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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榆林市是国家定位的高端能源化工基地，矿产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是带动榆林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

因素，然而不合理的矿产资源开发会严重影响矿区生态系统平衡，不仅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还会引发

一系列地质灾害问题，如泥石流、地表塌陷、崩塌等。矿区的生态恢复与建设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关系到榆林地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和可持续发展，为推进榆林地区矿山环境综合治理，在分析榆林

矿山环境治理问题基础上，提出一系列举措，严格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管理，加强地质环境保护，创新工

作机制，加快推进和推广绿色矿山建设，建设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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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lin is a high-end energy and chemical industry base positioned by the state. The effective de-
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driving the local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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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Yulin. However, unreasonable mine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will seriously af-
fect the ecosystem balance of the mining area, not only caus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
vironment, but also cause a series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such as debris flow, surface collapse, 
collapse and so on.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mining area is a complex sys-
tematic project,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
cal environment treatment in Yulin area.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the 
mine environment in Yulin are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treatment of Yulin 
mines, a series of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strictly standardize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
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min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inno-
vate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min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treatment and restoration,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green mine construction, and build a green mining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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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榆林市是国家定位的高端能源化工基地，矿产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是带动榆林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

重要因素，然而不合理的矿产资源开发会严重影响矿区生态系统平衡，不仅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还会

引发一系列地质灾害问题，如泥石流、地表塌陷、崩塌等[1]。据统计，截止到 2019 年，榆林市现有矿山

地质环境影响区共计约 5500 km2；其中，煤矿矿区总面积约 4300 km2，采空和塌陷区面积约 1700 km2，

矿山环境不容乐观，治理进度严重滞后。 
经过四十多年的矿产开发利用，矿产开采所诱发的地表塌陷、地下水位下降、生态环境破坏等已成

为困扰阻碍榆林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重要问题。2009 年以来，榆林市实施了一系列的矿区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项目，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榆林矿区生态环境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矿山环境治理依然存在

技术落后[2]、管理缺失[3]、机制混乱[4]、标准不一[5]等问题。矿区生态恢复与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能否解决好矿区环境问题，关系到榆林地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和可持续发展。推进榆林地区矿

山环境综合治理，应注重源头控制，严格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管理，加强地质环境保护，创新工作机制，

加快推进和推广绿色矿山建设，建设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2. 严格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管理 

开采总量控制 

严格准入，强化管理。对符合准入条件的矿山，要严格按照审批程序依法依规办理采矿权手续。严

格执行国家、省级、地方相关政策和行业要求，对达不到最低生产规模的矿山及时整顿，限时关闭退出，

对非法开采的矿山，严格查处，坚决予以取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矿山企业，严禁随意扩大生产规模。

鼓励矿山企业规模化、集约化开采水泥原料、化工原料和以及矿产原料，限制开采河道砂砾石，禁止在

可耕地设置砂石粘土矿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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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规划，保护生态环境。矿山开发必须坚持统一规划、综合利用、优化配置和依法开采的原则，

避开生态环境脆弱保护区，力争做到空间布局合理。加强矿产资源开发、闭坑矿山的生态环境治理与恢

复的全过程的生态环境综合保护工作。同时将环境治理、土地复垦及植被恢复、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

理列入生产经营主要工艺环节。矿山企业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安全评价和“三同时”制度

[5]。 

3. 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3.1. 新建矿山的地质环境保护 

依据国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和《环境影响评价法》严格规范新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对于

新建矿山，应首先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并报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和备案。矿

山环境治理，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环境治理与防护设施必须与矿山建设主体同时设计、施

工、投产。对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措施不到位、开发方式不合理的矿山项目，应要求立即整改，对于整

改不到位的矿山开发项目应不予批准[6]。 

3.2. 生产矿山的地质环境保护 

矿山企业进行矿产资源开采活动同时，应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坚持“边开采、边治理、

边恢复”的原则，由于矿山开采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应立即进行环境恢复治理。行政管理部门应严格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督促矿山企业进行矿产资源开采的同时，切实履行环境

治理和矿区土地修复义务。矿山企业若不按照规定进行矿山环境治理和矿区土地修复，应将该企业列入

违规经营清单名录中，并责令其立即整改。对于整改后，未达到整改要求的矿山企业，严禁其继续办理

采矿许可和建设用地申请等手续，直到其整改达到标准要求。对拒不履行整改要求的在建矿山、生产矿

山，政府应将企业公开，并列入失信名单，造成环境治理严重的，依法进行处理[7]。 
矿山企业应依法缴纳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行政单位应依法出台环境治理的优惠政策，鼓

励矿山企业和其他社会企业积极投入矿山环境治理，改善矿区生态现状。 

3.3. 历史遗留矿山的地质环境保护 

构建政府引导、企业投资、校企联合、民众参与的矿区治理新模式，明确历史遗留矿山治理责任主

体，拓宽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投资融资渠道，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历史遗

留矿山的地质环境治理，规划实施遗留矿山的地质环境治理重点工程，切实推进矿区及周边地区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8]。 

3.4. 保护地下水资源 

矿产开采涉及疏干排水的矿山企业，开采前应向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疏干排水方案，并依

据获批的方案进行疏干水排放和回收利用。矿山企业应当加强水资源循环利用和动态监测，确保地下水

资源不会因为矿山开采受到严重破坏或污染。若由于矿山开采过程中的疏干排水导致地下水枯竭或污染，

企业应当立即采取技术措施，予以补救。 

4. 创新工作机制 

4.1. 建立并完善责任制 

作为废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应承担治理工作职责，并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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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领导，完善配套规章政策，明确任务分配，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政府部门应梳理明确管辖区域

内矿山环境治理范围、任务，重点做好服务保障、监督监管和资金落实，并且将管辖区域内矿山环境治

理成果纳入年度目标责任，作为年度考核重要组成部分[9]。 

4.2. 建立动态监测体系 

建立矿山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和防治为一体的综合预防系统。加强对矿产开采可能导致的环

境破坏和地质灾害监测与预报，尤其是地表塌陷、山体崩塌、开裂、滑坡等地质灾害和水土流失、水源

污染、“三废”污染等环境污染[10]。监测过程中发现采矿造成环境破坏，应及时采取有效防控措施。 

4.3. 调查、监测和防治常态化 

建立了政府检查、企业自查、公众监督的综合监督检查系统，充分发挥政策、法规、资金、技术、

科普、宣传等措施，切实加强对矿山对矿产开采可能导致的环境破坏和地质灾害的监督检查，尽可能减

少矿产开采对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破坏，对违法违规开采，且造成地质环境破坏的矿山企业，要依法查

处，责令整改，限期内未完成整改或拒不进行整改的，应采取法律措施，并实行限产和关闭等措施。 

4.4. 推动科技创新，提升治理效益 

加强人才培养，支持科技创新。鼓励矿山开发利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切实减少废弃物

排放和提高矿山废弃物循环再利用，大力支持矿区生态环境治理相关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增强学术交

流和国际合作，引进国内外矿山环境治理先进技术和经验，提高矿区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科技研发经费支

持，切实提升榆林市矿区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5. 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5.1. 绿色矿山建设目标 

榆林地区绿色矿山建设目标：一是新建矿山全部达到绿色矿山要求，实现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

技术创新、环境保护；二是生产矿山改造升级，在 3~5 年内逐步达到绿色矿山要求。矿山企业应推行绿

色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将绿色矿山理念贯穿于矿山开发、生产、利用全过程，追求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11]。 

5.2. 绿色矿山建设的保障措施 

严格对新建矿山进行准入标准审查，对新建矿山严格审查，规范矿山开发审批和矿山环境治理方案

审批。矿山开发过程中应严格遵循“科学化、生态化、高效化”的绿色矿山理念，严禁使用不符合规范

要求的开采工艺和落后的开采设备，确保新建矿山满足绿色矿山要求，实现合理开发、安全高效、环保

生态、安全生产、资源节约和矿区的和谐稳定。 
政府应引导和鼓励矿山企业建设绿色矿山，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制定和颁布有利于绿色矿山建设的

奖励和激励政策，从生态环境保护、资源高效利用、矿产开采科学化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倾斜，鼓励矿

山企业依据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做大做强，保证矿区生态环境基础上，为榆林地区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做

出贡献。 
制定绿色矿山建设税收优惠政策，对绿色矿山建设给予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通过资金支持切实引

导其矿山企业积极参与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 
鼓励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提升榆林地区矿业开发水平和地质环境治理能力：鼓励矿山企业加大生

态环境保护、资源高效利用、矿产开采科学化等方面的科研投入，政府应设立相应课题基金鼓励企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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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制定鼓励、限制、淘汰技术目录，加强合作交流，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切实提高榆林地区绿

色矿山建设水平和环境保护、资源利用、节能减排技术[12]。 

6. 建设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6.1. 总体思路 

按照“政策引导、地方主体，创新驱动、示范引领，企业主建，整体推进”的思路，在榆林地区开

展绿色矿山示范项目建设，通过建立示范区，带动地区矿山建设、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节能减排水平

和理念，依靠示范区的示范引领作用，引领和带动全市绿色矿山建设，为榆林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

作出贡献。 

6.2. 建设目标 

依据由点到面，集中连片的原则，选择矿山规模大、转型升级需求迫切、有绿色矿山建设试点工作

基础的矿山开展示范区建设，力争将示范区建设为矿山开发和环境保护的样板工程，从而引领和带动整

个榆林市绿色矿山发展。通过示范区建设，全面推动榆林矿山产业转型升级。 

6.3. 主要措施 

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建设绿色矿山，发展绿色矿业，关键在企业。通过政府引导和调控，使企业

积极参与其中，努力建设和培育神木县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提升矿业企业集约节约利用资源的社会责

任。通过示范区建设，引领其他矿山企业更好的建设绿色矿山[13]。 
优先配置矿产资源：对实行总量调控矿种的开采指标，矿业权投放，以及探矿权、采矿权出让，绿

色矿山深部及周边资源开发，依法优先以协议方式有偿出让给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绿色矿山[14]。 
加强政策扶持：全面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矿山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已有相关优惠政策，通过资源

税费改革和税费减免，以及建立企业征信系统信用平台，给予绿色矿山建设企业绿色信贷扶持，以引导

和促进矿山企业积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矿山建设。 

7. 结论 

矿区的生态恢复与建设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关系到榆林地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和可持续发

展，为推进榆林地区矿山环境综合治理，应注重源头控制，严格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管理，加强地质环境

保护，创新工作机制，加快推进和推广绿色矿山建设，进一步建设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使榆林市能够

实现经济与环境共发展同进步，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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