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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1：冷水江市锡矿山锑矿开采已有111年历史。改革开

放前，锑资源由原冷水江市锡矿山矿务局独家经营(现改制为

闪星公司)。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一地区所属乡镇相继兴建

了涉锑企业90余家。经多次整治，目前尚有涉锑企业27家。

多年的锡矿山开发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据估算，共

产生二氧化硫100余万吨、砷碱渣20~30余万吨、冶炼炉渣及

采选矿废渣数千万吨。大量固体废物堆放，严重污染了当地

地下水及地表水，并发生过多起砷中毒事件。同时，锡矿山

地区长期掠夺式开采和破坏性采炼活动，对当地的生态环境

产生了严重影响，矿区及冶炼厂附近地表植被破坏，地下水

量明显减少，80％耕地无法种植，近两万群众基本丧失农业

生产条件。长期以来，锡矿山地区的锑矿资源开发和历史遗

留的环境问题，对当地的饮用水源、地质结构、生态环境造

成了严重的污染与破坏，已成为区域性污染问题。当地政府

及相关部门几经努力，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仍无法彻底消除

隐患。调查组现场采样结果表明，矿区下游的涟溪河塘冲煤

矿断面砷浓度超Ⅲ类水质标准3.4倍。锑冶炼厂附近废渣堆积

如山，废弃的采区也没有得到恢复。调查组在南矿区看到，

涉锑企业大部分已关停，但未彻底拆除生产设施。在经济利

益的诱惑下，非法涉锑企业死灰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锡

矿山地区目前尚有涉锑企业27家，除闪星公司等少数企业拥

有采、选、冶综合利用能力外，其他企业生产规模小、工艺



落后、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亟待以少数骨干企业

为龙头，整合辖区内涉锑企业。根据冷水江市的现实情况，

调查组建议对湖南省环保局下发环境监察通知书，由其督促

娄底市、冷水江市政府采取措施。一是制定环境综合整治方

案。由当地政府牵头，经济、国土、环保、安监等部门参与

，联合制定环境综合整治方案，从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

层次、开展环境污染治理与生态环境恢复等方面彻底解决当

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二是提高环境准入门槛，淘汰

落后产能。对辖区内所有涉锑企业按照有关规定要求进行全

面清理，将未获准入的企业立即关闭。建立工业园区，引入

清洁生产模式，对锑资源采、选、冶实施全过程监管。三是

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对锡矿山地区环境进行全面评估，

全面查清区域环境污染风险和隐患，开展环境综合整治，逐

步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建议有关部门在资金和政策上予以支

持。四是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关闭企业死灰复燃。彻底拆除非

法企业的生产设施，并恢复原状。五是保证群众饮水安全。

尽快实现锡矿山地区的自来水供水网络覆盖。材料2：时间推

回上世纪80年代初，为支撑国民经济翻两番目标的实现，国

家提出把山西建设成为能源重化工基地。为迅速达到这一目

标，一批小型的电厂、铁厂、水泥厂、煤化工厂投产上马。

最多的时候，全省合法矿点数达到近11000座，其中，国有大

煤矿数量不足1%，乡镇煤矿产量占到全省的半壁江山。全面

铺开的小煤矿，为整个国家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能源保障，却

给山西省留下了难解的问题：矿难频发、生态破坏、环境污

染、资源浪费。煤炭更是如同经济鸦片一般，让区域经济陷

入了“因煤而兴，因煤而衰”的资源诅咒之中。“血色GDP



”一直困扰着山西人。统计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山西

有17000多名矿工因矿难长眠地下。而来自省安监局的统计数

据显示，2007年，山西省乡镇小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国有重

点煤矿的17.8倍。保守估计，多年来全省仅因粗放采煤造成的

生态环境损失，就接近5000亿元。其中大量中小煤矿资源回

采率只有15%左右，仅相当先进水平的1/4，这意味着中小煤

矿每采1吨煤要破坏和浪费5吨以上的资源。进入新世纪以来

，国家高度关注山西能源产业，特别是煤炭工业的发展。山

西省也针对煤炭行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先后开展了“关井

压产、淘汰落后、资源整合”等工作，减少了7000多家小煤

矿。但是，到2008年全省矿井数仍有约2600座，小煤矿仍占

到70%以上。2004年到2006年，山西省期望用“资源有偿使用

”来变局，通过明晰煤矿产权，引导煤矿主做长期的经营投

资，促成煤矿设备更新，生产效率和安全性提高。但这一目

标并未实现，煤炭生产的诸多顽疾仍然存在，尤其是重特大

矿难事故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世界煤炭工业正在向煤炭企

业集团化和产业集中高效生产的方向快速前进。澳大利亚前5

位煤炭公司的煤炭产量占总产量的71%；南非前4位煤炭企业

的市场集中度为62%；德国近2亿吨煤炭全部由一家公司生产

。在国内，神华集团、中煤集团等全国性、区域性煤炭“巨

无霸”，也在不断扩能，形成了一批亿吨级和千万吨级的煤

炭大基地、大集团。二、五大命题要点（一）矿区生态问题

概括煤矿矿区在开发的过程中,势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主要表现为由于地下的局部采空,形成地表塌陷和地面下沉。

地表塌陷形成“大坑”,植被遭到破坏,改变了原有的生态系

统,使土地丧失使用功能.同时诱发滑坡、崩塌,破坏含水层,造



成水源缺乏,土壤酸化,危害农作物,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生态

系统,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采矿,尤其是露天开采矿山，对生

态环境的破坏、影响和破坏森林植被与自然景观，有的矿山

位于各类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地质遗址

保护区、历史文化保护区、水源保护区、重要基础工程设施

保护区及城镇周边等，严重影响自然景观、旅游资源、文物

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和重要的基础工程设施的保护和城

镇的发展及环境的改善。某些采矿业如对建筑石料、石灰石

、水泥配料和砖瓦用粘土等矿山资源的大量开采，与其它资

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矿山固体废料的

不合理遗弃堆放，导致边坡失稳，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部分重金属及放射性元素的矿山废碴，随雨水冲

刷，造成污染转移，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这些不当的采矿

造成的森林植被和景观破坏、良田毁坏、水土流失、侵占土

地、环境污染、诱发地质灾害等，严重影响重要基础设施及

其它资源的保护等，也直接威胁和破坏人居环境、加速生态

环境的恶化，影响矿区及其周边地区居民环境质量的改善与

提高，特别是在城镇周边、风景名胜区、交通干道（铁路、

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和主航道等）两侧可视范围内，严重

破坏旅游资源、影响观瞻，制约了资源效益与环境、经济、

社会效益的统一和协调发展。（二）生态困境的原因随着经

济建设步伐的加快，特别是近年来，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的加大，社会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也进一步加大。这就有力

推动了矿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导致自然生态环境遭到更大的

破坏。但是，发展不一定就必须破坏，仔细分析矿产业对生

态环境的破坏，原因还是多方面的。一是规划不够健全。矿



产资源开发要有一个统一完善、详细具体的规划，要按照规

划进行适度合理开发。但是，当前，无序开发、不合理开发

、破坏性开发现象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

破坏。二是法规不够完善。涉及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法

规较多，但多数为客观的指导性条款，操作性不强，实际运

用难，导致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监督管理缺乏具

体依据。三是管理体制不够健全。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涉及环

境保护、边坡稳定、植树造林、土地利用等多个领域，这项

工作开展牵涉到国土、环保、林业、水利、公安、安全生产

等多个部门，由于各自的责、权、利存在交叉，给管理造成

较大困难。四是思想意识有待提高。业主重开发利用轻保护

治理的思想根深蒂固，把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放在首位，缺

乏对矿山自然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存在只有开发

矿产资源，没有治理保护的现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