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矿事故反思总结材料(优秀5篇)
写总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每一个要点写清楚，写明白，
实事求是。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
编精心整理的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
有需要的朋友。

煤矿事故反思总结材料篇一

某地一个月内发生两起煤矿特大透水事故，造成123人被困井
下、生还希望渺茫的煤矿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巨
大损失，在国内外造成极坏影响。来源:中华励志网http://这
充分暴露出安全监管工作上的较多漏洞，尤其是没尽到监管
责任，对事故查处不严、整顿不力，对安全生产执法不严、
工作不实、监管不力。

面对无可挽回的矿工生命，我们心情十分沉痛。在此，我们
向国家安监总局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作出深刻检讨。

某市连续发生两起煤矿透水事故，有三个重要原因值得深刻
反思：

一是对煤矿事故的复杂性和严重性认识不够。某市煤矿连续
多年没有发生特别重大事故，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未发生一次
死亡3人以上的重大事故，于是产生了麻痹思想。上半年，某
市省安监局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煤矿高瓦斯和瓦斯突出的防治
上，对煤矿水患未引起高度重视。同时，认为某市是产煤小
省，“应该不会”有大事故。

二是对基层工作监督指导不力。兴宁市福胜煤矿“7?14”透
水事故后，某市省迅速开展事故调查，发出事故通报，某市
省安监局提请省政府依法关闭兴宁市四望嶂矿区水淹区下包
括大兴煤矿在内的6对矿井。但由于没有及时跟进和深入基层，



致使停产整顿要求未得到真正落实，最终酿成特别重大事故。

三是对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发放把关不严。采矿许可证是安全
生产许可证的前提，但某市大部分煤矿原有的'采矿许可证过
期。某市省安监局一方面担心完不成国家下达的工作进度，
另一方面担心导致相当部分煤矿因无法到期领证而停产，从
而给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为加快发证进
度，经与省国土资源厅协商后，明确地级以上国土部门出具
正在办理证明，可视为有采矿许可证。据此，大兴煤矿在未
正式领取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获得了安全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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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关于煤矿事故反思材料。

煤矿事故反思总结材料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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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煤矿工人事故反思材料。

煤矿事故反思总结材料篇三

王家岭煤矿是由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开发。原定今年
十月投入运营，投产后可望实现年利税十亿元。在开发中曾
因有效提高了工程进度和质量，十四次收到了项目甲方的祝
贺信。由此可见，赶进度逐利成为煤矿领导的主要目标。如
果尊重科学，严格按规定办事，确实把安全摆在第一的位置，
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是，事实完全相反，他们把这些
都抛到了一边，从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冒险行为。这样大的`
煤矿，竟然没有探水队；地质报告还在审核中，便进行开采
作业；当班安排十五个掘进面同时作业，人员过度集中，且
劳动管理混乱；有很多人没有经过培训就下井了；工作面出
现透水征兆后，没有按规定撤人和采取有效对应措施，等等。

冒险赶进度，终于造成了惨痛恶果。

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是做得很好的。但是救援再好也不如



不发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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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煤矿事故安全反思材料。

煤矿事故反思总结材料篇四

一、明确个人职责所在，正确定位个人角色。

煤矿企业的班组长做为企业管理体系中的兵头将尾，在生产
过程中主要起到四种作用：

1、班组长是班组生产活动的指挥者。在日常生产活动中，首
先做好日常检修活动的准备工作，同时加强对日常检修过程
中指挥调度，及时处理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针对各
类维修技术难点，积极组织班组成员进行学习，确保完成班
组作业计划。

2、班组长是企业基层的组织管理者。班组管理应该有班组骨
干力量来承担，班组长应该是最基层的组织管理者。区队的
各类生产组织、制度措施最终要落实到班长身上，通过班组
长的组织管理来实现。

3、班组长必须是完成各类任务的带头人。在担任班长期间，
通过观察发现，班长干活的积极程度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班组
成员的工作积极性。据于此，在日常检修过程中我要求班组
中的副班长必须保持充足的干事热情，并且带头学习新技术
新知识，不但实干还要巧干。

4、班组长是区队管理中承上启下的联系者。班长是不脱离生
产一线的最基层管理人员。在生产过程中能够最及时准确的
了解职工的心声和想法，可以将信息提供给上级领导。同时



又可以将工区领导各类指令措施及时的实施到班组中去。

二、因材施教，团结班组成员，创建班组和-谐氛围。

在我所在的班组里有12名维修人员，他们的年龄不同，性格
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怎样搞好班组内部团结、创建班组和-
谐氛围成为我日常工作中一个重点问题。首先在个人包保设
备问题上，采用按特长分配设备类型，按劳动量分配包保人
数。另外，在日常工作中注意职工的思想情绪变化，及时做
好班组成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尽量避免因一个人的不良情绪
对全班的和-谐气氛造成影响。同时加强班组成员间的感情交
流，在每次大型检修项目结束后，组织班组成员进行会餐。
即加深了班组成员间相互了解，又能在一个轻松的气氛下总
结工作经验。同时，公平公正的.对待班组内的每一位成员，
以诚相待、将心比心，积极鼓励班组成员，帮助他们快速的
成长。

三、不断更新个人知识结构，努力提高个人素质，建设学习
型的班组。

在成为维修班班长后，面对生产现场的新设备及不断出现的
新问题。做为班组的带头人要第一时间排除故障、查找问题。
做为班长不能仅仅“以德服人”，更要以技术服人。在日常
检修过程中注重对设备的观察记录，对出现的故障问题做好
处理过程记录。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加强对图纸资料的学习整
理。带领班组成员积极参加矿、区队组织的各类技术培训活
动。在日常生活中努力践行“向书本学习、向内行学习、向
先进学习、向实践学习”的理念，确定终生学习的人生理念。
在2014年本人参加了济宁市的“金蓝领”考试，并被录用聘
用。通过个人不断学习的积极形态，带动班组成员不断学习
的良好气氛，在潜移默化中进行学习型班组的建设。通过开
展班组区队建设，职工素质得到很大提升更重要的是给班组
成员树立了终生学习的理念。2014年在矿举行的技术比武中，
我班有3人获奖。2014年6月份矿组织电工培训中，2人因成绩



优异获奖，其中一人更是获得去北京外出学习的机会。通过
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建立学习型班组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
获利的不单单是企业本身，职工本身的收益才是最大的。

四、合理组织生产、编制作业计划。

编制作业计划是班组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在担任班长期
间，提前3天编制好一个月的作业计划，然后以旬为阶段对工
作进行开展和验收总结。通过采取该项措施可以有效的避免
作业的盲目性，提高工作效率，实现工作的循环连续进行。

五、硬化班组管理制度，定期举行班组会议。

班组作为一个集体，虽然人数较少，但作为一个工作团队，
就应该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加以辅正。尤其是现在矿及区队强
调管理权利下方的今天，班组内部管理制度尤其需要进行硬
化。同时，班组内部还应定期召开会议，在本每月6号参加完
区队召开的班组长安全例会后，本人都会再召开班组内部的
安全例会，向班组成员传达工区会议精神，并总结班组阶段
内的工作情况，同时让每位班组成员对工作进行总结。通过
采取这个会议来联通职工与工区管理人员间联系，总结经验
查找不足，推动日常生产活动又好又快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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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煤矿班长事故反思材料。

煤矿事故反思总结材料篇五

应指矿山（2015）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



2015年3月29日、4月1日，吉林省吉煤集团通化矿业集团公司
八宝煤业公司（以下简称八宝煤矿）在封闭火区过程中，相
继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26名矿山救护指战员和27名矿工
牺牲；7月23日，四川省宜宾市川煤集团芙蓉公司杉木树煤矿
（以下简称杉木树煤矿）在排放瓦斯过程中发生瓦斯爆炸事
故，造成该矿救护队7名指战员牺牲。

八宝煤矿事故抢险救援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发生事故不报
告，违章指挥，违规冒险作业。发生第一次瓦斯爆炸后，该
矿既不上报，又在安全隐患未消除的情况下仍冒险组织生产
作业；第三次瓦斯爆炸后，现场指挥人员不仅没有采取措施
撤人，而是强令工人返回危险区域继续作业，并从地面再次
调人入井参加作业。二是处置方案错误，违规施工密闭。未
制定科学安全的封闭方案，在没有充分准备施工材料的情况
下，安排矿山救护指战员和矿工在危险区域内同时施工5处密
闭，不按规定的密闭顺序施工，增加了封闭过程中发生爆炸
的可能性。三是施工组织混乱，未向作业人员告知作业场所
的危险性。四是救护大队管理混乱，组织机构不健全，职能
管理不到位。五是拒不执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和吉林省政
府的决定，强行入井封闭火区，又造成15名矿山救护指战员、
2名矿工牺牲。

杉木树煤矿事故抢险救援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盲目处
置。n3022风巷停电，在没有按规定查清风巷瓦斯的情况下就
开启局部通风机向巷道供风，造成了第一次瓦斯爆炸。二是
发生瓦斯爆炸后在没有弄清瓦斯爆炸原因、没有采取有效措
施消除火源隐患的情况下安排救护指战员下井排放瓦斯，排
放过程中发生爆炸，造成7名矿山救护指战员牺牲。三是未发
挥新装备在抢险救援中的作用，国家配备的气体分析仪、红
外测温仪和注氮机等先进设备闲置在库房，没有用在查找火
源、惰化灾区等抢险行动中。

上述事故也暴露出相关企业在事故抢险救援中存在的一些深
层次问题：一是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的理念树立不牢固，落



实不到位，重生产、轻安全，重矿井、轻生命，对存在的重
大致灾隐患排查治理不力。二是企业有关负责人无视、甚至
肆意践踏国家法律法规和用生命及鲜血换来的规程制度，违
章指挥、违规操作、强迫作业，导致救援组织者对灾情误判、
错判，救援决策失误，应急救援方案不科学。三是应急救援
队伍体制不健全、机制不顺畅。矿山救护大队组织机构不健
全、人员编制不齐全、管理责任不明确。在事故救援中，矿
山救护大队的主要领导既不能参加救援方案的研究和制定、
又没有下达执行救援指令的权力。四是矿山救护指战员实战
经验不足、专业素质不高、业务能力不强，救援能力偏弱。
一些矿山救护指战员由于自身救援经验和能力素质有限，又
慑于领导权威，对违章指挥盲目服从，在安全隐患未消除的
情况下仍冒险组织施救。

为深刻汲取教训，进一步抓好8月7日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
援指挥中心关于加强矿山事故应急救援紧急会议（以下简称
紧急会议）精神的落实，特提出如下要求：

认真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深入反思和总结事故教训，坚持
问题导向，将应急救援要素一项项分析，什么问题突出就解
决什么问题。要强化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救援理念，保障
科学救援。要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一步贯彻落实紧急会议
精神，联系本地区、本单位实际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汲
取教训，提出加强矿山应急救援的具体措施，采取现场会、
案例分析会、座谈会、培训教育等多种方式进行贯彻落实。

要强化救援现场科学决策和方案制定，杜绝错误决策。要严
格执行规章、严明组织纪律，严禁违章指挥、冒险作业、违
规施救。要严格落实矿山救护队指挥员参与现场事故救援指
挥部的指挥决策和在事故救援中的临机处置权制度。要充分
发挥安全监管监察应急机构在事故救援中的综合监管作用，
建立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救援指挥部决策和事故救援过程评估
制度，促进科学救援、高效救援工作。



要加强矿山救援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矿山应急救援国家队、
区域队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健全矿山救护队组织机构、充
实人员编制、理顺管理机制。要通过教育培训、应急演练和
救援实战，锤炼队伍作风和强化技战术训练，打造一支政治
合格、作风顽强、技术精湛的矿山救援队伍。不断提升矿山
应急救援装备水平，各企业要加大对救援装备的投入，配齐
配强救援装备，提高装备水平。推进矿山应急信息化建设，
加快推动应急机构和应急救援队伍应急平台建设，强化互联
互通、信息共享工作，实时掌握应急资源，实现异地会商和
决策指挥。

要结合矿山企业自身生产特点和作业流程，制定和完善应急
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发现险情或发生事故后，要严格
按照有关规程、规范和应急预案，科学制定救援方案，安全
有效组织施救。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督促矿山企业完善
应急预案，配齐应急救援和个人防护装备，提高应对处置事
故或险情的能力。

各级矿山救援培训主管部门要把培训工作纳入矿山应急救援
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拓宽矿山应急救援培训范围，
把矿山企业有关人员、地方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应急管理
人员纳入矿山应急救援培训范围；充实培训内容，创新培训
方式，加强培训管理，切实提高培训质量。要组织指导矿山
救援队伍根据辖区矿山灾害特点和救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
险因素，大力开展以新技术新装备运用为重点的应急救援实
战演练，使每一位救护队指战员都能够熟练掌握新技术新装
备的技术性能和实战操作要领，切实提高救援实战能力。

请各省级安全监管局和煤矿安监局将贯彻落实紧急会议精神
情况及加强矿山应急救援的措施于9月底前报送国-家-安-全
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联系人：欧阳奇、辛文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