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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紫金矿业作为资本市场的“明星股”被追

捧。但 2010 年 7 月 3 日之后，因为污水泄漏汀江造成重大污染事故，明

星企业成为公众眼中的污染大户。从最初的瞒报、到与生态损失相比

微不足道的罚款，甚至罚单公布后股票涨停的反常表现，专家、媒体、公

众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和反思。作为事故责任人，紫金矿业当事者

对这一事故又怎么看？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开始实施，企业如果出

现环境违法行为，将面临更加严厉的处罚，紫金矿业是否真切认识到环

保是企业的立足之本？日前，本报记者随福建省中华环保世纪行重访

汀江流域并对话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景河，探讨企业

如何认识环保。

闽西山区的冬季格外寒冷，但挡不
住冬泳爱好者的热情，记者在福建省上
杭县东门汀江河段亲眼目睹了他们畅
游的风采。从这里逆流而上，就是紫金
矿业（股票代码：601899）所属的紫金山
金铜矿，2010 年 7 月 3 日这里发生了重
大水污染事故（以下简称“7·3”事故）。
当时，约 9100 立方米污水进入汀江，不
仅导致生态环境破坏，还给附近渔民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

如今，事故已经过去近 5 年时间，
发生泄漏事故的紫金矿业紫金山金铜
矿湿法冶炼厂也早已恢复生产。

记者日 前 随 福 建 中 华 环 保 世 纪
行 深 入 汀 江 流 域 ，实 地 探 访 今 天 的
紫 金 矿 业 ，对 话 紫 金 矿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陈 景 河 。 当 年 的
事 故 留 给 紫 金 矿 业怎样的教训？这
5 年他们又采取了哪些措施防止悲剧
重演？

2015 年 2 月 10 日，上市公司华海药业发布
澄清公告，称此前媒体报道中的挂牌督办一事
属实，公司已在督办期限内完成了全面整改，
并于 2014 年 10月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此前的媒体报道称，2014 年 7 月，浙江省
台州市环保局对华海药业公司川南一分厂的
环保问题实施挂牌督办。然而，事发过去半年
时间，华海药业的公告中为何只字未提？

澄 清 公 告 给 出 的 解 释 是 ，此 次 督 办 是
“ 对 公 司 川 南 一 分 厂（系 公 司 原 料 药 生 产 基
地之一的川南生产基地中的一个分厂）部分
车 间 进 行 停 产整治，对公司整体经营影响有
限，预估财务影响值不触及信息披露标准”，这
一 事 项“ 不 构 成 使 公 司 面 临 重 大 风 险 的 情
形 ”，故 未 进 行 公 告 。 督 办 涉 及 的 范 围 小 就
可以隐瞒不报？

环境信息披露报喜不报忧、对环境违法违
规行为讳莫如深，这是很多企业的通常做法。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已经明确了企业信息
公开的要求，上市公司更应该率先垂范。相比
主动披露，若企业被第三方揪出问题，则很容
易让自身陷入被动。

从本期开始，《企业周刊》开办《上市公司》
栏目，持续关注上市公司环境行为。

“‘7·3’事故造成公司苦心经营多年
的环保品牌毁于一旦，过去的环保成绩被

‘一票否决’，企业成为公众眼中的污染大
户，可谓教训深刻。”陈景河痛心地表示。

他更坦言，这一污染事故是完全可
以避免的，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还是公
司思想认识不到位，主观上的设防标准
低，加上缺乏可借鉴的工程经验，发现隐
患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进行整改，同
时公司管理上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

痛定思痛，要填补企业转型发展中
存在的管理漏洞，更要从思想上查找根
源，对事件进行深刻反思。

陈景河说，首先，是思想上麻痹大
意，在企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基础
管理，对过去建设项目存在的重大隐患
没有足够重视，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进行全面整改。

第二，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处
理能力和经验不足，应急预案的完整

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较差，而且应对
突发事件处理能力不足，特别是应对媒
体无所适从，造成事故处置时间长，事
态不断升级。

第三，事故暴露了企业部分重要工
程设计、施工、监理和管理存在问题，工
程隐患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整改。

紫金矿业所在地上杭县环保局局
长刘玉梅告诉记者，“7·3”事故带给上
杭县的教训也是深刻的。事故发生后，
紫金山金铜矿湿法厂被责令停产整顿，
龙岩市“7·3”事故后续应急指挥部在应
急处置过程中先后对紫金山矿业发出
12期整改令，共 61项整改内容。

同时，上杭县政府还制定了《加强
紫金山铜矿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和极端
气 候 下 的 防 灾 减 灾 能 力 建 设 工 作 意
见》，并专门成立紫金山矿区环境安全
综合监察大队（编制 10 人），加大对紫
金山金铜矿的现场监管力度。

事故发生后，紫金矿业针对自身问
题和环保部门提出的整改要求，编制了

《紫金山铜矿安全环保整改方案》，对湿
法系统堆浸场、溶液池系统修复与扩
建、污水处理系统、防洪系统、环境监测
监控等设施逐一完善，先后投入 8.3 亿
元，共完成整改内容 61项。

在曾经的事发现场，技术人员向记
者详细介绍了污染治理设施的改进情
况：对防渗标准在基础规范上做了提
高，采取双层防渗和符合防渗相结合的

办 法 进 行 综 合 治 理 ，用 HDPE 膜 和
GCL-纳基膨润土垫多重保护的方法
进行工程修复改造；在收集池防腐防渗
处理上，采用了柔性防渗的方式，用新
材料 HDPE 嵌钉膜做防渗，有效防止因
沉降问题可能引起的泄漏；库容大幅提
升，废水处理能力从当时的每天 5000
吨，提高到了每天 2.5万吨。

2013 年 1 月 9 日~11 日，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协会组织专家组完成了《紫金
山铜矿安全环保整改方案》建设工程竣

在人们的印象中，开矿淘金是一件
与青山绿树较劲的事，采矿区植被恢复也
是众多矿山企业面临的难题。更何况，紫金
矿业利 用 的 很 大 一 部 分 都 是 低 品 位 矿
石，经年累月积存的尾矿渣如何处理？

尾矿渣堆存首先要做好防渗措施。
据悉，紫金矿业在堆场采用了“底层 60cm
黏 土 碾 压 夯 实 + 1.5mmHDPE 防 渗 膜 +
60cm 细黏土碾压夯实+2.5mmHDPE 防
渗膜+30cm 细黏土碾压夯实”的方式，还
设置了防沉降沟、监测设施等，有效防止
酸性溶液渗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紫金矿业不

仅制定了矿区中长期的植被恢复规划，
还设立了闭矿生态恢复准备金，以保证
稳定的矿山复垦资金来源。2003 年开始
至今，企业共提取准备金 6832.1万元。

2011 年 11 月 26 日，紫金山国家矿山
公园隆重开园，园内有植物数十种，令人
难以想象的是，在这一片花木葱茏的地
下，是数以万吨计的尾矿渣。

紫金矿业环保生态部总经理蓝选庆
说，植物园所在地是紫金矿区的燕子洞
和肚子坑沟系，这里原来是一片断崖式
的山谷，全部由尾矿渣堆积而成，面积为
116.65 万平方米。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全

国第一批“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点”。
蓝选庆告诉记者，他们在实践中总

结了一套针对尾矿渣边坡的治理策略，
概括起来就是 16 个字：分层治水、截短
边坡、土壤改良、植物选择。具体来说，
要建设一个由拦渣坝、拦水拦泥坝、尾矿

坝、挡土墙组成的截水排洪防控设施，防
止雨水形成沟流的冲刷；在植物选择上，
要采用先草本后乔、灌，草、灌、乔、藤相
结合的方式。燕子洞边坡就是采取这样
治理成功的。

紫金山金铜矿副矿长邹保春告诉记
者，东南矿段比燕子洞更难治理，因为它完
全是由尾矿渣堆积而成，看上去比燕子洞
更为高耸险峻，存在巨大的滑坡和泥石
流隐患。“对它的治理同样是工程措施与植
物措施并举，不同的是，在工程措施方
面，采用引导水路和水泥沙浆抹面护坡，
然后再种草、种树，恢复自然环境。”

现 在 ，7 月 3 日 被 定 为 紫 金 矿 业 的
“环境安全日”，并在紫金山金铜矿“7·3”
事故发生地竖起了警示石碑，提醒企业
管理者和员工环保工作时刻不得放松。

“环保和安全是矿业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不高度重视安全环保的管理者不
是合格的管理者。”陈景河多次强调，环
境安全是企业生存的底线，紫金山环境
安全工作是紫金矿业集团最重要的关键
点，是事关紫金山金铜矿生死存亡的重
大问题。

为了实现“零环保事故”的目标，紫金
矿业在内部建立了十分严格的罚款、撤职的

问责机制，而且认识到“内部管理越严、处罚
越重，将来才不会受到社会的处罚”。

同时，公司在做任何项目之前，必须
从环境安全角度去评估项目的可行性。
项目的重大环境安全问题是否可以在经
济可行条件下通过技术和工程措施有效
避免，成为公司评估项目的否决指标。
在开发项目开发和建设过程之中，把彻
底排除可能发生重大环境安全事故作为
最重要和必要的选择，而不能得省则省、
能免则免。

2013 年 6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公

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同时公布的还有 4 起环境
污染犯罪的典型案例，紫金矿业的“7·3”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位居首位。今年 1 月
1 日开始，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开始实
施，更让紫金矿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环
保压力。

陈景河表示，我们现在把安全环保
提到企业生存和发展来认识，如果这方面
做不好，就可能导致企业的灭亡。“环境保护
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环境安全工作
重要性的认识只有前进，不能后退。”

他强调，当前，紫金矿业正在进行走
“国际化”道路的新一轮创业，对环境友
好是国际化公司的重要特征，也是紫金
矿业能否成功“走出去”实现新发展的重
要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善待环境已经成
为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

★2010 年 7 月 12 日，分别
在 A 股、H 股上市的紫金矿业
突然双双停牌。

当天下午，福建省环保厅
通报称，紫金矿业旗下紫金山
金 铜 矿 湿 法 冶 炼 厂 污 水 池 发
生 渗 漏 ，初 步 统 计 9100 立 方
米 污 水 流 入 汀 江 ，导 致 汀 江
部 分 流 域 污 染 ，部 分 江 段 出
现死鱼。

★7 月 13 日 ，紫 金 矿 业 发
布 公 告 称 渗 漏 事 故 发 生 在 7
月 3 日 。 为 何 污 染 事 故 发 生
后，会被瞒报 9 天之久？一时
间，舆论哗然。

有媒体在报道中引述紫金
矿业内部人士所言：“之所以有
这样一个时间差就是因为走程
序，事 故 发 生 之 后 ，我 们 需 要
向 各 级 部 门 汇 报 情 况 。 更 重
要 的 是 ，当 时 我 们 的 第 一 要
务是事故处理，在没有彻底查
清事故原因之前过早通告会引
起恐慌。”

★2010 年 7 月 15 日晚间，
福建省上杭县政府召开新闻发
布会，通报了对紫金山金铜矿
湿法厂污水渗漏事故的调查结
果和处理意见。

同时，上杭县环保局局长
陈军安引咎辞职，上杭县经贸
局局长黄仲华被停职检查，紫
金矿业铜矿湿法厂厂长林文贤
等 3人被刑事拘留。

★2010 年 9 月 30 日，紫金
矿业收到福建省环保厅下发的

《福建省环境保护厅行政处罚
决定书》，认定此次事故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为 3187.71 万元，
并 对 紫 金 矿 业 处 以 罚 款
956.313 万元，还责令紫金矿业
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直至
治理完成。

罚单公布后，紫金矿业在
当天股市开盘 6分钟便涨停。

★2011 年 1 月，福建省龙
岩市新罗区人 民 法 院 对 紫 金
矿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紫 金
山 铜 矿 重 大 环 境 污 染 事 故案
进行了一审宣判。

法院以 重 大 环 境 污 染 事
故 罪 判 处 紫 金 矿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紫 金 山 金 铜 矿 罚 金
人 民 币 3000 万 元 ，紫 金 矿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原 副 总 裁
陈 家 洪 等 5 名 责 任 人 分 别 被
判 处 3 年 至 4 年 6 个 月 有 期
徒刑,并处 20 万元~30 万元不
等的罚金。

痛心疾首方知底线威力
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坦陈 5年前重大污染事故本可避免，环境安全是企业生存底线

本报记者陈伟 李良

8.3亿元带来哪些改变？
完成 16项整改内容，汀江水质均保持在地表水Ⅱ~Ⅲ类

坦言事故完全可以避免
思想上麻痹大意，快速发展中忽视基础管理，突发事件的

危机处理能力和经验不足

工现场考查和评估，专家组结论为：整改工
程设计方案合理可行，工程建设过程中实施
了严格的质量监控，符合相关规范和规定，
整改工程建设质量合格，具备复产条件，
可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恢复生产。

2013 年 1 月 23 日，紫金山铜矿湿法
冶炼厂取得上杭县政府批复同意，正式
恢复生产。

紫金山矿区环境安全综合监察大队
罗伟金告诉记者，环保部门在加强监管的同

时也加大了监测监控力度，对企业在原有4
个在线监测系统的基础上新增8个，在12个
企业排水口全部安装了在线监测系统，监测
因子也由 4种増加至 8种（流量、pH、总氰、
总铜、总砷、总镉、总锌、总铅）。

为进一步完善水质监测体系，他们
还在三清亭、二庙沟、金山大桥、227 坝
外、矿部门前等 5 处汀江水域建立鱼类生
物监测网箱并投放鱼苗，建立汀江流域
生态观察区。铜矿湿法冶炼厂恢复生产

后，经环保监测站监测，汀江水质均保持
在地表水Ⅱ~Ⅲ类。

在紧邻紫金山矿区的汀江河畔，几
位垂钓爱好者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江面上
的浮标。一位陈姓垂钓者告诉记者，他们
在此垂钓已有数年之久，2010年的“7·3”污
染事故后曾经停止了近半年的时间。2011
年3月至今，他们只要有时间就会聚集来此
垂钓，而且都会有收获，“钓到 10 斤以上
的鲢鱼、鲤鱼是常有的事”。

如何留住绿水青山？
实践中总结出尾矿渣边坡治理策略，在尾矿渣上建起公园

“零环保事故”能否实现？
认识到“内部管理越严、处罚越重，将来才不会受到社会的处

罚”

相关链接

紫金矿业
“7·3”事故始末

现在，紫金矿业
所处汀江排水口下游
设 置 了 生 物 监 测 网
箱。

本报记者陈伟摄

“三大记绿”为中国环境
报产业市场部官方订阅号，记
录绿色话题，专注企业、产业、
市场三大领域，一直以来以专
业、深度和权威，成为业界非
常认可的意见先锋和交流平
台。欢迎关注“三大记绿”，欢
迎与我们多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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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信息披露能省则省？

华海药业因分厂半年前环境违法行为未披露被动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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