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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治理之名，行违法之实

金厂峪矿业公司弄虚作假成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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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督察典型案例追踪

◆本报记者崔煜晨

“违法采矿量是合法开采量的两倍
之多。”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公布
了第三批典型案例，在中央第七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曝光的《中国黄金集团河
北金厂峪矿业公司以采空区治理之名、
行露天开采之实》一案中，金厂峪公司打
着环境治理的“旗号”，进行着长达 8 年
的违法露天开采，使原本不大的地下采
空区变成了直径约 470 米、深约 140 米的
露天采坑，并造成了一系列新的生态破
坏和环境污染问题。

如何包装能让违法开采
看上去“合理”？

金厂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金厂峪公司）位于河北省唐山市迁西
县，这里是唐山唯一的纯山区县，有着

“七山二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
自然地貌。这里也是京津冀区域的水源
涵养区，生态功能十分重要。

金厂峪公司在迁西拥有金厂峪、桑
家峪两个地下开采矿权，督察发现，金厂
峪公司存在严重的过度开采行为，以治
理之名对井下采空区进行违法露天开
采，把恢复治理变成“开膛破肚”。据统
计，仅 2016 年-2020 年就违法露天开采
金矿石 283 万吨，是井下合法开采量的
两倍左右，目前形成直径约 470 米、深约
140 米的露天采坑，造成严重生态和自
然地貌破坏。

以前的小规模地质塌陷，是怎样变
成现在的露天大范围破坏的？

事情还要从 2013 年说起。当时，中
国黄金集团全力推动扩能改造。同年，
金厂峪公司在没有办理采矿证和环评手
续的情况下，开始在金厂峪矿区以前形
成的井下采空区进行大规模露天开采
活动。

据业内人士透露，有的企业重资源
占有和生产开发，先开发再补办手续，认
为只要手续下来了，前面的违法行为可
以“ 一 笔 勾 销 ”，后 面 的 生 产 更 加 顺 理
成章。

为 了 能 够“ 瞒 天 过 海 ”，2015 年 11
月，金厂峪公司先补办了扩能改造项目
环评报告，将没有取得合法矿权的露天
开采纳入其中。然而，“如意算盘”还是
打错了。2016 年，河北省印发《露天矿
山污染深度整治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暂
停新设露天矿业权审批。

手续补办无望，还想开采怎么办？
金厂峪公司开始想方设法“钻空子”。恰
逢 2016 年 6 月，国务院安委会要求开展
地下矿山采空区隐患治理工作，这本是
开展安全生产的重要契机，但被金厂峪
公司钻了空子。公司借此编制了所谓的

“采空区治理方案”，将已经违法实施的露
天开采包装成采空区治理。

督察人员介绍说，所谓的“采空区治理
方案”中，治理区域、矿岩总量等重要数据
与实际违法露天开采的数据高度重合，这
无疑是在打“擦边球”。“而且按要求采空区
治理应采取充填、崩落、封闭等方式治理，
治理时限为两年半。但为了规避相关部门
监管，金厂峪公司自创了‘露天开挖后再回
填’方式，且提出的治理时限长达 10 年之
久。”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上级公司，中金黄
金股份公司明知金厂峪公司违法露天开
采，2015 年 11 月仍然通过了其包括露天开
采工程在内的扩能改造项目验收。此后，
中金黄金股份公司每年给金厂峪公司下达
的生产任务中，远远超出合规产能。

“金厂峪合规产能为矿产金 600 公斤，
中金黄金股份公司 2018 年-2020 年下达的
生产任务均为 1100 公斤，这其中包括了非
法露天开采产生量。”督察人员表示，两级
公司“实际都想挖”。

弄虚作假成习惯，尾矿废石
“一倒了之”

黄金采选中，矿石几乎是“吃多少吐多
少”，尾砂产生量几乎等同于矿石开采量。
大量尾砂堆存在尾矿库，在国家要求尾矿
库数量“只减不增”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尾
砂综合利用率成为行业快速发展亟须思考
和解决的问题。对此，生态环境部、国土资
源部等部门多次印发文件，鼓励尾矿用于
露天采坑或井下采空区回填。

尾砂综合利用问题同样困扰着金厂峪
公司，加之公司违法开采量巨大，尾矿库容
量更加紧张。

2015 年，金厂峪公司编制的《金矿石
采选扩能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指出，
原有工程尾矿综合利用率不达标，要求将
尾矿压滤后与废石、水泥等胶结后回填采
空区，每年充填尾矿 19.75万吨。

督察发现，企业虽然建有尾矿压滤车
间，进行过填充实验，但并未按要求将尾矿
回填，尾矿除少部分违规用于废石场铺垫
外，全部排于尾矿库，导致尾矿库使用寿命
缩短。

而金厂峪公司 2020 年 9 月自行开展的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中显示，“部分尾矿
已回填井下采空区”，这一结论与督察组发
现的实际情况不符，验收工作也弄虚作假。

“乱排乱放、排完没治、治不到位。”督
察人员总结金厂峪公司尾矿和废石处置存
在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存在“一倒了之”的
心态。

典型案例指出，公司低品位矿石也存
在长期乱堆乱放的情况。“金厂峪公司未经
审批，占用露天采坑旁边土地近 30 亩，堆
弃露天开采产生的上百万吨低品位矿石，
既不入选矿厂加工生产，也未采取任何生

态治理和恢复措施，对原有地表植被造
成破坏。”

生态修复和污染治理不到位

今年 8 月 27 日，督察组使用无人机
拍摄时发现，金厂峪矿区不仅上百万吨
低品位矿石长期无序堆放，公司旧排土
场还堆存大量废石，倾泻而下，没有完成
生态修复。

典型案例指出，金厂峪公司旧排土
场占地约 180 亩，已满场停用，但没有按
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要求开展削坡治理、修建排水沟和土地
复垦等工作，生态恢复治理不到位。此
外，企业在用的排土场虽然开展了生态
恢复治理，但部分工程建设敷衍，梯级治
理中台阶和排水设施等都达不到设计
标准。

据 了 解 ，督 察 人 员 曾 多 次 现 场 检
查 ，都 发 现 了 生 态 恢 复 和 环 境 治 理 不
到 位 的 问 题 。 今 年 6 月 25 日 ，现 场 检
查 时 发 现 ，金 厂 峪 公 司 尾 矿 库 未 按 要
求 建 设 边 坡 导 流 设 施 。“ 当 时 是 晴 天 ，
仍有选矿废水正在溢流。”督察人员介
绍说。

记者查阅资料时发现，2012 年当地
曾计划开发建设金厂峪黄金文化产业
园，当时的一份文件中显示：“秀丽的赤
道河从金厂峪缓缓流过，四周青山环绕，
山峦叠翠，景色十分秀美。”而这条秀丽
的河流，正遭受着选矿废水直排。

典型案例指出，2015 年之前，金厂
峪公司选矿废水未进行回用，长期未经
处理直排赤道河。2015 年 11 月补办的
环评批复中要求，选矿废水全部回用于
浮选工序，不得外排。按国家标准规范，
尾矿库也应建设边坡导流设施。但督察
人员在现场发现，申家峪尾矿库雨季大
量雨水汇入，与尾矿废水混合后溢流排
入下游赤道河。

废水直排已经对赤道河造成污染。
2020 年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数据显
示，申家峪尾矿库下游冲沟和赤道河底
泥铬浓度分别为 181 毫克/千克、142 毫
克/千克，分别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 30.75
倍、23.91倍。

此外，督察人员还发现，金厂峪公司
在尾矿废水回用系统中，私自设置溢流
管路，矿井水也未做到全部收集回用，仍
有部分外排。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
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金
厂峪公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违法违规
以采空区治理之名行露天开采之实。督
察人员表示：“希望通过督察，督促企业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转变重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轻环境保护的陈旧
观念，实现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乔建华

在长白山腹地，原本长满植被的山体变为了巨大的裸露矿坑，渣石倾泻
而下，矿坑顶部边缘的植被因失去足够的土壤支撑变得摇摇欲坠……这是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通化钢铁集团板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板石
矿业）5 个矿区被开采多年的现状。目前，部分矿坑还在不断塌陷扩大，但
修复工作却迟迟没有提上日程。

长白山腹地为何会遭此“劫难”？
9 月 27 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公布的第三批典型案例指出，白山

市、浑江区对长白山腹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没有把矿山修复摆
在应有位置，对毁林开矿等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查处不力。有关部门不担当、
不碰硬，监督检查缺位，督促指导不力，导致相关问题一拖再拖。

长期露天开采，13个露天矿坑均未修复治理

白山市地处长白山腹地，矿产资源富集。全市最大的矿山位于浑江区，
矿权归属板石矿业。板石矿业在此设有 5 个矿区，分别为井下矿、李家堡
矿、露天矿、上青矿和东沟矿。

这 5 个矿区均为铁矿，最早于 1958 年建矿，先后历经 60 余年的露天开
采后，这里已经变得“伤痕累累”。

据督察组调查，多年来，5 个矿区共形成了 13 个露天矿坑和 12 个大型
废石堆场，山体裸露面积高达 317.6 公顷；部分矿区废石堆场长期超范围、超
总量堆放废石问题较为突出。

为规范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原国土
资源部（2018 年改为自然资源部）早在 2009 年就制定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规定》，要求采矿权人在开采矿产资源时，同步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
理恢复工程的设计和施工。

2013 年，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
范（试行）》要求，露天采矿后应对采场平整、回填后进行生态恢复，做好相关
水土保持与防风固沙措施。

督察人员称，板石矿业5个矿区生态破坏问题由来已久。截至目前，这些矿
坑无一完成修复治理。12个大型废石堆场中，废石堆存量已高达3320万吨。

当地规划治理无疾而终，监管工作不严不实

长白山腹地被“开膛破肚”，其生态修复是当地多年来的一个“老大难”
问题。据了解，白山市曾围绕板石矿业矿区生态修复问题提出了治理方案。

2010 年，白山市通过《白山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08-2015 年）》，规划
了两个重点治理项目，分别为土地复垦项目、废石场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
目。但督察组调查发现，这两个项目根本没按照规划进行落实，纯属有名
无实。

此后，白山市通过了《白山市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 年）》，但此次规
划完全未提及板石矿业所属的 5个矿区。

2019 年 10 月，白山市获批成为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后，又围
绕板石矿业谋划了 7个重点项目。然而，截至目前 7个项目均未开工。

规划治理不落实，那么，针对板石矿业存在的问题，当地相关部门又是
如何监管的？

据了解，白山市及相关部门曾督促企业开展生态修复，但只对企业下发
了督办文件，企业生态修复工作始终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而矿区中问题最为突出的李家堡矿，不仅没有修复矿坑，还违法占用林
地 58.6 公顷。十多年来，白山市查处范围仅涉及其中的 7 公顷。直到今年 5
月吉林省纪委监委明确提出要求后，白山市才组织彻查，但也只是落实上级
要求查处了李家堡矿违法占地问题，对近在咫尺的其余 4 个矿区存在的问
题没有认真组织排查。

然而，督察组发现问题之后，白山市自然资源局向督察组出具说明，称
“5家矿山基本执行治理方案，实施边开采、边治理”，与事实明显不符。

更令人诧异的是，在矿区生态修复严重不到位的情况下，白山市自然资
源部门还曾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了绿色矿山遴选名单，称井下矿、上青矿符
合绿色矿山申请条件。经查，《板石矿业公司上青矿绿色矿山建设评价指
标》中，矿容矿貌、矿区绿化、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排等多项指标得分与实
际情况出入较大。

缺乏年度修复计划，修复方案难以推进

记者了解到，2018 年-2019 年，板石矿业也针对 5 个矿区相继制定了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但
督察人员发现，治理方案中没有详细的年度修复计划。

督察发现，主要修复工作大部分未开展，已开展的个别工作也不到位。上青矿区应于 2019 年完成采坑
边坡修饰，但相关工作至今未实施；露天矿区至今也未按要求清理外运废石。

据了解，板石矿业部分矿区的采矿权于 2035 年到期。目前，李家堡矿、东沟矿正在履行闭矿手续，其余
矿区仍在进行地下开采。督察人员称，其开采方式主要采用无砥柱分段式崩落法。

记者咨询业内专家得知，这种开采方式主要采取爆破采矿工艺，会对围岩稳固性造成破坏，崩落之后不
进行填充，导致上层地面塌陷，矿坑越来越深，矿坑边界也会不断地扩大。

当前，板石矿业生态修复工作已经刻不容缓。专家指出，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政治
责任，加快制定科学的矿山环境修复治理方案，并举一反三，对相关问题进行全面排查，推动全市生态环保督
察问题整改。

◆本报记者王玮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
都 说 嘉 陵 江 最 美 身 段 在 南 充 ，然 而 ，生 态 环
境部却在今年 5 月的暗访中发现，这里存在
大量生态环境问题。

8 月 26 日 ，中 央 第 五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组 进 驻 四 川 后 ，根 据 前 期 掌 握 的 线 索 一
路 沿 嘉 陵 江 南 下 督 察 ，发 现 嘉 陵 江 违 规 采
砂 、侵 占 岸 线 、废 水 直 排 等 问 题 长 期 存 在 ，
嘉 陵 江 生 态 环 境 遭 到 破 坏 ，生 物 多 样 性 受
到威胁。

南充市嘉陵江流域保护工作不力，到底
是无能为力还是监管不力？9 月 27 日，中央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组 曝 光 了 这 起 典 型 案
例。这也是继遂宁、眉山两地生态环境问题
曝光后，披露的四川省第三起典型案例。

违法违规采砂为什么禁而不止？

嘉陵江是长江上游重要支流，是南充等
10 余 座 城 市 的 重 要 饮 用 水 水 源 。 南 充 市 地
处 嘉 陵 江 中 游 ，境 内 干 流 长 约 300 公 里 ，流
向 大 致 呈 由 北 向 南 方 向 ，分 别 流 经 阆 中 、南
部 、仪 陇 、蓬 安 、顺 庆 、高 坪 、嘉 陵 等 7 个 县

（市、区），其干支流建有嘉陵江南部段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多个保护区。

近 年 来 ，随 着 砂 石 需 求 量 迅 速 增 加 ，砂
石 价 格 水 涨 船 高 ，偷 挖 盗 采 、超 采 滥 采 、禁
采期开采砂石乱象丛生。

违 法 违 规 采 砂 会 破 坏 河 流 生 态 系 统 。
近年来，在四川省普遍加大打击违法采砂力
度 后 ，一 些 监 管 能 力 弱 、砂 石 资 源 又 丰 富 的
地 方 ，成 了 违 法 者 的“ 天 堂 ”。 督 察 人 员 担
忧这次督察南充期间正好赶上汛期，虽然没
有发现大量采砂船，但是违法违规采砂一本
万 利 ，地 方 监 管 一 旦 跟 不 上 很 容 易 死 灰
复燃。

就在今年 5 月，生态环境部西南督察局
的督察人员在暗访中发现，嘉陵江南部段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内、仪陇段
新政电站附近均有采砂船在禁采期作业。

2015 年 10 月 施 行 的《四 川 省 河 道 采 砂
管理条例》规定，主汛期为禁止采砂期；2016
年 11 月修订的《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渔
业法〉实施办法》规定，每年 3 月 1 日-6 月 30
日，为全省天然水域禁渔期（甘孜、阿坝、凉
山 、雅 安 除 外），在 禁 渔 期 和 禁 渔 区 内 禁 止
挖沙采石；2019 年 8 月，四川省试行《长江经
济 带 发 展 负 面 清 单 实 施 细 则》，其 中 第 十 四
条规定，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岸线和
河 段 范 围 内 围 湖 造 田 、围 湖 造 地 、挖 沙 采
石 ；2020 年 2 月 ，四 川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进 一 步
明 确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为 常 年 禁 渔 区 ，
禁止挖沙采石。

也就是说，综合上述规定，四川省从 3 月 1
日-9 月 30 日期间，是不允许采砂的。而在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则是全年禁止采砂。

但督察却发现，南充市在编制河道采砂
规划及年度实施方案时未落实上述规定，仅

在 嘉 陵 江 南 部 段 国 家 级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内就设置了 7 处可采区，南充市所属的阆
中市、嘉陵区等地甚至将 3 月 1 日-5 月 31 日
禁渔期列为可采期，导致嘉陵江干流南充段
河道违规采砂行为有禁不止。

资料显示，大量违规采砂活动导致嘉陵
江 河 床 受 损 ，水 体 自 净 能 力 下 降 ，鱼 类 生 存
环境遭到破坏。近年来，嘉陵江干流胭脂鱼
等土著鱼类数量明显减少。

砂石加工企业为何边整改边增加？

非 法 码 头 整 治 一 直 是 长 江 大 保 护 的 重
要内容。四川省 2018 年制定的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整改方案明确，要扎实推进嘉陵江等
流域非法码头、非法采砂整治。四川省交通
厅 要 求 ，2019 年 底 前 ，对 不 符 合 规 划 的 非 法
码头完成拆除和生态复绿，彻底腾退占用岸
线。

但 督 察 发 现 ，南 充 市 在 实 际 整 改 中 ，降
低整改标准，放宽整改时限，阆中、嘉陵、高
坪 、蓬 安 等 县（市 、区）整 改 工 作 滞 后 ，侵 占
岸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大部分砂石堆码
场直至本次督察进驻前才完成整治。

这 里 面 最 典 型 的 要 属 嘉 陵 区 河 西 砂 石
堆码场的整治了。

记者了解到，河西砂石堆码场岸线全长
1500 米 ，占 地 523 亩 ，2016 年 10 月 建 成 。 到
2017 年 8 月，已有 23 户砂石企业入驻。2018
年 -2020 年 ，按 照 河 道 采 砂 年 度 方 案 ，每 年

核定可采量为 150 万立方米。
2018 年 7 月，根据四川省水利厅下发的

河 湖“ 清 四 乱 ”专 项 行 动 通 知 ，嘉 陵 区 确 定
有 两 处 点 位 位 于 河 西 砂 石 堆 码 场 。 2019 年
7 月，四川省水利厅下发河湖管理范围划定
工 作 通 知 ，嘉 陵 区 在 年 底 初 步 划 定 后 ，明 确
河 西 砂 石 堆 码 场 位 于 嘉 陵 江 河 道 管 理 范
围内。

这期间，南充市进行砂石资源经营管理
体制改革，河西砂石堆码场自 2019 年 4 月 27
日 开 始 ，交 给 了 嘉 陵 区 交 投 公 司 国 有 化 运
营 。 为 彻 底 解 决 河 西 砂 石 堆 码 场 砂 石 加 工
环 境 问 题 ，2019 年 -2020 年 ，嘉 陵 区 一 直 在
踏勘选址修建新厂，最后决定在市经开区化
工园区非化工区域新建砂石加工厂。

新 的 没 建 成 ，旧 的 不 能 关 ，违 法 行 为 一
直在持续。2020 年 3 月，河西砂石堆码场被
纳 入 水 利 部 河 湖“ 清 四 乱 ”整 治 范 围 ，要 求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前 整 改 销 号 。 2020 年 4
月 ，嘉 陵 区 政 府 召 开 整 改 工 作 会 议 ，要 求 限
期拆除复绿和迁建河西砂石堆码场，后又延
期至 2021 年 10 月 1 日前。

更 不 应 该 的 是 ，督 察 发 现 ，该 堆 码 场 在
整 改 期 间 变 本 加 厉 ，入 驻 企 业 数 量 由 2018
年 的 23 家 增 加 至 2020 年 的 35 家 ，砂 石 开 采
量 由 2019 年 的 149.8 万 立 方 米 增 加 至 2020
年的 437.6 万立方米，超规划开采 287.6 万立
方 米 ，超 采 率 高 达 192% 。 直 至 2021 年 3 月
禁 渔 期 ，该 堆 码 场 才 停 止 生 产 ，此 次 督 察 进
驻前才完成取缔和生态修复。

废旧船舶滩涂拆解本该淘汰
怎么还有？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早已
明确，废旧船舶滩涂拆解为淘汰类工艺，应当立
即淘汰。但督察发现，南充市对此重视不够、推
进不力，监督管理不到位，境内嘉陵江沿线占用
滩涂拆解废旧船舶问题未能得到有效制止。

8月31日，督察组在南充市南部县谢河镇陈
家店船舶集中停靠区发现，有船舶停靠和拆解
情形。南部县海事部门在一份说明中，承认了该
情况属实，并解释是因为该船已纳入老旧船舶拆
解范畴，由于该船体量较大，自身不带动力，为方
便移泊，需要在停泊区将船上部分附属设施予以
拆除外运，剩余船体移泊至规定区域拆解。

此前，2021年 5月，生态环境部西南督察局
暗查也曾发现，嘉陵江阆中、蓬安、顺庆段非法
占用滩涂拆解、维修废旧船舶现象较为普遍，并
且作业过程中未采取任何污染防治措施，产生
的废弃物随意丢弃，环境风险隐患十分突出。

另外，此次督察还发现了阆中市高家坝左
岸下段砂石堆码场、高坪区龙门古镇砂石堆码
场违规侵占岸线；蓬安县利溪砂石加工厂填河
造地建设砂石堆码场，违规侵占水域 12.59 亩；
南部县山鑫砂石厂直排砂石加工废水，造成附
近江水浑浊等问题。

一个佐证是，记者看到南充市在今年 6 月
的一份分析报告中也提到，嘉陵江干流及部分
支流均发现河流两岸生态空间受到侵占，导致
生态缓冲带空间减少，改变了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使其成为了水体浑浊和水生生物多样性减
少的重要原因。

嘉陵江也是长江流域面积最广的支流，保
护、利用和发展好嘉陵江，对推动整个长江经济
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南充市及
相关区（市）县也做出过种种努力，嘉陵江南充
段保护客观上的确还存在能力建设不够等问
题，但是，对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重要性、
紧迫性、整体性、系统性认识不足，没有把修复
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恐怕才是主因。

嘉陵江南充段保护不力

是无能为力还是监管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