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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地处晋

西北边睡
,

具有优越的区域地质成

矿条件
,

形成了极其丰富的矿产资

源
,

以煤
、

戮土
、

石灰岩为主
,

是全

国重点产煤区 (县 )之一
。

全区含煤

面积达 36 1
.

9平方公里
,

探明地质

储量 121
.

36 亿吨
。

目前
,

全区除有

全国最大的安太堡露天煤矿外
,

还

有以煤矿为主的各类矿山企业 178

家
,

每年的矿业产值占到全区总产

值的 80 %以上
,

所以矿业发展已成

为全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支

柱产业
。

为了充分利用全区现有的

矿产资源
,

就必须依法进行矿产资

源管理
。

长期以来
,

我区不断强化

地矿管理职能
,

在贯彻实施 (矿产

资源法》 及其配套法规
,

合理开发

利用与保护矿产资源
,

维护矿产资

源国家所有权
,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

一
、

认真学习宣传 《矿产资源

法》

多年来
,

有些矿山企业和单位

由于对 (矿产资源法》学习不深
,

认

识不够
,

法制观念淡薄
,

缺乏矿产

资源忧患意识
。

针对这种情况
,

区

地矿行政管理部门采取多种形式
、

多种途径
,

大张旗鼓地宣传
、

学习

(矿产资源法》
。

通过一系列的宣

传
,

使各矿山从业人员及广大人民

群众的矿业法制观念明显增强
。

二
、

全面整顿矿业秩序

近年来
,

我区认真贯彻落实

省
、

市矿业秩序整顿的精神
,

充分

发挥地矿部门的职能优势
,

积极推

进矿业权管理改革
,

以实现
“

三无
”

为标准
,

取缔私开矿为重点
,

推动

矿山依法办矿
、

科学采矿为目的
,

地矿布于政管 裂笔

促进爱企济持续

口 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土地矿产局 蔚 鹏

加大治理整顿力度
。

为此
,

区政府

专门成立了地矿
、

煤管
、

公安等有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矿业秩序治

理整顿领导组
,

同时领导组与全区

8个产煤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签订了

责任状
,

层层分解任务
,

做到了头

头抓
、

抓头头
,

并将矿业秩序好坏

作为考核乡镇主要领导政绩的重

要指标
,

从而形成了上下联动
,

层

层负责
,

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

我区在矿业秩序整顿中
,

敢

抓
、

敢管
、

敢于碰硬
,

对待违法开

采行为
,

各级领导不询私情
、

秉公

执法
、

不畏艰难
、

坚持原则
,

并对

无证私开和不按规划开采的矿井

采取 自动关闭与强行炸毁相结

合
,

处罚与没收非法所得相结合

的方法
,

对私挖滥采的
“

钉子户
” 、

“

矿霸
”

依法进行了处理
,

严肃查

处越层越界开采行为
,

停产整顿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井
。

特

别是自去年以来
,

后东
、

安家岭一

带的一些矿山企业不顾附近村民

生命财产安全
,

只顾盲目生产
,

给

当地村民造成极大的威胁
。

对此
,

整顿矿业秩序领导组采取果断措

施
,

一举炸毁并封闭矿井 9处
,

行

政拘留 or 人
,

移送司法机关 1人
,

有效地遏制了热点矿区的不按规

划采掘
、

乱采滥挖的违法行为
。

同

时还对已经炸毁封闭的私开矿进

行不定期的巡回检查
,

做到彻底

铲除
,

防止死灰复燃
。

对擅自
“

回

潮
”

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同时还

对抗费拒费的矿山企业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
,

保证了国有收益的实

现
。

经过一段时间的彻底整顿
,

我

区在去年 9 月顺利通过了省政府

组织的检查验收
,

实现了矿业秩

序全面好转
。

在继续巩固整顿成

果的基础上又借国务院关井压产

这一强劲东风
,

对
“

回潮
”

矿井
、

以

非煤名义开采煤炭的腐肥矿
、

薪

土矿及因布局不合理造成资源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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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矿井 16 处
,

于今年 2月底前

进行炸毁和永久性封闭
,

这样
,

有

力地维护了正常的矿业秩序
,

为

我区实现矿业秩序根本好转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

三
、

不断加强矿政管理

几年来
,

地矿行政管理部门为

管好
、

用好矿产资源做了许多工

作
。

一是按照矿法有关规定
,

完善行

政执法程序
,

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

并全面公开办事制度
,

主动接受群

众监督
。

二是对全区持证的矿山企

业生产
、

开采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

整理
,

完成了矿山企业占用储量登

记工作任务
。

三是加强矿山档案管

理
,

真正做到一矿一档
,

一案一档
,

为依法管矿
、

科学办矿奠定了基

础
。

四是每年都要结合矿山年检对

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限
、

矿区范围
、

变更登记等情况进行认真核查
,

并

对各矿山的
“
三率

”

指标落实情况进

行通报
,

对回采率低的矿井
,

责令限

期整改
,

让各矿山严格按设计
、

开采

方案进行合理开采
,

以提高开采回

采率
。

对在年检中发现的违法开采

行为
,

依法严肃处理
。

四
、

科学合理利用矿产资源

1
.

坚持集团化与现代化并

重
。

我区从实际出发
,

积极鼓励
、

扶

持集体矿山走联合办矿的道路
,

引

导矿山企业从粗放经营向集约化

经营转变
。

煤炭开发按照
“

扶持
、

改造
、

整

顿
、

联合
、

提高
”

十字方针
,

我区已

成立了先达企业集团
、

宏达企业集

团
、

东易企业集团等三家大型集

团
,

每个企业集团以一个规模大
、

效益好的煤矿为龙头
,

带动 3个 -

5个设备落后
、

效益差的煤矿
,

施行

产
、

运
、

销统一管理
,

人
、

材
、

物统一

调度
,

强化内部管理
,

加强技术改

造
,

以销定产
、

适度开发
、

稳步增

产
,

提高资源利用水平
,

达到了联

营改造实现最佳经济效益的根本

目的
。

潘家窑煤矿
、

东梁煤矿
、

白堂

煤矿是三座乡镇集体煤矿
,

处于在

同一矿区内
,

各煤矿采矿规模小
,

资金不足
,

生产装备
、

开采方法落

后
,

破坏和浪费资源严重
。

针对这

种情况
,

我区决定将这三座乡镇煤

矿联合成潘家窑联营煤矿
,

集中了

有限的资金进行技术改造
,

实行正

规开采
,

提高资源利用水平
,

回采

率由建矿时的 巧%提高到目前的

印%
。

2
.

坚持走办大矿
、

保重点的道

路
。

根据
“

发展一批
、

保留一批
、

淘

汰一批
”

和正规化办大矿的指导思

想
,

在加强骨干矿井建设中
,

我区

选择了生产能力在 9万吨以上
、

煤

质优良
、

经营状况好
、

管理好
、

有发

展前景的矿井实行封闭式管理
。

对

这些重点煤矿一方面推行目标成

本管理
,

对经营状况实行九项考核

(产量
、

利润
、

上缴税费
、

安全
、

质

量
、

资产保值增值
、

采掘技术
、 “

三

率
”

考核
、

成本费用)
,

并在多方面

给予政策倾斜
,

制止任何单位和个

人到企业进行乱收费
、

乱摊派
、

乱

集资
。

仅此一项每年全区减支增收

叫O万元
,

实现扭亏增盈
。

另一方面

推行储量块段开采设计审批制度
,

切实加强全区矿产资源储量和
“

三

率
”

指标的考核管理
。

对那些资源

浪费严重
、

影响国有大矿正常生

产
、

布局不合理的小型煤矿一律予

以关闭
。

3
.

坚持矿产品深加工
,

实现资

源增值
。

我区不断加大资源型产业

发展力度
,

积极发展煤炭工业的后

续产业
,

搞好煤炭的深加工转化与

综合利用
。

我区首先发展煤炭洗选

业
,

在煤炭灰分小
、

可选性较强
、

水

源供给充足的陶村芦西矿区建成

了一座年洗选原煤 45 万吨的洗煤

厂
。

为了合理利用资源
,

提高产品

附加值
,

又利用洗选后的煤研石在

芦西建起了一座研石热电厂
。

五
、

预防地质灾害
,

加强环境

保护

积极开展地质灾害的调查
,

开

展预侧预报
,

对重点地质灾害隐患

地区进行专项调查
。

针对我区陶村

乡一些不合理开采的矿井
,

造成白

石崖村地表大面积塌陷
,

给人民生

命和生活环境造成极大危害
。

我区

专门组织调查组深人灾区调查摸

底
,

了解灾情
,

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

及时向上级汇报了受灾情况
,

并对

受灾村民进行了安置和帮助
,

同时

建立地质灾害情报网
,

不间断与上

级地矿等有关部门保持联系
,

使地

质灾害处于严密监控之中
,

有效地

降低了地质灾害的损失程度
。

另

外
,

我区在强化地质环境管理的同

时
,

更注重保护生态环境
。

严格要

求各矿山企业遵循
“

谁开采谁复

垦
”

的原则
,

避免山林
、

农田毁坏
。

安太堡露天煤矿把开采煤炭与保

护生态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
,

对开

采过程中
,

破坏的植被及时进行土

地复垦
,

全部重新植树种草
,

还大

自然青山绿水
,

受到有关部门的赞

扬与肯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