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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
局，是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在业界，
彬县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彬煤公
司）“蒋家河煤矿 5G智慧矿山项目”
令人瞩目。该项目使蒋家河煤矿成为咸
阳市首家5G+智慧矿山，成为煤炭行
业首家将5G应用于煤矿安全生产的民
营企业，成为全国煤炭科技创新优秀单
位；并被授予“全国煤炭行业两化融合
优秀项目”“绿色矿山科学技术三等
奖”“2022能源企业信息化创新成果实
践案例”“2023年全国煤炭行业标杆案
例”“2023煤炭行业设备管理与技术创
新成果”；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法、王
双明曾莅临矿井考察，并给予高度评
价，《人民日报》等10多家主流媒体对
蒋家河煤矿5G智慧矿山建成给予了广

泛关注报道。
应对安全管理挑战、擘画智慧能源

企业新图。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
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近年来，以何
万盈为首的彬煤人深刻认识到煤矿行业
智能化建设归根结底是实现生产理念、
生产方式的变革，必须坚持把智能化矿
井建设作为厚植煤炭产业发展优势、应
对变革挑战、重构产业模式、赢得发展
先机的重要战略举措。

为此，公司开展煤矿智能开采专题
讲座，组织相关人员赴山东省、山西
省、陕西省榆林市等智能化煤矿标杆示
范单位对标学习等活动，推动了彬煤公
司对煤矿智能化建设的思想变革、理念
创新和观念更新。2020年 8月，彬煤
公司成立智能化矿井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智能矿山中长期建设规划，以

建设蒋家河煤矿5G智慧矿山为试点，
擘画了“十四五”末建成全国一流安全
高效绿色智慧能源企业的新蓝图。

针对各矿井通信协议和数据格式种
类繁多，易形成离散化信息孤岛的情
况，彬煤公司基于分布式系统基础框架
（Hadoop）、 框 架 集 合 （Spring-
Cloud）等大数据技术，在蒋家河煤矿
利用云-边-端架构建设私有化企业
云——彬煤云，部署一整套矿山大数据
平台，把矿井原有18个子系统的多元
异构数据进行挖掘融合，统一管理，打
通各子系统之间的数据壁垒，利用“彬
煤云”提供的大数据开发环境，将原有
的生产管理、环境感知、安全监测、经

营管理等数据进行筛选、分析、加工，
形成具有矿井特色的智能综合管控平台
——数据驾驶舱，为矿井安全生产管
理、经营决策等提供了一站式平台，也
为后期矿井智能化改进提升提供了海量
数据和开发平台。

攻坚安全治理难题，彰显智慧矿山
新风采。彬煤公司下属煤矿地处彬长矿
区，地质条件复杂、多元灾害交织，被
国家能源局定位为“四最”矿区。矿井
瓦斯灾害严重，且与冲击地压、水、火
等灾害耦合叠加，治理难度大。打造智
能化安全保障体系对于彬煤智能矿山建
设意义重大。为此，在智能化建设设计
初期，彬煤公司将煤矿管理者的决策依

据、管理思想和指标进行系统固化，围
绕决策的有效性，构建矿井健康度指标
体系：基于厂区地图，通过打通生产、
安全、设备相关平台数据，构建报警视
频联动体系，实现异常的快速定位、核
实、处置监管，并通过结合AI图像识别

“三违”管理系统，构建面向场景的视觉
AI算法模型，实现视频监控的无人值
守；构建安全隐患“一张图”，涵盖人员
定位在线监测系统、矿井水文自动化监
测、矿井应力在线监测预警系统、微震
事件监测与定位分析系统、顶板与冲击
地压监测系统、分布式激光火灾监测系
统等18个子系统及综采工作面在线监测
系统的报警、预警信息管理，用于对各

个系统安全隐患的集中管理；建立井下
设备图形库，在二维采掘工程剖面图的
基础上，通过实时监测，查询设备参数
和状态，准确反映井下设备状态。

蒋家河煤矿5G智慧矿山项目实践
了“多上设备少上人”和“少人少险”
的安全理念，改善了生产工作条件，改
变了煤炭行业在人们心中苦、脏、累、
险 的 职 业 形 象 。 设 备 故 障 率 下 降
25%，单班减少岗位工人34人，采煤
工作面正规循环时间节约23%，有效
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
率，也为打造“国际一流、国内领先”
的“安全、高效、绿色、可持续发展”
的新型现代矿井作出了示范。

攻坚智能矿山建设难题 创新安全生产管理平台
文/涵智

今年台湾地区选举期间，冷门的教育议题
意外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1月8日下午，台湾
教育团体多位人士在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的办公
场所门前发出呼喊，希望重修台湾现行课纲。

台湾现行的所谓“108”课纲，是2018年
8月由台湾当局教育主管部门修订、2019年 9
月正式实施的12年基本教育课程纲要，横跨小
学、初中、高中三阶段。该课纲在修订期间就
伴随着争议和批评。当时一项调查显示，台湾
有63.3%的家长认为这样的教育改革让孩子竞
争力下降，数典忘祖造成教育畸形。

■数典忘祖的课纲
让岛内青少年如得了失忆症

“如果你翻开现在的台湾初二历史课本，可
能会受到惊吓，因为三国历史整个消失了，《史
记》、《汉书》、魏晋南北朝、贞观之治等也统统
不见了。在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的操弄
下，新的历史课程简化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数
典忘祖，不尊重历史者，终将遭反噬！”一位不
愿具名的台湾中学历史老师对人民政协报记者
表示。

台湾地区教育制度改革30多年来一直在折
腾。从原本公版教科书，到改为开放各教育出
版社自编版本交由专家审议。民进党从2000年
陈水扁“执政”开始，又进行了多次“去中国
化”的课纲改革，调幅最大的是历史科跟语
文科。

2019年 9月，民进党当局教育部门编撰的
“台独”高中历史教科书正式进入课堂，其编撰
课纲的思路是“从中国史变成东亚史”，为容纳
更多的“东亚发展史”，教材中“中国史”被大
量精减。据台媒报道，该版历史课本第 1 章

“从商周到隋唐的国家与社会”正文仅短短 4
页，其中“从部落到封建”这一小节没有夏
朝，只讲商朝到西周，600年历史用不到 300
字来表述。讲述东周到汉末，800字讲完，着
墨稍多的是秦始皇和法家之治，接下来正文就
转到汉武帝提倡儒家和荐举孝廉、曹魏时期九
品官人法和唐代科举。

此外，总计谈唐朝之前（包括唐朝） 2400
年的国家与社会，传统政治史必谈的政权交
替，例如，周武王伐纣、春秋是哪五霸、战国
是哪七雄、汉末黄巾起义、三国、魏晋南北朝
等等，新课本完全没有；史籍经典《史记》《汉
书》完全不提；楚汉相争删到一字不剩。

为此，台北历史老师沈渝投书台媒指出，
新的历史教材中，中国史上最伟大的汉唐盛
世，基本上几乎消失在台湾新世代的记忆中，

“盛世都失去了它们的舞台，何况乱世？殊不
知，乱世教给我们的，是人民如何在动荡中生
存，是较少被史家修饰过的人性原貌。”

与此同时，为了达到“去中国化”的目
的，民进党教育部门还“煞费苦心”，不仅在课
本内容上“去中国化”，还在用力“去历史课
化”，“过去历史课每周有2堂，现在只剩45分
钟，如果要照原来的分量绝对教不完，所以给
学生教授时，只好能简则简，根本达不到历史
学科应帮助学生形成的学科素养。”沈渝认为，
民进党以一党之私，实际害的是岛内正在成长
的年轻一代。

“现在的历史课本淡化‘中华本位’，强调
长久以来东亚已形成共同文化圈的民族交流
史，而学历史的根本意义在于知道‘我是
谁’，知道我所使用的文字、承袭的文化传
统、风俗习惯从何而来；是在哪些历史因素的
形塑下，才形成如今这个独特的个体。如果只
知道‘现在’不知道‘过去’，就像得了失忆
症一般，无所依归，连判断事情的标准都没
有。”谈到现行历史课纲将带来的远期危害，
他十分痛心。

■ 警惕“文化逆流”
让未来一代失去“礼义廉耻”

“我们希望为孩子们打造一个认识自己文
化、自己历史的温情的路径，他们日后在人生

的旅途上才不至于失足、偏颇，即使曾经迷
失，也会找到回归中华文化的根。”台北第一女
子高中语文老师区桂芝日前在一场媒体记者会
上的谈话，引发岛内很多民众的共鸣，在岛内
各大媒体平台转载。

“今天的台湾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倒行逆施，
民进党各种丑闻频传，就是因为没有礼义廉
耻。”

“课纲改版，背后藏着民进党的司马昭之
心！”

“文学的背后就是历史，历史的背后其实就
是思想哲理，后面是整个中国文化哲学的建构
系统。现在的学生都没有办法有这个系统，因
为没有脉络。”

“我们应该要庆幸老祖宗留下了这么多丰富
美丽而又充实的文化文学遗产，世界上没有一
个民族有这么多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经典，可
是我们的教育政策居然在全世界疯学中文的潮
流中，选择删掉了顾炎武的《廉耻》，学生就不
再知道，为什么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他们
不再能够清楚地理解什么是耻，学生的价值观
怎么不混淆，是非观怎么不错乱？”

……
岛内网友纷纷留下了对现行课纲的遗憾、

诟病和质疑。
“台湾教改近 30年来，特别是到‘108课

纲’，展现的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文化逆流，在这
个逆流冲击之下，我觉得温良恭俭让已经不足
以让台湾年轻一代振衰起隳。因此，‘108 课
纲’是个无耻的课纲！”区桂芝的痛心疾呼也得
到岛内教育同行的响应。

台北教育大学原校长庄淇铭认为，“有人说
文言文是两千多年前的东西，是旧的、不合时

宜的，我就跟他讲，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那
你去跟民进党当局讲，故宫里超过两千年前的
东西把它毁掉好了。文言文里面很多记载的也
是经典的、珍贵的。”

台湾“妇联会”主委雷倩表示，“所有的课
纲有很多的包装，可是它最核心的还是四个
字，叫‘偷梁换柱’，‘梁’是中国文化的梁，
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我们从几千年来所
累积起来的最美好的一切，他们在偷梁换柱换
的‘柱’是他们在幻想中的‘日本殖民时代’
的那些价值。”

“我觉得台湾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因为课
纲的不断文化灌输，一些青少年的灵魂是漂泊
的，他们失去的是文化的土壤，‘108课纲’戕
害了孩子们认识本土文化的能力，这些孩子
们势必将来心灵漂泊、思想空泛、语言贫
乏，他们失去了认识自己传统文化的能力。”
台湾高中历史老师赵祐志对记者表示，一想
到这些，他觉得自己作为师者必须起而行之，
这也是自去年末以来，岛内教育界人士不断发
起“书写扬声响应修改‘108’课纲运动”的
心声。

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秘书长段心仪
对记者表示，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工作，这些年
却被民进党意识形态操弄，“台湾现行课纲导致
了语文去经典、历史去脉络、民众去道德、英
数理浅碟化，学生所有学科能力退化，动摇了
是非观念、模糊了礼义廉耻，让学生以为‘无
耻’也可以是一种选择，却不知道‘无耻’与

‘恶’零距离，台湾已面临‘退此一步即无死
所’的境地，台湾教育界必须以自发性的教育
运动，唤醒台湾当局的重视。毕竟要拨乱反
正，还是需要政治管路。”

岛内教育界呼吁尽快改革现行课纲

“我们的孩子需要找回中华文化的根！”
本报记者 修菁

鲜滑爽口的螺蛳粉、软糯香甜的梅花
糕、口感不输冰淇淋的热奶宝、酸辣开胃的
酸菜鱼……近日，台湾士林夜市摊贩开卖的
一众大陆传统小吃征服了台湾民众的胃，据
台湾媒体报道，大批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前去
大排长龙，“抢购梅花糕”一度也成了岛内
网上网友热门讨论的话题。台湾《旺报》社
评分析认为，大陆美食在台湾街头火爆的原
因是，两岸饮食同文化根源，这也体现出跨
越两岸的情感联结是如此有力和自然。两岸
饮食虽都经历长时间的演变，但因为基于同
一文化根源的精神气质，纵然民进党费尽心
机阻碍两岸民众的交流，却毁不掉台湾民众
对大陆的味蕾记忆。

■ 两岸美食为何交流愈加频密？

在社交平台“脸书”上，一个名为“酸
菜鱼关注组”的成员数已经超过了 3.3 万，
还有不少台湾年轻人陆续进组，酸菜鱼已成
为大多数网红探店博主的必打卡项目。一口
酸菜一口鱼，从辣度、汤头，再到食材进行
点评，正成为这些博主的日常“标配”。

同样被台湾年轻人追捧打卡的，还包括
螺蛳粉。在岛内美食博主的视频中，从开箱
介绍到味道评比，一个都不能少。不少岛内
消费者开始通过代购、团购等方式购买、尝
鲜，台湾街头也出现越来越多的现煮螺蛳粉
店铺。

为何经历新冠疫情，两岸青年线下交流
一度停滞，2023 年恢复正常后，他们在美
食方面的交流愈加频密？台湾致理科技大学
副教授张弘远对此认为，对衣食住行、流行
文化的品位和关注，两岸年轻人是互通的。
随着网络社交平台的发展，网络科技也为
美食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可能。通过社交平
台的助力，台湾民众对于大陆饮食文化的
接受年龄层，正在快速下降。大陆经典零
食魔芋爽近年来在岛内中小学生中更是流
行。有台媒称，受孩子影响，家长试吃过
后都爱上，开始在淘宝团购。机敏的岛内
业者嗅到商机，纷纷引进并上架，从各大
卖场、便利店到全台夜市都能看到。如
今，不少台湾青年熟知大陆的网络流行
语，对大陆热门手机软件了如指掌。“他们
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每天都会‘爬’很多
的‘种草’笔记，不论是酸菜鱼还是此前
的椰子鸡、螺蛳粉、梅花糕，大都是通过大
陆网友们的‘种草’了解到的。”

“两岸血脉相通、文化同根，但历史记
忆不同，且青年人之间缺少交流，然而这并
未阻碍‘Z 世代’对美食的包容。”台湾

《旺报》刊发社评分析说。

该篇评论还分析指出，小吃的寻常味是
人们对食物的感知，也是对日常生活点滴累
积的记忆。千人千味，但口有同好，这是历
史的记忆、DNA 的痕迹。味道与生活的紧密
交织，使饮食文化透出一种无形的力量，这
一力量是跨越世代的感情联结，温暖着两岸
的人心。两岸民众可以多参与到发现美食的
交流中来，共同激发中华饮食文化的生机与
活力。

■ 跨越世代生生不息的

情感联结不仅在舌尖

其实大陆的零食、小吃“逆袭”台湾，并
不是什么新鲜事。最早将大陆小吃引进台湾的

“鼻祖”，是两岸婚姻的大陆配偶。山东饺子、
兰州牛肉面、陕西肉夹馍……台湾街头近些年
生意称霸的餐馆，都是来自于大陆的美食。此
景让在岛内经营餐饮多年的业界人士不禁感
慨：台湾曾经也是创新小吃的发源地，怎奈民
进党执行“抗中”路线近八年，“扛”到最后
的结果，反而是大陆的美食成为台湾“地摊经
济”的灵感泉源，不只拯救了靠摆摊为生的小
贩，还满足了无数台湾年轻人求新求变的
味蕾。

观察台湾网友在社交平台的留言，会感受
发现他们对大陆美食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有
台湾网友表示，“我女儿今天逛夜市看到热奶
宝整个疯狂了。”“肉夹馍是真的好吃，有青
椒非常香。”“希望台北可以办一场大陆美食
节。”还有台湾网友表示反感将两岸美食交流
上升到政治层面。有网友留言称，“连吃都有
办法上升到政治，真服了当局。”“仇中愤青
什么都仇，要不要所有小吃美食也去中化
呢？所有中华流传的食物烹饪手法都不要
了。”

这种状况自然让“逢中必反”的民进党如
鲠在喉。绿营侧翼曾大张旗鼓地叫嚣螺蛳粉

“入侵”台湾，台当局经济主管机构称并未开
放大陆螺蛳粉进口云云，并要求网络电商及实
体店全面下架。有网友痛批，民进党让真正有
毒的“莱猪”、核食等一路畅通，却对大陆美
食说禁就禁。

但怎么可能禁掉呢？！据台媒观察，即使
在“绿到出汁”的台湾南部夜市，挂上“河南
美食”“抖音热销”等宣传语，销量还是卖
到爆。

其实不仅是美食。近年来，一些大陆年轻
人喜欢的网络流行舞蹈、歌曲同样也受到台湾
同龄人的喜爱，比如最新的“科目三”神舞技
术大比拼，就正火爆岛内。这是两岸民众尤其
是年轻人在网络时代独特的交流方式，也是两
岸融合发展过程中新的文化交流现象。

大陆美食火爆台湾街头

“跨越两岸的情感联结
就是如此有力和自然”

本报记者 修菁

台湾民众排队吃大陆小吃。 图片来源：台湾TVBS新闻

▲台湾中
学历史教科书

（资料图）

▲台湾教
育界人士自发
组织呼吁修改
课纲的活动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