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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禹州市矿产资源丰富，矿业经济在全市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矿产资源的开发为禹州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截止 2015 年底，

全市已发现矿种 23 种，查明资源储量 11 种，已开发利用 9 种，是河南省

煤炭、铝土矿、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用灰岩等矿产的重要成矿区。 

矿产资源在开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影响矿区周边群

众的生产生活。为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减少和避免矿山地

质环境破坏，实现矿区“一眼净、一眼绿”，依据《河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

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编制《禹州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十

三五”规划（2016—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适用范围为禹州市所辖行政区域。《规划》中“矿山地质环境

问题”是指因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等活动对周围环境要素造成的破坏，主要

包括矿山地质灾害（滑坡、崩塌、泥石流、采空塌陷、地裂缝等）、含水层

破坏、地形地貌景观破坏以及压占和破坏土地资源等。 

《规划》基准年为 2015 年，规划期为 2016 年～2020 年。 

《规划》是“十三五”期间禹州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指

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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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矿山地质环境现状 

（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截止 2015 年底，禹州市共有采矿权 173 个。按矿山规模划分：

大型 11 个，中型 67 个，小型 95 个；按开采方式划分：露天开采矿

山 97 个，井下开采矿山 73 个，复合开采矿山 3 个；按生产现状划分：

在建矿山 1 个，生产矿山 38 个，停产矿山 75 个，关闭矿山 59 个；

矿产类型划分：煤矿 73 个，金属矿山 7 个，非金属矿山 93 个；按发

证机关划分：国土资源部发证矿山 1 个，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发证矿山

81 个，禹州市国土资源局发证矿山 91 个（附表一）。 

废弃矿山 219 个，矿山规模均为小型，其中露采矿山 139 个，地

下开采矿山 80 个（附表二）。 

2015 年全市共开采矿石量 1698.81 万吨，其中煤炭 353.13 万吨、

水泥用灰岩 95 万吨、建筑石料用灰岩 1250.68 万吨。共完成工业总

产值 274469.94 万元，其中煤炭 232246.14 万元、水泥用灰岩 760.00

万元、建筑石料用灰岩 41463.80 万元。 

（二）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禹州市矿产资源开采历史悠久，遗留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较多。

特别是露天开采矿山，企业多数小而散，采矿分布点多面广，由于长

期以来“遍地开花式”的破坏性、掠夺性开采，无序竞争、采富弃贫

等现象比较突出，一方面造成了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严重破坏了环

境。尽管近年来市政府投入了资金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但

仍存在较严重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土地资源损毁 

至 2015 年底全市矿山开采占用、破坏土地面积 3936.93 公顷，

包括露天采场破坏土地面积 874.59 公顷、固体废弃物堆场占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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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70 公顷（其中煤矸石堆占压土地 63.12 公顷）、地面塌陷破坏土

地 2504.54 公顷、工业广场占用土地 212.10 公顷。 

全市责任主体灭失矿山地质环境破坏土地面积共计 806.62 公顷。

其中“三区两线”范围内历史遗留矿山破坏的土地面积合计 243.12

公顷，其中耕地面积约 59.64 公顷，林地面积约 15.86 公顷，建设用

地约 29.91 公顷，其他地类约 137.71 公顷。其他区域历史遗留矿山破

坏的土地面积合计 563.50 公顷，其中耕地面积约 278.57 公顷，林地

面积约 36.66 公顷，建设用地约 66.01 公顷，其他地类约 182.27 公顷。 

2、破坏地形地貌景观 

禹州市内许多建材、石灰岩、水泥配料用砂岩矿等露天开采矿山

位于公路两侧，其采掘活动形成的采坑、高陡边坡使山体千疮百孔，

严重破坏地形地貌景观，成为禹州市最突出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3、矿山地质灾害 

（1）采空塌陷 

采空塌陷是禹州市内矿山最突出、最严重、最普遍的矿山地质灾

害，具有分布范围广、危害性大、影响持久等特点。塌陷以采煤矿区

最为严重，尤其是磨街乡、苌庄镇塌陷最为明显。据统计，禹州市矿

业开发形成的采空区塌陷总面积达 56.49 平方千米，形成塌陷 47 处，

同时伴生地裂缝地质灾害。 

（2）崩塌 

崩塌主要发生在建筑石料采石场，具有普遍性、多发性、规模小

的特点。 

4、破坏含水层 

矿业开发过程中，部分矿山企业要进行矿坑排水工作，长期的矿

坑排水造成地下水位下降,矿山开采产生的废弃物通过雨水淋溶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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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 

（三）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评估分区 

依据全市地质环境背景和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类型、发育程度、危

害程度，结合矿业开发强度，对禹州市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进行评

估分区，划分为 3 个等级、14 个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 7 个、

较严重区 6 个和一般区 1 个（附表三）。 

1、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Ⅰ） 

严重区面积共计 228.94 平方千米，主要集中在方山镇、磨街乡、

神垕镇等煤矿开采区和浅井镇、鸿畅镇、无梁镇等建筑石料用灰岩开

采区。煤矿开采矿山大部分位于平原区，矿山规模大，历史悠久，矿

山地质环境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采坑塌陷，煤矸石、废渣随意堆放

占用、损毁土地。露天开采灰岩矿区位于低山丘陵区，山体破坏强度

较大，基岩裸露，植被破坏严重，存在崩塌灾害隐患。 

2、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Ⅱ） 

较严重区面积共计 170.00 平方千米，主要地质环境问题为露天

采场没有按台阶式开采方式开采，边坡角过大，边坡不稳，极易发生

崩塌灾害；剥废及加工矿石的尾料无序排放；环境破坏较严重，粉尘

污染突出。 

3、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一般区（Ⅲ）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一般区面积为 1073.06 平方千米。区内矿山零

散分布，多数为露天开采，开采规模较小。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主要表

现为露天采场轻微破坏地形地貌景观。 

（四）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成效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制度建设不断加强 

禹州市依据《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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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灾害防治条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基本法律法规，结合

禹州市的实际情况，先后制定了矿产资源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废弃矿井治理规划等一系列规划及全面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基金制度，为加强禹州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制度保证，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逐步有章可循。 

2、宣传与教育活动卓有成效 

市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宣传与教育活动，

增强了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充分认识到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其自身

安全健康的重要性，调动矿业权人、公众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参

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 

3、落实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 

市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

则，督促生产企业按照要求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企业根据方案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费用计入相关资产的入

账成本，在预计开采年限内按照产量比例等方法摊销，计入生产成本，

基金由企业自主使用，专款专用，从而为矿山地质环境的常态修复积

累了保障资金。 

4、扎实推进石灰岩矿山资源整合 

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集约高效，规模开发”要求，扎实

推进石灰岩矿山资源整合工作，结合当地矿产资源分布情况及开发管

理实际，确定了科学严格的准入标准，要求一个矿区只能保留一套生

产系统，且企业最低开采规模不得低于 50 万吨/年。截至 2015 年，

禹州市石灰岩矿山采矿权累计批复整合单元 45 个，企业总数在原有

基础上压缩了 80%以上。矿产资源开发布局进一步优化，大矿小开、

越界开采、破坏环境、矿业权交叉重叠等历史遗留问题基本上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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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矿山安全状况和生态环境进一步得到了改善。 

5、有序推进废弃矿山生态恢复治理 

禹州市境内共有历史遗留废弃矿井（坑）140 余个，且大多是计

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无治理责任主体的关闭矿井。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

在搞好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加强沟通协调，围绕矿山生态修复主题，

积极探索研究相关政策，因地制宜制订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

方案。2006 年以来，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资金 3650 万元，组织实施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地面塌陷治理工程 25 个，通过废渣清理回填、削

坡、土地平整、植树种草等工程措施，累计恢复耕地 1260 亩，增加

林地 400 亩，绿化坡地 150 余亩，植树 87840 余株，使矿区内绿色植

被覆盖率平均增加 8%以上，有效消除了一部分矿山开采引发的地质

灾害隐患，增加了有效耕地和植被面积，改善了生态环境。 

（五）矿山地质环境发展趋势 

1、《禹州市石灰岩矿山企业整治验收实施方案》明确了全市石灰

岩矿山企业整治提升任务和验收标准，特别把矿山地质环境生态恢复

与治理摆在首要位置，露天开采矿山引发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将有所

减轻。 

2、随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不断优化调整，一些规模小、安

全隐患差的矿山将被关闭，矿山总数将会减少，矿山破坏和占用土地

面积也会减少。 

3、随着市政府对闭坑无主矿山及历史遗留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高度重视，逐渐加大对废弃矿山的治理力度，矿山地质环境趋于改善。 

4、随着平原地区煤矿大规模开采，井下采煤将引发采空塌陷面

积进一步增加，对土地资源对影响与破坏也将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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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以“停产整治、

关闭取缔、优化重组、生态修复、统一标准、督查验收”为主要手段，

对全市范围内所有露天矿山开展综合整治工作，实现露天矿山开采秩

序明显好转，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按照循环经济理念，达到开发与保

护良性循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绿色矿山，实现矿业开发与

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二）基本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矿山地质环境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关系到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因此把“三区两线”周边范围

内突出矿山地质环境恶劣、危及人民的生存的区域作为治理的重点。 

2、坚持“谁破坏、谁治理；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坚持“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落实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

金制度，明确采矿权人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的责任和义务。坚

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机制，充分发挥政

府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中组织、协调、管理和监督的作用，

通过提供良好的治理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提高社会投资的积极性。 

3、坚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的原则 

以“三区两线”为重点，统筹安排治理工程，全面推进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创建“绿色矿山”和废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示

范工程。从实际出发，优先抓好重点治理区内的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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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渐进，制定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开展的先后次序，避免资源浪

费，确保治理目标顺利实现。 

4、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 

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分类保护、分类治理。持证矿山的生

态环境恢复治理工作由企业负责，无证矿山由市政府负责恢复治理，

因地制宜，因矿而异，“一矿一策”制定整治修复内容和标准，对全

市所有石灰岩矿山及矿区范围内的边角、废地、废坑等进行平整修复，

实现矿区“一眼净，一眼绿”。 

5、坚持与相关规划相结合的原则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的目标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旅游规划、农林规划等紧密街接，对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和治理工程的实施、管理及收益过程中的责、权、利进行统筹

考虑并合理安排相关环节，降低矿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三）目标任务 

1、总体目标 

查清矿山地质环境状况，突出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得到基本治

理。扎实推进石灰岩矿山资源整合，建成 4 个绿色矿山。生产矿山实

行边开采边治理，到 2020 年，“三区两线”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率不低于 75%，其他区域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不低于

45%，改善全市矿山地质环境质量现状。 

2、2016—2017 年规划主要目标 

（1）建立健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责任制，把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治理任务纳入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年度工作目标和考核内容，

促进矿业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2）完成境内所有在建及生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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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编制、审查工作，做到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矿产资源开采活动同步

进行。 

3、2018 年规划主要目标 

（1）全面查清露天矿山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现状及

责任主体灭失露天矿山和采矿废石废渣情况，逐矿逐项统计汇总分

析，按照“一矿一策”的要求制定整治方案，实行清查整治台账管理。

对第三轮矿产资源规划中露天矿山开采区划布局进行再优化、再调

整，严格控制整合矿山总量。 

（2）对证照齐全，但没有严格按照国土、环保、水利、安监等

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管理要求和相关方案设计实施开采、治理

和保护，特别是污染治理不规范、排放不达标的露天矿山，要立即实

施停产整治。 

4、2019 年规划主要目标 

（1）2019 年 1 月底前公布停产整治露天矿山名单。 

（2）加大采矿废石废渣等固体废弃物的治理工作，对废石废渣

治理实行台账管理。短期内无法综合利用的废石废渣，特别是煤矸石

山，要加大监控和防护力度，开展环境影响和安全评估，采取有力措

施防止产生环境污染、土地损毁和安全隐患等问题。 

（3）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非法露天开采矿山取缔工作。 

（4）完成 72 处废弃矿山治理工作。 

5、2020 年规划主要目标 

（1）露天矿山全面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三率”指标和 “三

废”排放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矿山扬尘得到有效抑制。 

（2）全面完成污染治理不规范、排放不达标的露天矿山的整治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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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月底前完成非法露天开采矿山关闭工作，使矿区地质环

境得到明显改善。 

（4）完成 52 处废弃矿山治理工作，建成 4 个绿色矿山。 

（5）“三区两线”范围内责任主体灭失露天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恢复率达到 75%以上，其他区域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不低于

45%。 

4、主要任务 

（1）完善法规，健全制度 

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東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进一步规范矿业活动，使矿业开发和环境保护工作相协调。

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和矿山地质环境统计报表制度。 

（2）加强监督管理 

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

加强矿山地质环境监督管理。调整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和布

局，鼓励组建大中型矿山企业，大幅压缩小型矿山数量，力争通过整

治，改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难的问题。特别是煤矸石山，要加大监控

和防护力度，开展环境影响和安全评估，采取有力措施防止产生环境

污染、土地损毁和安全隐患等问题。 

（3）加强矿山地质环境调查 

开展禹州市 1：5 万矿山地质环境补充调查工作，查明生产、废

弃、政策性关闭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类型、分布、规模及危害程度，

为矿山地质环境管理提供基础依据。 

重点开展禹州市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专项调查，尤其是

“三区两线”可视范围内，详细查明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对

危害程度和影响进行评估，对其治理的措施和可行性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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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遗留矿山的地质环境治理工作提供依据，为逐步还清矿山地质

环境历史旧账奠定基础。 

（4）矿山地质环境监测 

按照各矿山“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提出的监测措

施，开展矿山企业的自主监测工作，建立或聘请专业监测队伍，定期

开展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对重点矿山加强监测，加密监测频率、增加

监测内容、加大对监测资料的核实力度。采矿权人定期将监测结果报

送相关主管部门，同时对监测结果予以公示，接受群众的监督，市政

府主管部门对监测结果进行不定期核查。 

（5）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按照“源头预防、过程控制、责任追究、损害赔偿”要求，严格

矿产资源开发准入条件。落实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生产

矿山必须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在风景名胜区和重

要水源地严禁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在生态环境脆弱区、地质灾害

易发区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避免地质灾害、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

破坏。 

（6）加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力度 

重点实施“三区两线”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生产矿山，

矿山企业为治理主体责任人，按照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

垦方案实施治理。 

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以恢复性治理为主，开发性治理为辅。以

土地资源持续利用、生态有效恢复为目的，因地制宜采取不同治理措

施，结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进行适度开发，加强采矿废弃地的综合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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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分区 

（一）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分区 

矿山地质环境重点保护区主要包括旅游风景名胜区；城市饮用水

源地、重要河流、水利工程；重要交通干线两侧直观可视范围（平禹

铁路、郑石高速、永登高速两侧 1 千米范围）；城市中心区周围以及

《禹州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禁止开釆或限制开采的区域等，共划分

为 9 个矿山地质环境重点保护区，面积 245.16 平方千米（附表四）。 

禁止在矿山地质环境重点保护区开采矿产资源。对已在重点保护

区从事采矿活动的矿山予以限期关闭，并责令责任人制定矿山生态环

境恢复治理计划，经有关部门审查备案后，由责任人按计划开展矿山

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作；找不到责任人的，纳入地方矿山生态环境保

护与治理规划中实施。 

（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分区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区包括经济社会发展建设规划区域及矿产资

源重点开发区，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严重区，矿山地质环境问

题对当地人民生命财产构成威胁的区域，治理后综合效益明显的矿区

等。划分为 6 个矿山地质环境重点治理区和 4 个矿山地质环境一般治

理区。 

重点治理区总面积 226.88 平方千米，主要分布于禹州市的主要

煤矿区、铝土矿区和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区。包括朱阁—古城、方山—

鸠山、磨街—文殊一带小型煤矿矿区、梁北煤田、角子山建筑石料用

灰岩矿区等（附表五）。 

四、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部署 

（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部署原则 

禹州市矿山企业众多，开采历史长，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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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严重，恢复治理难度较大。本次部署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的原

则重点考虑“三区两线”可视范围内责任人灭失的矿山，按照轻重缓

急的原则，优先选择急待治理且治理效果显著的矿山，成区连片部署

治理工程。 

（二）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规划期内成区连片共部署 4 个废弃矿山地质治理工程（附表六）。 

（1）禹州市无梁镇废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该项目位于禹州市无梁镇时楼村和寇庄村，包括 2 个废弃石料

厂，责任主体已灭失。治理区面积为 0.09 平方千米，设计治理资金

为 439.16 万元，资金来源为禹州市财政出资。规划实施阶段为 2019

年 1 月—12 月。 

（2）禹州市浅井镇彭花公路沿线废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该项目位于禹州市苌庄镇、浅井镇、无梁镇，包括 40 个废弃矿

山，治理区面积为 3.40 平方千米（其中三区两线”治理面积约 0.89

平方千米）。主要治理任务为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土地资源损毁，设

计治理资金为 4911.64 万元，资金来源以财政出资为主，吸引第三方

投资，规划实施阶段为 2019 年 1 月—12 月。 

（3）禹州市大鸿寨风景区东侧废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该项目位于禹州市鸠山镇、文殊镇，包括 30 个废弃矿山，治理

区面积为 0.57 平方千米（其中三区两线”治理面积约 0.23 平方千米）。

主要治理任务为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土地资源损毁，设计治理资金为

1774.26 万元，资金来源以财政出资为主，吸引第三方投资，规划实

施阶段为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 

（4）禹州市神垕镇、鸿畅镇周边废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该项目位于禹州市神垕镇、鸿畅镇，包括 52 个废弃矿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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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面积为 0.86 平方千米（其中三区两线”治理面积约 0.65 平方千米）。

主要治理任务为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土地资源损毁，设计治理资金为

1968.43 万元，资金来源以财政出资为主，吸引第三方投资，规划实

施阶段为 2020 年 1 月—12 月。 

禹州市“三区两线”历史遗留矿山破坏地质环境面积共计 2.44

平方千米，治理矿山地质环境破坏面积共计 1.86 平方千米，治理率

达到 76.2％；其他区域历史遗留矿山破坏地质环境面积共计 5.64 平

方千米，治理面积共计 3.06 平方千米，治理率达到 54.3％。 

（三）绿色矿山建设 

加强灰岩矿绿色矿山建设，建成禹州市国泰建材有限公司建筑石

料用灰岩矿、禹州市宜鑫建材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禹州市锦

信水泥有限公司磊磊石矿和禹州市隆锦矿业有限公司水泥用灰岩矿

四个绿色矿山。做到资源利用集约化、开采方式科学化、生产工艺环

保化、企业管理规范化和矿区环境优良化，实现矿山废弃物综合利用，

矿山粉尘有效防治，矿山环境显著改善。 

（四）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

发〔2017〕29 号），全面落实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矿山企业

将基金计入相关资产的入账成本，基金提取、使用及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的执行情况需列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

统，督促矿山企业认真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义务。 

矿山企业要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切实做好生

产矿山边开采边治理工作，强化矿产资源开采过程对地质环境的预防

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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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一）投资估算 

规划期总费用为 9403.49 万元，其中，组织管理费用 60 万元，

矿山地质环境调查费用 150 万元；矿山地质环境监测费用 100 万元，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费用 9093.49 万元。 

（二）资金筹措 

1、组织管理费用 60 万元由禹州市财政出资，矿山地质环境调查

费用 150 万元由河南省财政出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费用 100 万元由

矿山企业出资。 

2、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费用 9093.49 万元，申请上级财政（包 

括许昌市财政、河南省财政、中央财政）出资，吸引第三方投资。 

3、责任人明确的生产矿山新产生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由责任

人承担，资金来源主要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 

六、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1、禹州市政府加强领导，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纳入禹州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矿山环境保护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

总体部署结合起来，真正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当作事关社会稳定和经

济发展的一件大事。建立矿山环境保护责任制，明确政府的领导责任

和采矿权人的保护与恢复治理责任，确保目标责任管理到位。强化政

府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制度，对各种矿业活动进行规划、

调整及监控，减少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促进矿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2、国土资源部门依据审批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对新建和生产矿山在建设、生产、闭坑全过程进行矿山生态环境保护

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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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保部门对煤矸石山开展环境影响和安全评估，采取有力措

施防止产生环境污染等问题。 

4、国土、环保等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

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矿山生态环境管理的长效机制，推进

矿山生态保护法制化及规范化建设。 

（二）技术保障 

1、加强矿山企业的自主监测，建立或委托专业监测队伍，定期

开展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对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进行及时防治。 

2、积极借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先进技术和经验，针对

不同区域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因地制宜，灵活运用新技术、新方法，

建设一批符合本地特点建设要求的绿色矿山示范工程。 

（三）资金保障 

1、积极争取国家、省级财政项目的立项，利用财政资金来完成

历史遗留矿山和政策性关闭矿山的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 

2、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督促矿业权人履

行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和土地复垦等义务。 

3、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吸引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废

弃矿山综合整治领域，推广开发式治理，这将是今后废弃矿山整治的

一个主要方式。建立合理的投资优惠政策和收益分配政策，吸引更多

企业进入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产业，构建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机

制，实现环境治理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环境效益的双赢。 

（四）加强宣传 

广泛深入地开展恢复生态环境重要性宣传，把政府主导与媒体参

与相结合，让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成为社会关注、领导关心、

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营造良好的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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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氛围。 

深入宣传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目标和意义，主动接受群众的监

督，通过宣传和表彰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先进典型，公开批露、处罚污

染环境的行为，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使全市生态环境得

到迅速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