已为时晚矣。

这次公布的153名井下被困人员是否不包括被瞒报的还不得而
知。为了减小社会恐慌，瞒报成了一个有效的手段。可是遇
难者的家属们能被政府欺骗吗？希望逝者已去，政府能给生
者多一些关怀和帮助。不要只为了“国家”的和-谐而忽视
了“小家”的和-谐。社会的进步、发展与和-谐，是多少人
用生命换来的啊！永远不要忘了他们！共和国坚实的脊梁！
愿生者坚强，逝者安详！清明节前一天，送上我真挚的祈福，
愿你们一路走好！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煤矿透水事故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