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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一种
重要物质基础，是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重
要保证。对此，要牢固树立节约集约的矿产
资源观，坚持走可持续发展战略，确保矿业
经济得到长远的发展，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
更加坚实的资源保障。

我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矿产资源丰
富，现已发现矿种40种，探明有储量矿种19
种。经2017年度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数据统
计，目前全市合法有效矿山共104家，包括
煤炭、铁矿、稀土、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用
灰岩、建筑用花岗岩、矿泉水等11种矿产。
其中：煤炭资源集中分布于中、西部平原地
区，全市累计查明煤炭资源储量151.58亿
吨，全市含煤面积达3920平方千米。微山
县稀土矿区是全国发现的三大轻稀土基地
之一，为轻稀土资源的典型代表。

近年来，市国土资源局坚持把加强矿产
资源开发监督管理、维护良好矿业秩序，作
为关系全市科学发展、事关全市大局的战略
任务，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不断提高矿产资
源开发管理水平。

建立健全矿产资源开发监管长效机
制。落实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制
度。通过下发通知、异常名录管理、实地核
查等形式，落实矿业权人责任，形成政府监
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信用约束的新格
局。抓好矿产督察工作。建立了督察员制
度，完善督察方案，落实督察任务，强化对矿
产企业的日常监督管理。专门印发《关于认
真做好矿产督察工作的通知》《济宁市矿产
督察工作实施细则》，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加强矿业权管理。在采矿权管理方面，

从办理程序、申报资料、履行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恢复和土地复垦义务等方面进行了全
面规范，严格审查把关，简化审批环节。全
面加强矿产资源储量管理，深入开展中心城
区城市建设压覆煤炭资源调查工作，为规划
选址、处理资源压覆问题提供了较为科学的
地质依据。开展济宁市城市规划区煤炭资
源采空区地质调查及稳定性评估、济宁市建
筑用地砂开发可行性研究调查，目前两项目
已全面开展。开展煤矿超层越界开采专项
检查整治行动。与市煤炭局、鲁西煤监分局
抽调人员组成执法督查组，开展了煤矿超层
越界开采监督检查，对无证开采、关闭煤矿
死灰复燃、以探代采煤炭资源等违法行为进
行查处。着力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将开展百
日攻坚行动和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行动与
打非治违、矿产督察、卫片执法检查、科技管
矿等专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确保工作取得
实效。全力推进科技管矿工作。对24家省
属煤矿、26家市属煤矿，实施了“科技管矿
三维建模及系统接入项目”，开展了信息采
集、模块对接及系统接入等工作。

强力推进露天非煤矿山综合整治。制
定出台规章制度。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非
煤矿山监管建设绿色矿山的意见》《济宁市
露天非煤矿山管理办法》《济宁市露天非煤
矿山管理责任分工》《济宁市露天非煤矿山
综合验收导则》等一系列文件，对露天非煤
矿山开发利用遵循的原则、出让程序、开采
要求、监督管理等做出详细规定，进一步提
高非煤矿山开发利用和监管的针对性、可操
作性。严格把控矿山准入门槛。按照市政
府文件规定，今后新建、改建、扩建、整合的

建筑用石材的露天非煤矿山生产规模不低
于100万立方/年，饰面用石材的露天非煤
矿山生产规模不低于60万立方/年，水泥用
灰岩的露天非煤矿山生产规模不低于100
万立方/年，确保我市露天开采矿山建设水
平持续提高。加大矿山关闭整合力度。对
于不符合安全生产、资源开发、环境整治、林
业砍伐等法律规定，处于“三区两线”可视范
围内、存在一个矿区多个开采主体、生产规
模、安全距离达不到标准等情形的露天开采
矿山企业，必须按要求进行整改。通过实施
整治，全市露天非煤矿山数量减少至48家，
露天矿山开采“小”“散”“乱”现象得到一定
的遏制。全面实施信息化平台监管。将科
技管矿建设中的露天开采矿山远程监控系
统与大气污染二级监管平台紧密结合，在完
成视频、产量、预警等监控的基础上，加装矿
山大气污染监控设备（PM10），实现资源开
发和大气监测数据的采集、传输、控制、报警
等功能的综合管理。

全力做好国土资源领域大气污染治理
工作。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大气污染防治
的决策部署，以非煤矿产资源开采的扬尘污
染防治监管为核心，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铁
腕施策、重拳出击，全力整治国土资源领域
大气污染问题，不断推进全市空气质量改善
提升。印发了《全市国土资源领域冬季封土
行动方案》《济宁市露天非煤矿山企业大宗
物料错峰运输方案的通知》《全市国土资源
领域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济宁市国土资
源领域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七步法”工作
手册》等一系列文件，密切分工，强化督导，
狠抓环保突出问题整治。扎实开展督导巡

查。市、县多次组织国土、环保、安监等部门
成立督查组，围绕建立领导机构、规范化管
理台账、“一矿一案”编制整改落实、违法开
采等方面，对全市范围内的露天非煤矿山企
业开展动态巡查，全市共查处违法企业7
家，有效震慑和制止了各类违法开采行为，
推动了矿山整治工作顺利实施。开展重污
染天气应急。根据市统一部署，去年以来开
展了重污染天气应急数十次，督导巡查各县
（市、区）落实应急措施上百次，国土资源领
域大气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积极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按
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严格落实矿山企
业治理和监测主体责任，督促矿山企业建立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网络，实施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工程，市、县两级国土资源部门对采矿人
履行义务情况进行定期检查，不断加大失信
惩戒力度。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在
矿山修复奖励、基础设施建设配套、税收费用
分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矿区群众社会保
障、土地占补平衡指标使用等方面出台一系
列优惠政策，吸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废弃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对治理责任主体灭失
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采取向上级财政争取、
地方财政配套的方式，整合各类涉农、涉矿等
资金投入，集中推进、重点突破。

下步工作中，全市国土资源系统将继续
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深化矿产资源开发管理
工作，努力提升矿政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
平。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更加合理保护和
珍惜矿产资源，更加科学开发利用矿产资
源，努力实现经济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 济宁市国土资源局

合理利用矿产资源
促进矿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市科学推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工作

行业观察

“珍惜资源爱我国土”征文作品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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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按照“试
点 先 行 、以 点 带
面”的原则，鼓励
支持矿山企业大
力 实 施 技 术 体
系、产业模式、运
营 方 式 创 新 ，积
极推动全域绿色
矿 山 建 设 ，形 成
符合生态文明建
设要求的矿业发
展新模式和新格
局。

近年来，邹城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创建绿色矿山为目
标，积极开展非煤矿山综合整治，狠抓“治
乱”，突出“治散”，着重“治本”，加大环境保护
力度，努力打造蓝天碧水新常态。

决则必行开好局，谋定后动起好步
2014年以来，邹城市坚持资源开发与环

境保护协调发展，以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为引
领，组织国土、环保、安监等部门和矿山企业，
多次赴山东淄博、浙江湖州、河南安阳等地学
习；认真开展调查摸底、走访调研、集体会审、
专家论证等工作，制定出台了《邹城市非煤矿
山企业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非煤
矿山整治方向，坚定了走绿色矿山道路。

攻坚克难筑基石，真抓实干促实效
加大整治力度，将原有的 53家非煤矿

山企业，关闭取缔 18家，剩余 35家整合为
17家，促进了矿产资源开采的规模化、集约
化，有效解决了以往小、散、乱、污问题。加
大监管力度，成立领导小组，分组包保，采
取日常检查、夜间巡查和重点排查等方式，
全力推动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大气污染防治
等工作深入开展；投资300余万元，健全完
善科技管矿监管平台，接入企业12家，安装
监控设备51个，实时视频监控矿山生产经
营情况。投入资金2500余万元，治理面积
600余亩，种植各类苗木2万余株，播撒草种
200余亩，加大废弃矿山、破损山体恢复治
理。加快绿色矿山创建，企业累计投入资金
3亿余元，升级改造喷淋收尘车间26座，拉
设防尘网 2.6 万平方米，配备洒水车、雾炮
等环保设施 150 余台座，硬化运输道路 30
余公里，矿区绿化 200 余亩，实现了生产、
存放、运输等环节无尘化，扬尘问题得到有

效解决，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群众满意度不
断提升。

砥砺前行谋发展，凝心聚力谱新篇
处处山峰竞风流，喜看山峦换新颜。在

巩固治理成果的基础上，邹城市不断推进矿
产资源扩规、控点、聚集、生态，着力做好矿
政管理“加减乘除”。资源整合上做加法，一
个山体一个开采主体，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兼并重组上做减法，不断缩减矿山企业
数量，全市留存非煤矿山企业6家；创新升
级上做乘法，引进和指导企业对现有生产工
艺进行技术创新和升级改造，提升行业安全
环保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提升附加值；恢复
治理上做除法，加大地质生态环境修复，全
力打造绿色矿山，实现矿业经济和生态环境
协调发展。

通讯员 时晓东 时帅旗

综合治理提升综合治理提升助推绿色发展助推绿色发展
———邹城市扎实推进非煤矿产管理—邹城市扎实推进非煤矿产管理

泗水县矿产资源较丰富，共发
现各类矿产26种，已探明储量的矿
产有12种，水泥灰岩、花岗岩、陶
土、矿泉水、高岭土为优势矿产。为
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
关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决策
部署，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根据中央、省、市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要求，县委县政府坚持
环境问题导向，以大气污染防治为
抓手，全力推进露天非煤矿山开采
专项整治工作。

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县委、县
政府先后召开县委常委会、县政府
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露天非煤矿山
监管和非煤矿山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研究制定了《泗水县矿产资源开
采监管工作方案》、《泗水县非煤矿
山开采有序退出工作方案》、《泗水
县2017－2020年非煤矿山开采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关于加强非煤
矿山监管建设绿色矿山的意见》等
文件，成立泗水县非煤矿山开采专
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联席
会议制度，明确了治理整顿的目标、
任务和具体措施，切实把露天非煤
矿山整治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责任
扛在肩上，落实到行动上。

动态巡查，长效监管。建立完
善了县级领导定期督导检查、县国
土资源局领导班子带班巡查制度，
重点开展夜间执法检查，实行国土
资源科技管矿监管平台24小时实
时监管，做到了违法违规采矿行为
及时发现、及时制止。持续开展了
矿产资源集中专项整治行动，共制
止偷采盗挖行为52起，扣押挖掘
机、矿车等采矿设备104台次，罚
款66.1万元。对矿产资源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重拳打击，严肃追究非
法采矿人员的行政刑事责任，治安
处罚6人，刑事处理28人，彻底割
断了矿产资源非法开采加工销售
利益链条。通过整治，全县露天非
煤矿山企业数量减少到9家，矿产
资源管理秩序得到明显改善。

明确重点，集中整治。按照《济
宁市露天非煤矿山开采行业大气污
染治理技术导则》要求，加强了露天
非煤矿山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的督导
整改，硬化矿区路面99350平方米，
安装防风抑尘网93440平方米，购
置洒水车11辆，雾炮36台，遮盖堆
料场468500平方米，基本做到了防
尘降尘设备全覆盖，矿区环境发生
明显改变。先后实施了泗水县简家
庄废弃石灰岩矿区矿山复绿项目、
柘沟镇曾家庄废弃花岗岩矿区矿山
复绿项目，较好地改善废弃矿区生
态环境。实行矿地结合，编制了泗
水县金庄镇马头山废弃矿区土地整
治方案，探索开采治理与生态修复
一体化模式，创新废弃矿区恢复治
理方式。 通讯员 王鲁林

泗水县

打赢矿产资源
专项整治攻坚战

走进济宁矿业集团阳城煤电，只见亭台楼榭、小桥流水、游
鱼满池，其“花园式矿区”的美誉可谓名副其实。近几年，该矿
的环境变美了，空气也更加清新了。这得益于企业始终将“绿
色”的概念贯穿于矿区开发的全过程。

早在2004年春天，阳城煤电就拉开了煤电联合发展的序
幕。在这里，煤矿和电厂同处一个园区，双方的产品、副产品互
为原料，相互利用，以坑口煤矿生产的低热值煤为原料，以城市
再生水为主要水源进行综合利用发电。阳城煤电“多产业共
生”的坑口电厂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去年入选山东省循环经济模
式典型案例。这种产品结构模式不仅有效降低了物耗，也实现
了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随着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市场对传统能源的需求不断变
化，原煤精洗成为煤企开拓市场的增长点。然而洗煤产生的中
煤、煤矸石、煤泥等副产品由于热值低，对外销售一直是个难
题。阳城煤矿通过技术改造提高资源回收率，再加上阳城电厂
是坑口电厂，不需要大型车辆往返运输燃料，有效减少了道路
粉尘和车辆排放污染。据了解，阳城电厂每年要利用煤矸石、
煤泥、洗综煤等90万吨，可以减少大约3万辆车次的运输。

在燃煤发电方面，阳城电厂冷却塔每年需要大量冷却水，如
果全部利用地下水或者地表水，不仅成本高，而且还会对附近的
水资源造成很大破坏。目前，其电厂主要用水是汶上县污水处
理厂处理后的中水，这样既降低了企业成本，又减少了COD的排
放，既为企业增加了效益，又减少了地下水开采。阳城电厂每年
可消耗城市再生水360万立方米，煤炭燃烧后的粉尘灰和炉渣等
副产品还可以销售给相关企业进行水泥或新型建材制造，形成
了一个“煤——电——热——建材”多产业共生的循环发展。

2018年元旦前夕，济宁矿业集团阳城煤电至汶上县城区供
热工程、阳城煤电至汶上精细化工园供气工程双双运行启动，
受到当地政府和百姓的一致称赞。该公司供热供气工程启动
运行后，每年可减少燃煤消耗10万吨，减少天然气消耗1500万
立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1.3万吨、二氧化硫排放890吨、氮氧
化物排放740吨，为保障当地民生工程、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
改善城区环境空气质量做出积极贡献。 通讯员 王传钧

济矿集团阳城煤电
循环经济助力生态建设

近年来，山东能源枣矿集团积极顺应新旧动能转换的新要
求和百年国企转型发展的新需要，大力推进战略转移、战略转
产、战略转型，构建了“以煤为基、适度多元，稳内拓外、转型发
展”的战略格局，打造了煤炭、煤焦化工、热电联产、橡胶化工、
物流贸易、资本运作等多元发展架构，推动企业呈现出全面、稳
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态势。

在矿产资源开发中，枣矿集团坚持科学发展理念，积极引
进先进技术与设备，提高设备升级，优化采场设计，提倡沿空留
巷、充填开采、无煤柱开采，建设智能型大采高工作面。优化资
源配置和不同煤层配采，加强边角煤柱回收，实现不规则工作
面开采，减少综放工作面，提倡一次采全高。加强资源管理，多
措并举，提高了资源回收率，保证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基础上提
高资源回收率三到五个百分点。在环境保护中，坚持打造绿色
矿山。不断加大环保资金投入，确保矿井水处理后达到《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的Ⅲ类标准。努力控制和提高大气排放质
量，实现矿区电厂排放气体达到国家和省政府规定的标准。杜
绝矸石污染源头，实现全部煤矿井下矸石不上井。积极完善地
面煤仓封闭，安装冲车系统，布置固定和移动空气净化和喷水
设施，减少空气污染，还矿山青山绿水。在采煤塌陷地治理中，
按照“统筹规划、总体推进、逐步完成”的治理原则，不断完善治
理方案，提高治理资金投入，保证治理质量。 通讯员 张安兴

推进战略转型
还枣矿青山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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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城市非煤矿山企业先进生产线▲蓝天白云下的兴隆庄煤矿

▶枣矿集团滨湖矿清洁无尘矿山

谁不希望自己的家园山青水绿、美景如画？
谁不希望呼吸到的空气更干净、更清新？
谁不希望我们的地球越来越美丽、环境越来越清新？
这些，以前对于煤矿人来说，是一种奢望！
曾几何时，一刮风，矿区煤尘飞扬，整得人灰头土脸，

从高处看，矗立在各个矿区的矸石山，就像贴在绿色大地
上的一块块黑色膏药。成为煤矿人心中抹不去的痛。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近年来，兖州煤业着力深化绿色低碳发展共识，坚持

绿色开采、清洁生产，不断探索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有
效对接，持续开展“环保提升年”行动，矿区及周边生态环
境得到有效改善。

经过治理，在矸石山及周边区域，已实现覆土绿化草
面覆盖。不仅有效控制了大风扬尘等现象，提升了矸石山
区域的绿化品质和杨树、柳树、雪松、大叶女贞等乔灌木的
成活率，还实现了初步美化。

推进“无尘化”矿井建设，建成矸石场防风抑尘墙、储
煤场地销智能管控系统，实现全封闭管理。完善了煤场冲
洗系统，铺设防风抑尘网,减少了污染源，矿区环境面貌处
处焕然一新，为广大职工提供了一个“绿、亮、清、美”的健
康生活环境。

实施“蓝天工程”，以发展洁净型煤、高效煤粉等清洁
煤炭产品为核心，实现高碳能源低碳化，有烟煤炭无烟化，
高硫煤炭低硫化，黑色煤炭清洁化，迈出了煤炭“清洁利
用、绿色发展”关键步伐。

2017年，兖州煤业以“绿色引领、品牌价值、绿色发展”
的优势荣膺2017中国最具影响力绿色企业品牌。

保护环境，打造绿色矿山
兖州煤业 尹君 秦婧

每年的4月22日被确定为世界地球日，旨在倡导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2018年世界地球日主题:珍惜自然资源 呵
护美丽国土——讲好我们的地球故事。

本期，济宁市国土资源局组织了系列关于我市科学推
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专稿。

2018年世界地球日
主题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