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佩护可产资妞

服 务 与 监 督 并 重

高 春 旺

山西晋城市地质矿产局在基本实现矿业

秩序全面好转的情况下
,

及时把工作重点逐

步向统筹规划
、

合理开发
、

调整矿业结构
、

强

化监督管理方面转移
,

为地方经济上新台阶

服务
。

一
、

矿管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晋城市矿产资源丰富
,

素有
“

煤铁之乡
”

的雅 称
,

矿 业 总产值占全市工业 总产值 的

41
·

82 %
,

是晋城的一大支柱产业
。

煤炭资源

开发又是矿业的
“

重头戏
” ,

1 9 9 2 年原煤产量

3 0 0 。 多万吨
,

全市 70 %以上的财政收入来 自

煤炭企业
。

为了保证煤炭工业的健康发展
,

晋城市

地矿局及时调查
、

研究
、

论证了煤炭资源的保

证程度
。

针对到
“

九五
”

期间将有 4 15 座乡镇

煤矿资源枯竭
,

影响产量近 7 00 万吨的严峻

形势
,

市地矿局根据市经济发展布局
,

在晋城

市西部规划了若干大中型骨干煤矿
,

总生产

能力为 75 。 万吨 /年
。

目前
,

有的煤矿 已作前

期准备工作
,

有的已完成了精查勘探
,

有的今

年进行精查
。

加上其他方面的努力
,

至 2 0 0 0

年
,

全市煤炭工业可望形成 5 0 0 0 万吨的生产

只之力
。

为了使 乡镇煤矿走上规模经营的轨道
,

市地矿局向市政府提出了
“

改造一批
、

巩固一

批
、

联营一批
、

淘汰一批
”

的建议
。

改造
、

巩固

一批 乡镇矿
,

提高生产能力
,

提高采矿 回采

率
;对年产 3 万吨以下的矿井或每平方公里

有两个以上的矿井
,

要联营规模经营
;逐步淘

汰一批生产能力在 3 万 吨 /年 以下
、

资源枯

竭
、

资源浪费严重
、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

井
;对年产 3 万吨以下及个体煤矿不再批接

替资源
。

以促进乡镇煤矿向统筹规划
、

合理布

局
,

向适度的规模经济
、

集约化经营等方面转

变
。

针对乡镇煤矿所采的是 3 号煤层 (当地

的划分层序 )
,

后备资源不足
,

市地矿局制定

了
“

晋城市乡镇煤矿资源划分和管理的暂行

规定
” ,

统筹规划 3 号煤层下部的 9 号
、

15 号

煤层的开发
,

以实现 3 号煤层与 9
一

号
、

15 号

煤层的配采
。

另外
,

市地矿局还对其他矿产进行规划
。

为晋城市的钢铁企业
、

化工企业
、

建材企业解

决铁矿石基地
、

硫铁矿资源及水泥灰岩产地
。

今年组织 召开全市非煤矿产资源信息发布

会
,

主动为企业服务
。

开采矿产资源管理条例 》 (讨论稿 )
,

使其涵盖

外商投资矿业所涉及的所有主要问题
。

同时
,

立即着手起草标准矿产投资协议 (合同 )
,

通

过 标准矿产协议 (合同 ) 对矿产投资者的权

利
、

义务
、

责任等作详细规定
,

使之成为矿业

法规的补充
。

其次
,

在 《条例 》和标准矿产协议

(合同 )的施行中
,

不断总结经验
,

逐步修改和

完善矿产资源法规
,

使之接近国际惯例
,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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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范围内的统一的管理所有矿产勘查
、

开

采者行为的唯一法律
。

值得指出的是
,

上述的现代矿业立法的

8 条准则 同样适用于标准矿产协议 (合同 )
。

标准协议 (合同 )的起草可以借鉴印度尼西亚
“

工作合同
”

和我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
“

标准

合同
”

的经验
。

(地矿部矿产开发管理局 )



根据地矿部关于地方财政合理分担部分

地质勘探费的意见
,

并为改变晋城市重煤炭

生产的单一矿业结构
,

市地矿局多次向市政

府建议
,

争取地方筹措资金
,

有计划地开展地

质勘查工作
。

1 9 9 1 年市政府投资 1 00 万元
,

完成 2 个铁矿 区的普查详查
,

3 个铝土矿 区

的普查
,

并由省地矿局
、

省储委进行了评审
;

1 9 9 2 年又筹集 2 70 万元对 2 个煤矿 区进行

精查勘探
;
今年筹资进行石灰岩勘查

、

多金属

矿产调查
。

有计划地开发新矿种
,

调整矿业结

构
,

逐步形成勘查一批
、

开发一批
、

再勘查一

批
、

再开发一批的良性循环
,

使资源转化为商

品以获取 良好的经济效益
。

二
、

有效监督在于其抓实干

为了合理利用
、

有效保护矿产资源
,

市地

矿局积极采取措施
,

提高资源利用水平
。

依据

煤层赋存特征
、

地质条件
,

努力推进乡镇煤矿

采煤方法的革新
,

提高采矿回采率
。

如阳城沟

煤矿采用分层采煤法后
,

采矿回采率由不足

2 0 %提高到 65 %
,

矿井服务年限 由不足 10

年延长到 30 年
。

市地矿局经过几年的实践
,

探索出一条有效提高乡镇煤矿资源回收率
,

具有严格考核指标的管理办法
,

即资源储量

块段管理办法
。

这个办法是依据矿山的生产

任务
、

采掘部署及主管部门下达的
“

三率
”

指

标
,

市地矿局在矿山开采范围内
,

下达动用储

量指标
,

并进行监督
。

这一办法在 72 座 乡镇

煤矿进行试点
, 1 9 91 年与 1 9 90 年相比

:

产量

提高 9
.

1%
,

开采面积降低 12
.

7%
,

动用储量

减少 22
.

9%
,

回采率提高 n 个百分点
,

有效

地保护 了矿产资源
,

提高了矿 山企业的资源

保护意识
,

促进了监督管理工作的规范化
、

科

学化
、

制度化
。

市地矿局利用约束机制
,

促进矿山企业

自整自治
。

晋城市实行了矿管部门与矿山企

业签订
“

资源保护责任书
”

的制度 ;晋城市地

矿局与所辖的县地矿局签订
“

整顿矿业秩序

目标管理责任书
”
的制度

;
市政府与市地矿局

签订了
“
目标管理责任书

” ,

层层建立约束机

制
,

促进了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
。

市地矿局组织建立矿
、

乡协作区
,

实现矿

业秩序的自整 自治
。

建立矿
、

乡协作区
,

既维

护国营矿山的主体地位
,

积极扶持和帮助乡

镇矿的健康发展
,

又解决 了乡镇集体
、

个体矿

进入国营矿区违法采矿问题
。

强化了乡镇政

府对本辖区内矿 山的监督管理
,

有效地制止

了乱采滥挖
。

达到了相互支持
、

相互帮助
、

相

互监督
、

相互检查
,

实现矿业 秩序的自整 自

治

通过年检促进依法办矿
、

科学采矿
。

一方

面宣传矿产资源法规
,

另一方面对矿产储量

实施动态的定量化管理
,

促进了矿 山企业提

高采矿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

为了保持良好的矿业秩序
,

需要创造 良

好的法制环境
。

无证私开
、

越界 (层 )开采等各

种违法采矿活动
,

时常还会发生
。

为此
,

晋城

市政府制定了
“

关于坚持取缔无证 (私开 )煤

矿
,

清理越界
、

越层开采的暂行办法
” ,

成立了

以
「

市地矿局牵头
、

有关部门配合的
“

取缔私开

矿
.

领导小组
” ,

建立 了举报制度
、

现场处理制

度
、

乡 (镇 ) 长村长负责制度
、

违法处罚制度

… …等
,

对违法 采矿 活动及 时发现
、

及时处

理
,

实现了全市矿业秩序的全面好转
。

虽然晋城市地矿局在矿产资源监督管理

方面
、

为经济建设服务作了一些工作
,

但与地

矿主管部门的四项政府职能全面到位还有距

离
,

今后将在地矿部
、

省地矿局及晋城市委
、

市政府领导下
,

努力拼搏
、

搞好服务
,

为晋城

市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而奋斗
。

(山 西 晋城市地犷局 )

·

新书介绍
·

《大型铜矿地质与找矿》将由冶金工业出

版社出版
。

该书对世界六大类型铜矿的时空

分布
、

矿床特征
、

成因模式及找矿评价标志展

开了论述
,

着重讨论了中国 1 6 个大型铜矿集

中区的成矿条件 和潜力
,

对矿床学的一些理

论进行了较深程度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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