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厂

工种的比例
,

要符合地质工作规律
,

并适应找矿难度越来越大的形势
。

要进一步研究技术结
」

构的合理比例
,

及时调整
,

以适应地质工作发展的需要
。

当前
,

要使物探
、

化探的投资比例

增加到占地勘费总额的 7 %
,

特别要加强探化工作
。

要通过改革
,

采取跨地区招标承包
、

联
,

合工作方式
,

增强地质队伍的机动性
,

把队伍部署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

5
.

科研工作要与地质工作布局相适应

科研工作要为地质勘查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储备
。

( l) 合理安排基础
、

应用和开发

}研究
。

把 90 %左右的科研力量和经费投入近期有效益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
,

集中力量解决一

犷批重大的综合性地质科技问题
。

把 10 %左右的科研力量和经费投人基础研究和某些周期较长

的应用研究
,
加强地质理论和技术的储备

; ( 2) 矿产资源研究要把能源矿产地质放在首位
,

加强

天然气地质的研究
。

固体矿产中要加强贵金属
、

非金属和部分有色金属矿产地质的研究
。

在
·

卜

大力开展成矿规律和隐伏矿床预测研究的同时
,

开展资源开发应用和综合 (回收 ) 利用的研
,

究
,

特别是非金属矿产利用技术的开发研究
; ( 3 )在技术方法研究方面

,

要加 强常规技术的

应用开发
,

同时重视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

做好技术储备
; ( 4 )要积极开展在改革

、

开放

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
,

提高以地质技术经济和管理科学的研究
,

提高软科学研究的

比重
,

促进地质工作宏观决策科学化
, ( 5 )要在抓好国家和部重点攻关项 目的同时

,

努力推

进地质
“

星火计划
”
的实施

,

安排好一般地质科技项 目
。

部
要加强调查研究

、

宏观指导和组织协调
,

进一步完善宏观地质工作布局
。

各省局要

坚持调查和研究经济
、

社会发展对地质工作的需要
,

把建设需要与成矿地质条件的可能以及

人财物的可能更好地结合起来
,

从各省区的实际情况出发
,

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区的工作布

局
,

统筹全面安排好本地区
“

七五
”

地质工作项 目
。

各地勘单位要 处 理 好 当前与长远的关

系
,

适应地质工作布局的要求
,

制定好本单位的计划
,

并认真组织实施
。

r ~
套

·

短评
·

完善地质工作布局是个带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大问题
,

直接关系到地质找矿效果和

地质工作的经济
、

社会效益
。

朱训 同志报告中提出的完善地质工作布局的原则
、

方针

和要求
,

各局都必须遵循
。

报告中还提 出了各部类地质工作之间的重大比例关系
,

这

是根据地质工作在以往几个五年计划 中的实际执行情况
,

并考虑到今后的发展而提出

来的
,

是从部的角度进行宏观控制的一系列重要指标
。

它体现了宏观需要
。

我们每一

个地区
、

每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从宏观地质工作布局的要求出发
,

明确加强哪些
,

保证哪些
,

控制哪些
,

以利于协调发展
。

各局也必须根据宏 观 布 局 的要求
,

结合各

省
、

各地的实际
,

进一步搞好本省
、

本地地质工作布局
,

确定各部类地质工作的结构

比例
。

大多数省局的基础地质和广义环境地质工作投资的比例
,

大体上要与部里的要

求相近
,

这样才能基本保持总体的平衡
,

当然东
、

中
、

西三大经济 地 带 可 以略有不

同
。

至于矿产地质工作中各矿种的比例则应根据实际情况
,

各地可以而且应 当有所差

别
。

但从整个地矿系统来看
,

应大体上保持合理的比例
,

以全面适应各方面的需要
。

因此
,

从地质矿产部来说
,

应该加强分类指导 ; 各省局 要 顾 全 大局
,

既要从实际出

又必须接受宏观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