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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典型案例

河北承德兴隆县非法采矿问题突出 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2022 年 3 月，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督察河北省发现，承德市兴隆县非
法采矿屡禁不止，肆意侵占自然保护区及
林地，生态破坏问题突出。

一、基本情况
承德市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

确的重要生态涵养区。兴隆县位于承德市
最南端，该县违法采矿行为频发多发。

二、主要问题
（一）无证采矿行为频发，非法开采问

题突出
矿产资源法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必须

依法申请、经批准取得采矿权；变更矿区范
围，必须报请原颁证机关重新核发采矿许
可证。兴隆县一些矿产企业采矿权到期后
未重新申领采矿许可证，无证采矿问题突
出。大规模无证开采矿石导致山体严重破
损，矿坑及其周边支离破碎，地表大面积裸
露，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督察发现，兴隆县
帅宝矿业公司水泉甸子石灰岩、铝土矿矿

区在其采矿许可证 2021 年 2 月到期后无证
非法采矿，至 2022 年 2 月共计开采矿石 24
万吨。兴隆县鸿基矿业公司的三道川露天
铁矿和大西沟露天金矿两处矿区采矿许可
证早已过期，通过卫星影像图比对及现场
督察发现，2018 年以来，两处矿区先后多
次无证开采矿石 23 万吨。一些地方非法
开采矿石现象猖獗，挂兰峪镇三拨子村羊
鼻子岭铁矿 2021 年 3 月因非法开采 5.5 万
吨矿石受到行政处罚后，2021 年 11 月又非
法开采矿石 15.4万吨。

（二）非法侵占自然保护区，野蛮采矿
破坏林地

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禁止在自然保
护区内进行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兴隆
县一些采矿企业为非法获取利益，不惜违
法侵占自然保护区。督察发现，挂兰峪镇
六拨子村一采矿点非法侵占六里坪猕猴省
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卫星影像图比对及现
场督察发现，2019 年 9 月以来，该采矿点非
法开采矿石 6.5 万吨，非法侵占自然保护区
实验区 44亩，破坏一般公益林 12亩。

森林法规定，矿藏开采确需要占用林
地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
部门审核同意，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
续。一些采矿企业保护森林的法治意识淡
薄，采矿过程中肆意破坏林地。督察发现，
河北铸合集团兴隆县矿业公司在未办理占
用林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2018 年至 2021
年底，越界非法开采花岗岩，非法占用破坏
林地 40 亩、耕地 29 亩，原有植被生态遭到
严重破坏。该矿因越界开采、侵占土地先
后受到地方有关部门 3 次行政处罚，在未
完成生态修复的情况下，当地有关部门仍
为其延续采矿手续。

（三）以修复之名非法采矿，生态治理
缓慢

兴隆县生态修复治理问题突出，有的
甚至以修复之名行破坏生态之实。八卦岭
乡、挂兰峪镇 32 家废弃无 主 危 险 矿 山 地
质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由唐山中地地质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实 施 治 理 ，但 现 场 抽 查 发
现 ，百 砬 沟 废 弃 矿 山 不 仅 没 有 按 要 求 开
展 生 态 修 复 综 合 治 理 ，反 而 在 原 开 采 面

上 继 续 开 矿 ，原 需 综 合 治 理 面 积 为 30
亩 ，目 前 开 采 破 坏 山 体 面 积 已 超 过 57
亩 。 国 家 有 关 部 门 发 布 的《矿 山 地 质 环
境 保 护 规 定》要 求 ，采 矿 权 人 应 严 格 执
行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
垦方案。兴隆县帅宝矿业公司两矿区未
严 格 按 要 求 开 展 生 态 修 复 治 理 ，2021 年
应建设 900 米废石堆场的挡土墙实际仅
建 设 180 米 ，要 求 种 植 1000 株 松 树 和 2
号 平 台 3600 平 方 米 覆 土 均 未 实 施 。 兴
隆 县 泽 华 矿 业 公司三拨子铁矿大东北沟
综合治理工程于 2017 年启动，计划于 2020
年 10 月完成，但其治理方案几经更改，一
再延迟，没有任何实质进展。

三、原因分析
兴隆县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求不到

位，对矿山开采和生态破坏监管不力，任由
非法采矿侵占自然保护区和林地造成生态
破坏等行为长期存在。

督察组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

江苏镇江长江岸线清理整治推进不力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2022 年 3 月，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督察江苏省发现，镇江市长江干流
岸线清理整治推进不力，生态破坏和污染
问题较为突出。

一、基本情况
长江岸线是重要的自然资源，是长江

生态环境重要组成部分。镇江市拥有 293
公里长江岸线，涉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重要湿地等生态敏感区，生态地位重要。
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和长江干流
岸线利用项目清理整治工作方案要求，全
面查清长江干流岸线利用现状，清理整顿
违法违规占用岸线行为，切实保护长江岸
线资源。

二、主要问题
（一）长江干流岸线违法违规项目清理

少报漏报
按照国家清理整治工作要求，镇江市

列入清理整治的项目共 142 个。督察发
现，镇江市对违反水法和河道管理条例等
法律法规占用河道的项目未全部纳入清理
整治清单，存在少报漏报问题。现场抽查

发现，长江干流河道管理范围内仍有 19 个
项目未取得涉河建设项目审批手续，其中
9 个为环境风险较大的化工项目。扬中市
有关部门以水利设施名义立项建设的西沙
湾星空酒店位于长江河道内，毗邻长江（扬
中市）省级重要湿地和暗纹东方鲀刀鲚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督察组现场督
察时该酒店正在营业。扬中市明知该项目
违法，但在上级排查时仍将其报告为水利
设施。

江苏鼎盛重工有限公司在长江河道管
理范围内违法建设办公楼、宿舍楼等建筑
物近 4 万平方米，填高滩地，改变河道原
貌，影响行洪安全。镇江晶晶化工有限公
司、江苏天辰新材料有限公司、镇江惠隆化
工有限公司、江苏和纯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等化工企业邻江而建，侵占长江河道，厂区
内大量废弃设备和危险化学品对长江生态
环境安全形成较大威胁。

（二）部分项目清理整治不严不实
镇江市列入清理整治清单的 142 个项

目均于 2020 年 6 月底前上报完成整改，但
部分项目清理整治不到位。位于丹徒区的
镇江市安丰船业有限公司和振兴海洋船舶

重工有限公司侵占江滩问题 2019 年底上
报完成整治，但督察发现两家企业目前仍
存在用建筑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填占江滩
侵蚀江面问题，填占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
岸线生态遭到破坏。江苏复兴船舶有限公
司未经审批违法占用长江岸线新建船舶修
造和拆解项目，现场督察时企业正在开展
国家明令禁止的冲滩拆船作业，废机油等
危险废物随意抛撒倾倒在江滩上，大量含
油废水直排长江。镇江环太硅科技有限公
司违法占用滩地 430 亩建设厂房及相应的
生产设施等，2019 年 11 月该公司仅拆除 3
座栈桥及少量建筑，2020 年 3 月扬中市予
以验收通过。现场督察发现，其余违法建
设的建（构）筑物仍未整改，厂房内遗留大
量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和 污 泥 ，环 境 风 险 隐 患
突出。

（三）少数企业超标污水直排甚至偷排
长江

督察发现，江苏远泽电气有限公司在
长江围堤上埋设约 1 公里长的管道，将产
生的废水排入长江。经监测，废水中总铬、
总镍、总磷浓度分别为 15.5 毫克/升、7.8 毫
克/升、28.2 毫克/升，分别超《电镀污染物

排放标准》限值的 14.5 倍、14.6 倍、27.2 倍，
违法问题突出，性质恶劣。

扬中市众康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位于长
江河道内，擅自停运污水处理设施，并违反
有关规定将产生的粪污经厂区水沟排入
长江。

镇江华生新材料有限公司在长江河道
管理范围内建有 9 家废旧塑料再生企业，
厂房内污水四溢，污水处理设施极为简陋，
2021 年 4 月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检查中发现
企业生产废水经雨水沟排入长江雨水排涝
站。现场采样监测显示，外排废水化学需
氧量浓度最高为 342 毫克/升，超《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 2.4 倍，2021 年 6 月
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实施行政处罚并责令立
即整改，但督察进驻时仍未整改到位。

三、原因分析
镇江市相关区（市）对长江生态环境保

护修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长江岸线违法
违规项目清理整治工作不到位，监管执法
不力。

督察组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

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前旗铁矿等开采违法违规问题突出 生态破坏严重
2022 年 3 月，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督察内蒙古自治区发现，巴彦淖尔
市乌拉特前旗矿山开采长期无序发展，大
面积露天开采生态破坏严重，越界开采等
违法违规问题突出，近 3 万亩荒漠草原被
违法侵占，给原本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难
以挽回的损害。

一、基本情况
乌拉特前旗位于贺兰山与阴山之间的

季风通道，属于乌梁素海流域，是国家生态
安全战略格局中“北方防沙带”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阻止库布齐沙漠向北侵蚀的重
要屏障。

二、主要问题
（一）大面积露天开采严重破坏当地脆

弱生态环境
阴山支脉乌拉山山脉和东北部荒漠草

原等重要生态敏感区域年降水量不足 100
毫米，生态极其脆弱，但区域内分布有大量
采矿权，其中位于乌拉山山脉的采矿许可
开采区域绵延 30 余公里，对当地脆弱敏感
的生态环境造成威胁。乌拉特前旗共有在
期矿山 85 家，其中露天矿山 45 家，露天开
采集中区域在荒漠草原中形成一座座“天
坑”和尾矿废渣堆积的“山丘”。特别是低
品位铁矿开发的生态破坏问题尤其突出，
采坑面积达 5430 亩，占全旗露天矿采坑面
积的一半以上；采坑、排土场、尾矿库等违
法侵占草原。督察组现场抽查的 8 家露天
矿山，无一按照规范进行开采和修复，植被
破坏严重，生态修复难度极大。

（二）违法侵占荒漠草原
乌拉特前旗有 62 个采矿项目存在侵

占荒漠草原问题，侵占总面积近 3 万亩，严
重违反草原法。现场督察发现，乌拉特前
旗万岭沟北矿区铁矿和耀辉矿业有限公司

直接对山体进行野蛮剥离，分别违法占用
草原 563 亩和 516 亩。包头钢铁集团固阳
矿山有限公司增隆昌石英矿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项目长期野蛮开采，大量废石废土直
接从山顶倾倒，178 亩荒漠草原被废石废
土直接覆盖。农垦晶牛矿业有限公司 10
万吨/年开采综合利用深加工石英岩项目
大量废土和石料顺着山体随意堆放，破坏
草原达 500 亩。2020 年投产的蒙航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露天开采超贫磁铁矿，违法侵
占草原 200亩。

（三）越界开采等问题突出
2016 年 7 月，生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违反矿产资源法越界开采，被当地有关部
门查处，要求其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但
该公司无视整改要求，越界开采问题反而
愈演愈烈，2018 年 2 月再次被当地有关部
门查处时，非法开采面积已从 25 亩扩大到
了 271 亩，超出许可开采面积 3.3 倍。截至

督察时，该公司越界采坑深度已达 97 米，
未进行整改，未开展生态修复。督察组现
场抽查的温图铁矿区也存在越界开采行
为。

中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尾矿区尾渣堆
存随意，堆存量高达 133 万立方米，且尾渣
堆积高度高于尾矿库坝体，有多处滑坡点，
大量尾渣已外溢尾矿库边沟渠中，安全与
环境风险突出。华拓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
大量尾渣被冲刷至周边沟渠，连绵 2 公里，
生态破坏和环境风险突出。

三、原因分析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没有树牢“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粗放开发利用矿
产资源，对违法违规问题监管不力，对荒漠
草原等生态脆弱区域造成严重破坏。

督察组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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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2 年 4 月 1 日
我部对 1 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情
况予以公告，公告期为 2022 年 4月 11日－2022 年 4月 17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
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电话：010-65646089、65646067
传 真：010-65646084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安门大街 82号院，生态环境部核电安全监管司
邮 编：100006

生态环境部关于2022年4月1日
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告（核与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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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笔“糊涂账”：近3万亩
草原被侵占，绿色矿山创建被现
场“打脸”

荒漠化草原一旦被破坏，生态修复成
本高、难度大，很多时候往往花了大价钱但
效果微乎其微。因此，“荒漠化草原要保护
先行”的理念对乌拉特前旗而言，更应深入
人心。

在包头钢铁集团固阳矿山有限公司增
隆昌石英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现场，
督察人员站在山脚下往山顶方向看去，两
棵枯树依旧顽强地矗立在山坡上，树纹早
已模糊不清，枯树的周边挤入了大量的废
石废土，虽然拉上了防护网，但还是有种随
时会一倾而下的趋势。“这一看就是开采完
直接从山顶倒下来的，废土废石覆盖下原
来也是草原。”经核实，该项目违规占用草
原面积达 178亩。

在不远的大佘太牧场内，巴彦淖尔市
农垦晶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 万吨/年开
采综合利用深加工石英岩项目还在运转
着。站在视野开阔的料场平台上环顾四
周，发现企业竟为了方便，直接将挖掘的废
土沿着山体沟壑堆放在矿区北边斜坡上。
一边往上看去是沿山体而建的排土场，高
度约有十个人这么高，另一边下方则是草
原沟壑。据了解，该项目排土场设计不规
范 ，安 全 隐 患 极 大 ，破 坏 草 原 面 积 达
500亩。

经过督察人员反复核查计算，乌拉特
前旗境内 45 家矿山企业，共 62 个开采项
目，累积违规占用草原面积达到 2.8 万亩，
相当于 2600 多个国际标准足球场地大小。

那么，被誉为矿山行业标杆的绿色矿
山，情况会有所不同吗？带着疑问，督察人
员在旗内 8 家自治区级的绿色矿山中，随
机实地检查了几家，结果并不乐观：部分矿
企在督察进驻前匆匆退出绿色矿山，部分
矿企不符合绿色矿山创建标准，部分矿企
越 界 开 采 、违 规 侵 占 草 原 问 题 也 相 对 突
出。乌拉特前旗阿力奔公忽洞矿区铁矿甚
至在申请绿色矿山期间，还依旧在违规占
用草原。

行走在华拓矿业尾矿库周围，一阵大
风吹来，督察人员脸上拂过一层尾矿砂。

第三笔“糊涂账”：当地缺乏
系统治理观念，经济发展过度依
赖资源粗放开发

矿山治理，乌拉特前旗其实也有行动。据介绍，根据第一轮中
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乌拉特前旗投入了 8000 万元对乌拉山自然
保护区及周边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和修复。

近亿元的资金投入，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当地缺乏系
统的观念，只是机械化地发现一批问题矿山便整合一批，并没有从
源头进行管控，最终问题矿山只能交给政府兜底。

如何快速破题？思路是关键。督察发现，乌拉特前旗境内 45
家露天矿山中，开采铁矿的数量为 18 家，其中，超贫磁铁矿达到 13
个，占比超七成。超贫磁铁矿品位约在 8%至 15%，生产一吨铁精
粉需要原矿石 6 吨，产生选矿废料约 5 吨，市场价值不高、附加值
低、产业链也十分有限。

据相关专家介绍，早些年，在我国华北南部的部分地区也鼓励
开采超贫磁铁矿，因为当地铁矿中的含磷量有利于植物的生长，插
上树苗不用覆土也能存活，但当地也明确了“在有效进行生态恢复
的前提下，合理规范开发超贫磁铁矿”，同时还限制了生态脆弱区
对超贫磁铁矿的开采勘查。近些年，当地考虑到了生态完整性，禁
止了对超贫磁铁矿的勘查。

可见，因地制宜、引导分化是开采超贫磁铁矿的充分必要条
件。回到乌拉特前旗，这里年均降水量比华北南部地区年均少约
500 毫米，又属于生态脆弱区，显而易见，在乌拉山山脉大规模开
采超贫磁铁矿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实践也证明，在生态脆弱区内
露天开采超贫磁铁矿，收益覆盖不了成本，性价比并不高。

其实在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也注意到了超贫磁铁矿的开采
问题，把其列入矿产资源开发的负面准入清单。《内蒙古自治区矿
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年）》明确要求，禁止勘查超贫磁铁
矿，禁止开采超贫磁铁矿。

但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却在执行上打了折扣、出现了偏
差。五年来，当地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的粗放开发，不顾生态环
境的承载力，长期无序开采矿山，并大肆露天开采低品位矿，以牺
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利益。最终，近 3 万亩草原被破
坏和侵占，乌拉山山脉周围山体已不
堪重负。

乌拉特前旗矿产开采利用出现的
这三笔“糊涂账”，对内蒙古自治区而
言是个警醒。全区上下应该清楚地认
识到：只有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理念，在生态脆弱地区对矿产开
采严格准入、建立负面清单，以最大的
力度打击生态破坏损害行为，矿山开
采出现的种种乱象才不会在祖国北方
生态安全屏障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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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执法人员日前赴市方舱医
院现场督导医疗污水处置工作，要求施工单位抢抓工期，高标高
效建设污水消杀设施，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槐晓涛董若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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