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石海芹 通讯员 刘开龙他爱学习， 各类证书堆成小
山； 他爱钻研， 创新成果纷至沓
来。 当问及他， “都有那么多成
果和荣誉了， 怎么还这么拼命？”
他斩钉截铁地说： “干就干到最
好！” 他就是首钢矿业公司杏山
铁矿采矿作业区副区长严振湘。

今年34岁的严振湘 ，2008年
大学毕业后，4000多个日日夜夜，
一直与狭长、 幽深的地采巷道为
伍。期间，他主导的多个项目斩获
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
二等奖、 中国最佳管理创新实践
奖、 中国爆破行业协会科学技术
进步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他也获
得了首钢优秀青年人才、 首钢劳
动模范、 首都市民学习之星等多
个荣誉称号。

坚持不懈的“学习达人”

严振湘有一个习惯， 爱给自
己定目标。参加工作以来，每年年
初，他都会定一个年计划：要学什
么知识，要考什么证书，工作要达
到什么目标……“人有目标了，就
不会害怕眼前的困难。 ” 严振湘
说。年底时，他会对照计划总结一
年来的得失。多年来，严振湘考取
的各种证书摞起来有半米多高。

围绕采矿技术， 严振湘也给
自己设定了 “学习取证目标 ”。
2011年取得矿山助理工程师职
称 ， 2012年考取注册安全工程
师， 2018年取得爆破工程技术人
员初级证书， 2019年取得北京科
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 并通过
矿山高级工程师评审。

不断积累的知识成为他解决
问题的基础。 切割井是矿岩交接
处一个约直径3米、 高15米的竖
井， 为首次爆破提供岩石破碎后
体积增大的补偿空间， 也是保证
矿石顺利回采的关键一环。

以前， 切割井由外部施工单
位人工完成。 由于杏山铁矿不同
水平的矿岩结构不同， 若爆破后
碰到破碎点位、上面掉石头，施工
单位就停止施工， 人工钻井效率
低，15天才完成一个。为降低外部
委托成本、提高掘进效率，2014年
开始， 他就带领团队尝试利用中

深孔施工一次形成切割井技术。
万事开头难。 严振湘和团队

研究的方法经多次试验， 爆破后
切割井高度仅有6米，远远达不到
15米要求， 且周边的巷道破坏很
严重。看到这个结果，他反思问题
到底出在哪？他网上查资料、外出
考察、 请教施工单位老师傅……
一次次重整各项穿孔及爆破参
数，却一次次以失败而告终。甚至
连团队里有些成员也逐渐没有了
信心，可他却不信这个邪，还是一
如既往每次爆破盯现场、验结果。

有一次重新调整布孔间距
后， 严振湘本想乘下井车去查看
现场穿孔、 爆破情况， 可没赶上
车。 眼看就该吃中午饭了， 可他
心里放不下， 为了能在现场亲自
指导岗位穿孔、 爆破， 他决定走
着去-236米作业现场， 一个人在
空旷的巷道里走了1个多小时 。
到了穿孔作业现场， 他盯着岗位
每一个操作， 一次次确认数据。
穿孔完成后， 顾不上吃饭， 他又
组织填充炸药、 爆破、 记录现场
爆破情况……

经过4年多锲而不舍的努力，
几十次的失败尝试， 无数个日夜
的辛苦付出， 2018年底， 严振湘
和团队终于取得了试验成功。 现
在， 完成一个切割井只需2天时
间 ， 大大提高了切割井施工效
率。 2019年， 杏山铁矿15条切割
井全部由中深孔爆破形成， 获得

直接经济效益100余万元。

潜心钻研的“创新达人”

严振湘一直保持着好钻研的
劲头儿，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
创新，在创新中优化。

记者问严振湘： “你是作业
区负责人， 有啥事安排下去不就
行了， 有必要天天往井下跑吗？”

“我是管技术的， 一些问题
只有到现场才知道怎么解决 。”
严振湘不假思索地说道。

以前， 杏山铁矿中深孔爆破
一直采用一中心孔设计爆破， 由
于放矿口较窄 ， 影响矿石回收
率。 2019年， 严振湘带领团队确
定了 “地采中深孔双中心设计参
数优化” 新课题。 课题是定了 ，
但具体能不能实现， 还要实践来
检验。 为制定出满足生产需求的
双中心孔爆破参数， 他经常待在
井下不上来 ， 对中深孔爆破过
程 、 回采出矿过程进行跟踪写
实， 有时为了总结出一个参数是
否符合现场情况， 他在现场盯着
铲运机出矿， 指导岗位出矿， 统
计大块数目和尺寸等， 一下井就
是一整天， 出来的时候， 除了眼
睛、 嘴巴能看见肤色， 其他地方
都是厚厚的灰尘。

他对试验进路一调研就是半
年多， 整理了上万条数据， 一个
个查找问题、 分析原因， 重调布

孔参数。 笔记本上记录的数据越
来越多， 双中心孔爆破的掌握也
越来越全面。 但还是存在放矿口
扩大后出现丢排问题， 他经常向
曾经一起合作过项目的国内知名
采矿专业教授任凤玉老师请教问
题， 电话一打就是两小时。 教授
经常被他 “骚扰”， 同时也被他
好学的劲头儿感染， 总是给他提
出好的建议。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根据教
授的建议， 带领团队又经过多次
调整排距、 爆破试验， 双中心孔
设计爆破试验终于成功了， 爆破
质量、 矿石回收率实现双提升。
2019年， 杏山铁矿完成双中心中
深孔50万吨爆破量， 比较上一水
平面对应点位多回收矿石 6972
吨， 取得经济效益50多万元。

付出的是辛苦， 回报的是甘
甜。 近年来， 严振湘先后参与取
得 《全自动地下矿上向孔乳化炸
药现场混装技术及装备》 《回采
爆破工艺参数的研究与应用 》
《杏山地采最佳截止品位的研究
与实践 》 等21项国家级 、 行业
级、 集团和公司级成果， 以年均
四个成果的速度 ， 成为公认的
“创新达人”。

精益求精的“管理达人”

“不丢一吨矿”， 这是严振
湘2019年为保证供矿同时降低地
质矿量消耗给作业区设定的目
标。 为保证资源有序接替， 严振
湘暗下决心， 一定要把地质矿量
消耗控制住， 提出了 “抓好中深
孔设计这一前提、 提高爆破质量
这一基础、 精细计划管理这一根
本、 强化供配矿管理这一支撑、
提高每次爆破出矿量占比这一核
心” 的 “五个一” 管理模式。

说时容易做时难， 作为作业
区技术负责人， 大家都知道严振
湘的精细劲儿。 一次， 严振湘接
到作业区技术员从井下打来的电
话， 218米7进路货源质量不好、
大块多， 影响出矿效率， 建议组
织下一次爆破。 他立马查看技术

平台数据， 发现出矿量还达不到
爆破量的60%， 如果组织下次爆
破的话， 里面剩余的近2000吨矿
石将会被完全覆盖， 再想回收只
能等下一水平面处理， 具体能收
回多少也没底。

“这么干可不行。” 他回绝
了技术员的建议 。 随后赶忙下
井， 一直盯在电铲旁边观察， 每
出4-5铲矿， 他就检查一次， 终
于让他找到了这一炮大块多的原
因。 他要求岗位从左侧炮孔较好
的部位重点出矿， 保证出矿效率
的同时 ， 缓解集中出大块的问
题， 避免矿石损失。 正是这种精
细的态度， 2019年， 杏山铁矿地
质矿量消耗较年度计划节约38万
吨， 延长杏山铁矿地下开采一期
工程服务年限近2个月。

技术专业出身的严振湘， 对
精细生产组织也有点 “强迫症”。
以前 ， 计划专业在制定月计划
时， 铲运机运距计算， 是通过平
面图从铲运机出矿点位至溜井的
路线直接测量而来， 但严振湘观
察发现， 实际作业过程中， 受限
于设备自身转弯半径及进路和溜
井开口方向影响， 铲运机在进路
内铲矿完成后， 往往需退出一个
稍超过铲身的距离 （约15米） 才
能向溜井进行翻矿， 实际运距稍
稍大于理论测量运距。

发现了这一细节， 严振湘要
求计划专业在制定月计划时也必
须把此问题考虑进去。 这段折返
距离在铲运机全月运距中所占比
例看似微乎其微， 但严振湘却不
这么认为， 他的观点是， 铲运机
一趟差个几米， 积少成多， 直接
会造成月计划铲运机台效误差，
从而影响月计划的精确性。

2019年， 严振湘带领大家严
密组织生产， 抓实技术管理， 提
高设备效率， 保证供矿组织。 全
年回采矿石量完成333万吨， 创
出历史最好水平。

12年如一日， 严振湘就像一
颗镶嵌在地层深处的璞玉， 用青
春的锋刃不断打磨， 在幽深的巷
道里闪闪发光。

刘宗永是大兴区礼贤镇龙头
村村支部书记。 2016年， 在外经
商的他回到了大兴区礼贤镇龙头
村 。 当时的龙头村道路破损严
重， 私搭乱建随处可见。 村里绿
化率低， 缺少休闲活动场地。 村
内几个大水坑， 夏天蚊子飞、 冬
天垃圾堆。 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
打工 。 返乡的他一心想着为家
乡、 为乡亲们干点事， 改变龙头
村落后的面貌。

竞选当上村支书后， 刘宗永
积极推进村中人居环境整治。 起
初， 对于村中拆违建的工作， 不
少村民不支持 、 不搭理 、 不相
信。 有的村民还说： “人家几十
万盖的房子， 要拆不容易， 刘宗
永拆不下去 。” 但他率先垂范 ，

首先拆除了自家的违建。
随后， 拆违建工作推进到了

一位村民家中。 开始的时候， 这
家人任凭怎么劝说就是不答应。
第一次登门聊到拆违事情的时
候， 刘宗永被直接轰了出来。 他

没有退缩， 第二次又去登门。 这
家村民说： “你来家吃饭、 喝水
可以， 要是提拆违的事， 就请出
去。” 第三次， 他硬着头皮又去
做工作， 但还是无功而返。 不甘
心的刘宗永第四次上门劝导……

经过一次又一次地上门努力做工
作， 最终， 这家人终于同意了。

2017年， 村中推行煤改气 ，
工作推进也遇到不少困难。 施工
队上门装燃气管道， 有的村民担
心有危险， 提出不让管道从自家
走 。 这时 ， 刘宗永带领村 “两
委” 挨家挨户做工作。 慢慢地，
村民开始接受并同意安装燃气装
置。 到2018年底， 龙头村共拆除
违建72处、 面积9000多平方米。

如今的龙头村， 道路翻修一
新。 铺设了污水管路， 建起污水
处理站， 实现雨污分流。 家家户
户用上了天然气 。 路灯系统完
善， 新建多处休闲广场、 口袋公
园、 小微绿地。

在刘宗永带领下， 龙头村建
立了人居环境整治的长效机制，
成立起环卫、 绿化、 维修、 消防
等管护队伍， 负责对村内主要道
路、文化广场、小游园等实施日常

保洁，及时清理生产生活垃圾；维
护责任区的公共秩序， 确保无店
外经营、无摆摊设点、无乱停车辆
等。 多措并举引导村民提升文明
素质，实现村民从“被动管理”到
“主动治理”。 2019年， 龙头村在
全镇30个整治村中排名第一， 获
得2019年北京市最美乡村称号。

此外 ， 刘宗永回到龙头村
后， “复活” 了村里300多年的
灯笼制作传统。 通过引进改造，
成立龙头村灯笼制作厂， 运用传
统工艺制作特色灯笼， 近年来年
销售额已达到100多万元。 发展
民宿旅游、 观光农业。 利用村庄
空闲地建设2000平方米民宿接待
中心， 将村内闲置民宅进行统一
改造。 村里还组建了高跷队、 秧
歌队、 合唱队、 旗袍队、 舞龙队
等10余支文化活动队， 在农闲和
节日开展多种文化活动， 丰富村
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敢向“硬骨头”宣战的技术控

刘宗永：带领家乡变身“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盛丽

———记首钢矿业公司杏山铁矿采矿作业区副区长严振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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