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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调查+" 支撑服务脱贫攻坚模式探索与实践
——以赣南苏区为例

方 捷，曾 勇，刘 一，沈雪华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江苏南京2l0016

摘 要：2016年以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展的地质调查支撑服务脱贫攻坚工作围绕赣南矿业经济

发展、特色农业发展、饮水安全、特色旅游业、绿色矿业等需求，开展了矿产地质调查、土地质量地球化学

调查、水文地质调查、资源综合利用、地质遗迹调查等工作，支撑赣南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工作已见实效，形成

了行业特色明显的“地质调查+”扶贫模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地质调查+”扶贫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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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GeolOgical SurVey+’’Supporting

PoVer够AUe、，iation Model：A Case study of South Ganzhou

FANG Jie，ZENG Ybng，LIUYi，SHEN Xue-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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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2016，China GeoIogical Survey of the Minist巧of NaturaI Resources have been car叮ing out

povert)，alleviation work focusing on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a豫cteristic agricultllre，drinking water

safety'green mining，specialtourism，etc．It has giVen mn play to its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in carrying out l锄d

quality geochemical suⅣey’hydrogeological sur、，ey’ mineml geological suⅣey， comprehensiVe resource

utilization survey，geological heritage survey’geological environmental叭rvey柚d other su九reys．The PoVe啊
Alleviation Wbrk for supponing old revolutionary arc私in south G醐zhou have already achieVed the actllal effect：

it has fomed a clear featllre of the“geological sun，ey+poVeny alleViation”model，and explored a unique

“Geological SuⅣey+”new wa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wOrds：geological surVey；accurate poVerty reduction；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south Ganzhou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和

底线目标(黄承伟，2017)。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精

准扶贫脱贫攻坚工作，从河北阜平、湖南湘西、陕

西延安到贵州遵义、江西井冈山、青海海东、山西

吕梁，从政治局学习会、中央全会、全国“两会”、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到新年贺词、联合国峰会等等，

在历次重要会议、重大场合、关键节点都会持续强

调脱贫攻坚的重大意义。对扶贫开发提出一系列富

有创见性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新举措(公丕

宏和公坯明，2017)，明确了战略目标，强调了战略

举措，阐明了战略保障，提出了“六个精准”、“五

个一批”、“四个问题”等重要思想(张楚和张守夫，

2017)，开启了脱贫攻坚工作的全新局面。

赣州等一些革命老区，由于历史、自然等多重

因素的影响，脱贫攻坚任务相当艰巨(中共中央办

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2016)。2015年11月，中央扶

贫开发工作会议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总动员令，明确了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孙新

博和左朝阳，2017)。自然资源部十分重视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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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脱贫攻坚工作及时进行了全面部署(袁国华等，

2016)。中国地质调查局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秉承自

然资源部“翻箱倒柜，倾囊相助”的理念，按照自

然资源部党组的决策部署，以“在精准施策上出实

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

为统领，发挥专业优势，针对赣南苏区重大民生问

题、特色农业发展、矿产资源调查与规划、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地质旅游资源规划等方面，布置实施

了一批地质调查项目，探索了一条地质调查工作服

务脱贫攻坚的模式，总结了地质行业技术优势与扶

贫区资源优势相结合的扶贫经验，走出了一条独具

特色的“地质调查+”扶贫新路，收到了显著成效(钟

自然，2017；龚磊等，2018；潘晓东等，2018；宋绵等，

2018；孙智杰等，2018；王新峰等，2018；杨斌等，

2018；中国地质科学院，2018)。

l主要工作

1．1 “四个全覆盖”

赣州市域全区农用土地面积15 000 km2，其中

赣州六县农用土地面积8 640 km2。1：5万土地质量

地球化学调查在赣州四县开展过试点工作(王会敏，

2017)。2017年全面开展赣州六县l：5万土地质量

调查工作，截止到2017年11月，赣南苏区l：5万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完成工作面积9 543 km2，

其中赣州六县完成面积8 583 km2，到2018年，基

本实现赣南苏区农用地土地质量调查全覆盖。

l：5万水文地质调查2016_2018年以赣州六县

为重点陆续安排主要问题区1：5万水工环综合调查

13 812 km2。2016—2017年，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完

成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面积2 300 km2，水环中

心完成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面积8 423 km2，20 l 8

年布置工作面积2 750 km2，总工作面积将达到

13 473 km2，基本完成赣州四县主要问题区1：5万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全覆盖。

赣州六县已完成1：5万区域地质调查40幅，正

在开展lO幅，尚有20幅未开展工作。围绕整装勘

查区、找矿远景区和扶贫找水区，以赣州六县为重

点，完成1：5万区域地质调查4 14l km2。武夷山成

矿带龙泉一上杭地区地质矿产调查项目2017年布
置赣南l：5万地区域质矿产调查2 612 km2．1：25万

区域地质调查7 OOO km2，根据赣南苏区脱贫攻坚

2018年地质矿产调查评价项目计划落实情况，部署

l：5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2 062 km2，基本完成赣州

六县l：5万区域地质调查全覆盖。

按照2018年覆盖赣州六县重要远景区、2020

年覆盖赣州六县全区的原则，优先安排完成整装勘

查区、重要矿集区、找矿远景区的矿产资源潜力评

价工作，为靶区优选、提供基地、促进商业地质的

开展提供基础，需要部署矿产远景调查评价总面积

18 926 km2(含周边部分区域)，涉及41个5万图幅。

武夷山成矿带龙泉一上杭地区地质矿产调查项目

2017年布置赣南l：5万矿产地质调查3 088 km2，中

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布置赣南l：5万矿产地

质调查2 287 km2，中国地质科学院资源所部署

l：5万矿产地质调查面积l 000 l【IIl2。中化地质矿山

总局部署1：5万矿产地质调查400 km2。根据赣南

苏区脱贫攻坚2018年地质矿产调查评价项目计划

落实情况，部署l：5万矿产地质调查5 150km2。基

本完成赣州六县重要远景区l：5万矿产地质调查全

覆盖。

1．2示范引领

开展了支撑服务赣南苏区脱贫攻坚的工作目

标和示范工程或基地建设。确保支撑赣南精准脱贫

攻坚地质工作能为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脱贫起实

效。一是深化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成果，提出了

63处农业基地建设的建议，并支撑服务于都禾丰万

亩富硒蔬菜基地、兴国县高多千亩蔬菜基地、于都

县梓山万亩农业示范基地等3处农业产业化示范基

地建设；二是深化了矿产地质调查成果，整装勘查

工作、矿集区找矿工作取得了一些新认识，圈定了

一批找矿靶区，在一些地区钻探验证取得找矿成果，

为区内下一步找矿工作提供了方向：三是深化了水

文地质调查成果，为赣县和兴国县各建成了l处安

全用水人户示范工程，实施完成了64个探采结合

井，总涌水量超过2万吨／天：四是在于都县润鹏、

兴国中萤两处矿山建立了示范工程，开展选冶技术

研发改进和资源综合利用研究工作，为两处矿山的

多个矿种建立了新的选冶技术和综合利用示范，直

接为企业增加千万元的效益；五是开展地质遗迹专

项调查，支撑上犹县五指峰地质公园、兴国县丹霞

地质公园、宁都翠微峰地质公园、信丰香山地质公

园成功通过省级地质公园资质，支撑于都盘古山矿

山公园申报成功国家矿山公园：六是开展矿山环境

地质调查，在寻乌建立一处稀土矿山环境治理示范

工程，开展废弃矿山环境的恢复治理工作；七是通

过面上调查，提交了4处地热水找矿靶区，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开展地热钻孔施工勘查工作，为建立新

能源开发示范基地服务。

2脱贫成效

2．1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

地质调查工作围绕特色农业产业发展，2015年

以来完成了赣州六县特色农业区l：5万土地质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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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学调查9 543 km2。土地质量调查成果的初步

汇集并及时移交给地方政府，发现的集中连片无公

害富硒区土地48片，绿色富硒土壤农业基地总面

积184 547亩，无公害富硒土壤农业基地总面积
192 093亩，提出63个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建议，已

经指导建成了3处现代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

以建成的于都梓山万亩现代农业高科技博览

园为例。土地流转租金，按照500斤稻谷／年进行实

物折价，万亩土地租金每年约650万元；基地提供

就业岗位2 000余个，平均可达70元／天，每年工资

总额约4 800万元；基地还免费提供大棚给当地贫

困户种植，并提供技术培训、种苗供应、产品销售

全套支持；基地吸纳贫困户的产业扶贫贷款，由县

级合作社监管，每年获得8％的固定分红。梓山农业

基地范围内涵盖3万人口，辐射7万人口，带动梓

山镇全镇尚未脱贫的113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3 966

名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形成农民增收、农村增美、

企业增效、城市增辉的综合效应(章继刚，2012)。因

此，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成果对发展特色农业，

打造高端富硒农产品产业具有决定性作用，可为当

地百姓实现造血式扶贫。

2．2水文地质调查

1：5万水文地质调查工作持续发力，以保障与

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完成了赣县、宁都、

于都、兴国四县的水文环境调查工作，实施完成了

64个探采结合井，日涌水量超过2万吨，可满足

20余万百姓的安全饮水及灌溉用水需求，建成了

2处安全饮水示范工程、提供了l处城镇供水水源

地，有效地解决当地百姓安全饮水问题。同时还积

极谋划地方“水产业”的发展，发现了66处偏硅酸

矿泉水点，实施多个矿泉水勘探孔，偏硅酸矿泉水

总涌水量超过3 000吨／天，其中有两处为罕见的富

锂、富锶矿泉水；圈定多个地热异常靶区，实施

多个地热勘探孔并取得初步突破，为地方经济发展

添油加力。基于所发现和可进一步勘查的饮用天然

锂矿泉水、饮用天然偏硅酸矿泉水、饮用天然纯净

水，有望形成从高端到一般档次、可持续发展的

绿色矿业“水产业”，也将使地质扶贫具有长期效

应。

目前地方政府已经对一处锂矿泉水探矿权进

行了申报，参考市场上某锂矿泉水(含量0．3～
0．85 mg／L)500 mL灌装、每瓶lO元的价格，某限量

版富锂高端矿泉水420 mL灌装、每瓶20元价格估

算，其经济价值十分可观。因此，水文地质调查工

作在保障与改善民生以及带动地方脱贫具有重大作

用。

2．3地质矿产资源调查

矿产地质调查推动贫困区矿产资源优势向经

济优势转化，提交一批矿产地，催生一批矿山企业，

形成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矿业扶贫模式。

完成l：5万区域地质调查3．02×104km2、矿产地质

调查1．37×104km2、航空物探1×104km2。已发现

矿种110种，查明资源储量矿种65种，提交矿产地

571处，其中大型24处、中型86处。累计查明资

源储量：钨195万吨、稀土126万吨、萤石568万

吨。武夷山成矿带地质矿产调查评价项目，查明二

叠纪车头组为赣南地区重要的含锰层位，为华南地

区的锰矿找矿突破提供了新的方向，也为赣南扶贫

帮困工作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通过矿产地质调查，

圈定物探异常258处、化探异常224处，新增矿产

地120处，其中大中型矿产地27处，有效支撑了找

矿突破358目标的实现，为崇义大余钨矿业经济

区、赣州钨和稀土深加工矿业经济区、龙南稀土矿

业经济区、兴国氟盐化工矿业经济区、瑞金会昌氟

盐化工矿业经济区等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危机矿

山接替资源找矿专项在老矿山深部及外围开辟了

“第二找矿空间”，为苏区老矿山的延期服务和解

决地区人口就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初步形成6处开发基地，2015年赣州市采矿业

总产值达到320多亿元，矿业延伸产业总产值达到
1 333多亿元，矿业从业人数达到13．71万人。危机

矿山深部及外围调查，支撑西华山钨矿等新增一批

资源量，延长了矿山服务年限，稳定就业5 500人，

人均年收入约5万元，近2万人成功脱贫。帮助矿

产企业改进采选工艺技术，金龙锡业、龙威锡业年

生产能力达100万吨，锡精矿年生产能力4 000吨，

冶炼能力1．18万吨，实现年产值1．5亿元、上缴地

方税费3 000万元，安排就业人数l 000人，带动解

决就近的贫困人口就业300户以上。

2．4资源综合利用

资源综合利用与尾矿资源回收研究工作取得

实效，以赣南重要非金属矿、有色金属矿、稀有稀

散金属矿、典型固废为对象，对其开发利用现状开

展调查评价工作，针对重要矿山企业技术需求，开

发综合利用适用技术并进行生产工艺流程升级改造

示范，在于都润鹏铅锌矿、兴国中萤萤石矿建立了

2处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同时对宁都河源锂辉

石、风里背高岭土开展综合利用研发，取得了显著

经济与社会效益，年增加产值近3 000万元以上，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提升赣南矿产综合利用水平，

助力赣南脱贫攻坚。

以润鹏铅锌矿为例，在原矿铅品位为0．79％，

锌品位2．30％的条件下，提升生产工艺，铅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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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92．56％，比实际生产中铅的回收率提高15

个百分点以上。铅精矿中锌含量只有4．32‰比实

际生产的铅精矿中锌含量降低5％以上。95．45％的

锌进入选铅尾矿中，比实际生产提高5％以上。以润

鹏矿业1 300吨／天的处理量，原矿铅品位为O．79％，

锌品位2．30％来计算，每天多回收铅1．54吨以上，

多回收锌1．5吨以上，一年将多回收0．1万吨铅锌，

经济效益可观，相当于从尾矿中又找到了一座矿

山。项目组对其中的一条生产线进行了不影响生产

的局部技术改造，并更新了药剂，现场生产结果显

示铅精矿纯度提升了10个点，产品价格将增加

400元／吨，同时尾矿中金、银、铅、锌的含量未发

生明显变化，改造成本未增加，更新的药剂与原有

药剂成本略低且更环保，此项铅锌银工艺改造将为

企业每年增加收益523万元。另外对尾渣进行了用

螺旋溜槽回收硫的试验，取得了较好效果，企业原

先回收硫工艺的结果是每天亏损千元，现改造为重

选回收硫工艺，预计利润可达3 000~4 000元／天，

且重选工艺还能回收铅、锌，将增加千元效益。重

选回收硫工艺将结合原有生产线进行改造与升级，

改造后的生产线将精简部分流程，车间将减少一半，

电费也能节约40％，将为企业新增每年120万元。

因此资源综合利用工作将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

空间、环境、能源效益，是实实在在的精准扶贫。

取得的四项研发技术，对赣南地区铅锌矿、高

岭土、萤石矿、锂辉石矿的生产工艺和资源综合利

用具有较好的示范作用。因此资源综合利用研发工

作对促进赣南地区矿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的作用。

2．5地质遗迹

围绕地方旅游业的发展，地质遗迹调查工作积

极发力。开展了由市及县的需求调研和实地调查工

作，摸清了赣南地区地质遗迹资源家底，赣州市地

质遗迹资源丰富，共82处地质遗迹，鉴评出世界级

地质遗迹点3处，国家级地质遗迹点6处，其中赣

州六县总共3 l处地质遗迹资源。用非常之策落实非

常之举，地质遗迹资源调查工作协助地方人民政府

成功申报石城通天寨国家地质公园，支撑上犹县五

指峰地质公园、宁都县翠微峰景区、兴国县丹霞地

质公园、信丰香山地质公园通过省级公园评审，于

都盘古山矿山公园申报成功国家矿山公园．积极推

动赣州市恐龙化石的保护开发与利用工作，赣州市

成果获得“中国恐龙之乡”称号，成为赣州旅游的

新名片，为进一步提升旅游品位，推动地方“生态

旅游、文化旅游”旅游业的繁荣和发展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提出保护与科学利用建议，推动地方地

质遗迹保护和科学研究，总结并推广石城经验，选

择典型地区，开展地质文化村建设研究，形成“地

质遗迹+旅游”、“地质遗迹+文化”、“地质遗迹+农

业”等多元服务模式。

以石城为例，2007年开始开发丹霞地貌：2010

年接待游客30万人，全县旅游创收2 000万元：

2014年，经国土部门努力，申报成功了国家级地质

公园，当年接待游客170万人次，旅游收入5亿多；

2015年游客230多万，收入7亿多元；2016年，接

待334万人次，全县旅游创收15亿多。

可以预见，石城、兴国、宁都的地质公园及赣

县、瑞金、信丰等地未来的可能成功申报的地质公

园，各县的红色旅游景点、文化古村等，将在赣州

市组成一个丹霞地貌、地热温泉、客家文化、山水

文化、红色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旅游度假区，将为赣

南苏区人民带来巨大的旅游收入，带动服务行业的

快速发展，拉动就业和社会需求。

3 “地质调查+”特色扶贫工作模式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展的脱贫攻坚

工作围绕特色农业发展、饮水安全、绿色矿业、特

色旅游业等需求，开展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水

文地质调查、矿产地质调查、资源综合利用调查、

地质遗迹调查和地质环境调查等工作，取得了显著

的成绩，支撑赣南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工作已见实效，

通过实施一批示范工程，形成了地质调查+农业、地

质调查+水文、地质调查+矿业、地质调查+旅游等

的特色扶贫模式。

“地质调查+”工作模式是以中国地质调查局

的行业优势为基础，以专业领域的公益性工作的实

施，引领和推动老区人民改善当地生活环境、协同

区域发展；开展自然资源的调查，支撑与服务地方

政府充分利用有限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通过专项

资源的调查与评价，促使地方形成支撑经济发展的

产业支柱或龙头，带动区域脱贫致富；该工作模式

是地质行业技术优势与扶贫地区资源优势相结合的

结果，也是行业扶贫工作的特色成果。

4结语

(1)中国地质调查局充分发挥地质调查支撑服

务脱贫攻坚的独特优势，通过开展土地质量地球化

学调查、重要矿产资源潜力调查、矿产勘查与开发、

水文地质调查、地质遗迹资源调查等工作(张开军，

2016)，为赣南革命老区脱贫提供了地质基础与技

术支撑，基本实现了地质调查的“四个全覆盖”。

(2)地质调查工作在服务脱贫攻坚中具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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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业优势与专业特色，并在特色农业发展、饮用

水安全与保障、优势矿产勘查、绿色矿业开发、特

色旅游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等方面有很好成效。

(3)通过2年来的地质调查工作，完成了一批示

范工程的建设，打通地质调查支撑服务脱贫攻坚最

后一公里，强化了成果的示范作用，促进老区资源

优势向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的转化。

(4)探索形成了“地质调查+”的特色扶贫工作

模式，为行业扶贫帮困工作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和

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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