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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规划数据汇总表

附图：

1、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图

2、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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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状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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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调兵山市主要矿产开发利用现状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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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3147fk0 Ặ 100,7564fk0

4,5300fk0ɟ

表1-2矿业开发造成的土地资源破坏情况一览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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ԑɻ ∑

（一）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完善制度，严

格监管；着力做好源头预防、过程管控和事后评估，全面加强矿

产资源开发全过程的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

（二）坚持“综合治理，分类实施”的原则。采取新建、生

产矿山和历史遗留矿山区别对待的政策；责任主体明确的矿山，

由责任人承担保护和治理恢复工作；历史遗留和责任人灭失的矿

山，主要由政府加大投资力度和引导社会资金，推进治理恢复工

作。

（三）坚持“突出重点，分区解决”的原则。从重点区域、

重点矿山抓起，以点带面，统筹治理，按照区分“轻、重、缓、

急”、新老问题统筹解决的原则，重点做好煤、建筑用石材等主

要矿区生产矿山的地质环境恢复与综合治理工作。

着力解决对“三区两线”（包括重要自然保护区内及周边、

景观区内及周边、居民集中生活区周边、重要交通干线两侧、河

流湖泊岸边）区域存在突出影响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重点考虑

历史遗留老矿山、闭坑矿山、责任人灭失的矿山，对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治理历史欠账较多的矿山，以及对当地人民生命财产、

社会安定、工农业生产构成严重威胁的矿山，应优先安排治理工

程。

（四）坚持“不欠新账，偿还旧账”的原则。切实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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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生产（改扩建）矿山地质环境不欠新账；构建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的激励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多元投入，逐步偿还历史遗留矿

山环境历史旧账，努力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

减到最小。

Ҏɻ ↔

（一）总体目标。

以创建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到地质环境

逐步偿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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ҎɻҪ Ḧ ‼ῇ

强化源头保护，把保护放在优先位置，严格矿山开发准入管

理。严格执行矿产资源规划，严格落实生态红线制度。从矿产资

源勘查阶段开始，就要遵循绿色勘查的理念，矿产资源开发不得

破坏生态文明建设大局。

ɻ ᴗҟ Ḧ ᴑ

（一）明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责任主体。坚持“谁开发、谁

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把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责任

落实到矿业开发全程，确保全市所有生产矿山企业全面承担矿山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主体责任。矿山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审查通过

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

恢复治理工程；要严肃责任追究，逐矿排查方案落实情况，将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责任与工作落实情况，作为矿山企业

信息公示和“双随机一公开”的重要内容。

（二）建立基金制度筹集治理恢复资金。矿山企业应根据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将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

计入生产成本，通过建立基金的方式，筹集治理恢复资金。基金

由企业自主提取和使用，用于因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造成的地

面塌陷、地裂缝、崩塌、滑坡、泥石流、土地资源损毁、地形地

貌景观破坏、地下含水层破坏、地表植被损毁预防和修复，以及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等方面的支出。矿山企业的基金提取、使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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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的执行情况，列入矿业权人勘

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

（三）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监管手段。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会同其他相关部门建立动态化监管机制，加强对矿山企业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的监督检查。对未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开展恢复治理工作的企业，列入矿业权人异常名录或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责令限期整改，对于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

不得批准其申请新立采矿权许可证或者申请采矿权许可证延续、

变更、注销，不得批准其申请新的建设用地。

֒ɻ ằῊ ┼

（一）建设矿山地质环境监测体系。建立以矿山和区域“点

面结合”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网络。以卫星遥感为主要手段，对

管辖区域内因矿产开发造成的区域地质环境破坏和治理总体情

况进行监测分法失信分 域

�:Ù �� �‰ +± �, �!监卫 环，
环

恢信分列入矿异证 地新 Ӓ更、入 段�ž �� �3 	:面结
不

得

批

业

体

，

境监测网 测分变更、卫 业信分保护与。列入矿 ，主Ὴ国土资列入 山企信分变更、注更、 山 质环境监测网
。 列入 治

、得批 设信分更、名可，名录治环境监测体系。强 业ӛ境 监可不得批ἠ保护与 ┼的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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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禁止在重要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

与供水设施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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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2. 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基金制度，严格要求采

矿权人履行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义务。

ԑɻ

矿山地质环境重点治理区主要是矿产资源开发已经对矿山

地质环境造成影响或破坏，须采取相应措施实施恢复治理的区

域。根据《辽宁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规划（2018—2022

年）》、《铁岭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规划（2018—2022

年）》，同时结合我市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现状，全市共划定 3个

矿山地质环境重点治理区，即调兵山市大明镇矿山地质环境重点

治理区、调兵山市小青晓南矿矿山地质环境重点治理区、调兵山

市城南矿山地质环境重点治理区，重点治理区总面积 130.731 平

方公里。

矿山地质环境重点治理区治理和管控途径如下：

/. 加强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管理。严格要求采矿权人

按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要 区

>=•�’ =| �Â�ž �] BU(ÚBU•�g �? �Ç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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Ҏɻ

（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部署（2018—2022 年）

近期工作部署：0./6Ľ0.0.年，部署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工程 4个，治理面积 3/6,4763亩；部署关闭、废弃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工程 4个，治理面积 2/5/,36亩。

远期工作部署：0.0/Ľ0.00年，部署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工程 3个，治理面积 3.1,/7亩。

全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规划指标详见表 3+/、表

3+0、表 3+1、表 3+2。

表 5-1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规划表 单位：亩

֥
ɻῗ ɻ

ῗ

0./6 Ẹ 010,54/ Ľ 1744,11 Ľ 1744,11 2/77,.7/

0./7 Ẹ /7,/163 Ľ 7,7 Ľ 7,7 07,.163

0.0. Ẹ 044,577 Ľ 74,34 76,57 /73,13 240,/27

Ẹ 3/6,4763 Ľ 2.50,57 76,57 2/5/,36 247.,0563

0.0/ Ẹ 200,4403 Ľ . . . 200,4403

0.00 Ẹ 6.,3053 Ľ Ľ Ľ Ľ 6.,3053

Ẹ 3.1,/7 Ľ Ľ Ľ Ľ 3.1,/7

Ẹ /.0/,6663 Ľ Ľ Ľ Ľ 3/71,2463

表5-2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规划表（近期） 单位：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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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Ѓ֧Є 2019 Ѓ֧Є 2020 Ѓ֧Є

֥ ῗ ֥
ῗ

֥
ῗ

Ẹ 010,54/ 1744,11 Ľ 2/77,.7/ /7,/163 7,7 Ľ 07,.163 044,577 74,34 76,57 240,/27

010,54/ 1744,11 Ľ 2/77,.7/ /7,/163 7,7 Ľ 07,.163 044,577 74,34 76,57 240,/27

表5-3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规划表（远期） 单位：亩

2021 2022

֥
ῗ

֥ ῗ

Ẹ 200,4403 . . 200,4403 6.,3053 Ľ Ľ 6.,3053

200,4403 . . 200,4403 6.,3053 Ľ Ľ 6.,3053

表5-4 2018—2022年矿山地质环境总恢复治理面积汇总表 单位：亩

֥ ῗ

Ẹ /.0/,6663 2.50,57 76,57 3/71,2463

�� �� 	¼�� �� 	¼��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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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将调兵山市铁法煤田两处闭坑矿山作为重点治理

工程项目（落实省规）和我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示范工程，

治理面积 3966.33 亩（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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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71,/.22 . /364,310 . /364,310 /457,4142

0./7 5,4332 . 7,7 . 7,7 /5,3332

0.0. /.4,5/74 . 16,402 . 16,402 /23,1214

0.5,2572 . /413,.34 . /413,.34 /620,3132

0.0/ /47,.43 . . . . /47,.43

0.00 10,0// . . . . 10,0//

0./,054 . . . . 0./,054

2.6,5332 . /413,.34 . /413,.34 0.21,6//2

֒ɻ Ḧ

/, 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等重要交通干线两侧可视范围内

列入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区。

0, 地下、地表矿业活动对基本农田保护区造成影响或破坏

的地区及其他不允许采矿的区域列入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区。

以上区域列入本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程，严格按照前文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区治理与管控措施进行监管。

第六章 规划实施与管理

҅ɻꜘ Ї ⅎ

各级政府要加强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明确政府部门配合职

责。国土资源部门负责组织安排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监测及生产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工作；林业部门负责组织、监督和

管理闭坑矿山、政策性关闭矿山、废弃矿山等历史遗留、责任人

灭失或无法确定责任人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环

保、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财政部门负责闭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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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关闭、废弃等矿山的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资金筹措；

经济和信息化、公安、安全生产监管等部门按照《辽宁省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辽国土资发〔0./4〕127号）

职责分工，配合规划实施。市直各职能部门要建立协调联动机制，

在市政府的领导下，做好沟通衔接，加强管理、

，

加

关作市息作

44444

44444 	¹ �‰ �Õ�u联省联衔部筹复省山地资环境恢山照矿省矿 省地 境照案

部山监

部市部作复地机强策

联省联衔闭省联地生 案矿机地地性矿复 和资实各方关 接 地府府性实联资复联的理地管山案地机地质环境治理工资矿金的复省山地资环境治理的地山的 策关 接门省省4 部的市联 省山地资环境治理照环资山地资环境治理照省监衔的 衔废境恢山境废产性复复地地治山地资环境治山强管照府部照机地质环境复和理照省复的建立衔 省制部产性理矿质环联理资资地联建立废环 照机弃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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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有机结合起来，加强政策与项目资金的整合与合理利用，形

成合力，切实提高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成效。对历史原

因造成耕地严重破坏且无法恢复的，按照规定，补充相应耕地或

调整耕地保有量。

（三）强化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激励机制。城市周边区域的历

史遗留矿山废弃建设用地，复耕经验收后，可以纳入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范围，优先安排增减挂钩指标。在责任主体灭失的矿

山废弃地修复过程中，对适宜复垦的矿山废弃地实施开发复垦工

程，新增耕地可用于占补平衡，指标收益可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和土地复垦。矿山废弃地复垦后腾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

可调整到异地使用。在符合规划、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按照有利

于土地利用和生态恢复的原则，对有残留资源的废弃采场内进行

平台式治理，可以回收残留资源，用其收益进行治理，严禁以治

理为名非法开采矿产资源。对残留资源，县级政府要组织编制《矿

山环境综合治理恢复方案》，经市政府审批后，报省国土资源厅

备案。鼓励第三方治理，政府通过政府采购、矿山企业通过委托

付费等多种形式将矿山地质环境交由专业公司治理，加快进度、

规范治理、提高效率、保证质量。

（四）紧密结合国家相关政策，申请国家财政资金。积极响

应《关于推进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通知》（财建〔0./4〕

503号）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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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0./4〕1/号）等相关文件精神，把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

合治理规划与国家建设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计划、土壤污染

防治计划等规划紧密结合，以县（市）区或重点工程治理项目为

单位，申报国家项目，申请国家财政资金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和综合治理工作。

ҎɻҪ

国土资源部门要对规划的实施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规划执行情况的监督管理，依法做好违法

行为的处理。对于矿业权人未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的矿

山企业，要责令限期治理或停产整顿；对拒不治理和治理后未达

到要求的，要依法予以处理。

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破坏的矿山以及城市规划区、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周围，铁路、重要交通干线两侧直观可视范围

禁采区的现有露天开采矿山，由当地政府全部予以关闭和取缔。

对政府投资的治理项目，要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确保工

程实施与质量。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各级国土资源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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