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心协力 把矿产资源法落在实处

内蒙古 自治 区副主席 刘作会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
,

矿产资源丰富
。

到目前为止
,

全区已发现各种矿产 1 00 多种
,

产地四千多处
,
有 71 个矿种 6 09 处矿产地探明

了储量
,

有 39 种矿产储量居全国前十位
,

其

中稀土
、

冰洲石
、

石膏等六种矿产储量占全

国第一位
。

我区的采矿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

十分重要的位置
。

据一 j L / \五年底统计
,

我

区建成的国营矿山有 3 02 个
,

其 中大中型矿山

31 个
,

年产值 7 亿元 ; 集体
、

个体矿山或开

采点逾千
,

年产值过亿元
。

但是
,

我区丰富

的地下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还很低
。

如何发挥

我区的矿产资源优势
,

变矿产资优势为经济

优势? 这就需要认真贯彻 《矿 产资源法 》 ;

坚持
“

放开
、

搞好
、

管好
”
开发地下资源总

方针
。

《矿区资源法》从一九八六年十月一 日起

施行
,

这是我国矿产资源开发管理史上的一

件大事
。

为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勘查
、

振兴

矿业
,

促进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矿产资源提

供了法律保障
。

为了有效地贯彻执行 《矿产资源法 》 ,

主

管部门
、

各级矿管机构首先要 认 真学 习 《矿

产资源法 》 ,

掌握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
;

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和在开发利用中问题

较多的地方
,

组织开展普及矿产资源法的教

育工作
。

特别要使矿山
`

职 工 和 广大群众懂

得
,

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

不得侵占
、

破

坏
、

买卖
、

出租或者以其它任何形式转让国

家的矿产资源
; 要坚持有证开采的办法

,

不

能随意滥采乱挖
; 任何单位和个人要珍惜

、

保护矿产资源
。

贯彻执行 《矿产资源法 》 ,

要结合 自治区

的实际情况
,

制定地方性法规
。

去年 自治区

久大常委会通过的《内蒙古 自治 区矿产资源

开发管理条例
卜

》 ,

是根据国家 《矿产资源法 》草

案和 《民族区域 自治法 》 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

基本精神与 《矿产资源法》 是一致的
。

经过 自

治区计委和地质矿产局的努力工作
,

已制定

出 《内蒙古 自治区矿产资源开 发 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 》 (草稿 )
,

经讨论
、

修改
,

尽快使之

正式定稿
,

批准执行
。

有了这些法规
,

矿产

资源勘查
、

开发工作就有法可依
,

有章可循

了
。

正确处理好放与管的关系
,

是搞活矿产

资源开发的前题
。

一管就
“

死
”

不行
,

束缚

了我们的手脚
; 同样只讲 放 开 而 不加强管

理
,

则会放任 自流
,

把矿产开发搞乱
。

要通

过加强管理
,

有计划
、

有步骤地放开
,

管中

有放
,

放中有管
,

才能达到搞活矿产资源开

发的 目的
。

贯彻执行矿产资源法规
,

要明确责任
,

各司其职
。

自治区地质矿产局是地方矿产资

源的主管部门
。

全面履行矿产资源勘查
、

开

发登记
、

矿产开发管理和资源保护的职能
。

地矿局一定要把 自己的职责担 当起来
,

敢抓

敢管
,

会抓会管
。

各有关主管部门要主动配

合地质矿产局
,

做好矿产开发管理工作
。

既

要管国营的
、

也要管集体和个体的
; 地矿部

「1要牵头
,

与各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大
、

中
、

小型矿山的定点
、

划界工作
,

要按照自治区

矿产资源开发的总体规划
,

在就近就便
、

合

理布局
、

充分利用的原则下划分资源范围
,

实行分级管理
,

以便各得其所
。

各级政府对

所管辖范围内的矿产开发管理和资源保护也

责无旁贷
。

总之
,

各有关方面要同心协力
,

把矿产资源法规认 真 贯 彻 到基层
,

落在实

处
。

矿产资源开发必须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



市场需要
。

办小矿投资少
,

建设周期短
,

积

累资金快
。

能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
,

有利乡

镇企业的发展
,

促进广大农牧民脱贫致富
。

各地区
、

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地质

矿产资源开发工作的领导
,

要统筹规划
、

合

理安排
,

鼓励和扶持集体矿的和个体采矿
。

地质部门要进一步做好地质勘探工作
,

扩大

地质工作的探索范围和服务领域
。

主动为地

方提供矿产资源地质资料
,

在有偿互惠的原

则下
,

为发展乡镇小矿寻找资源
。

协助地方

进行可行性研究
,

选择采矿点和制定开发规

划
。

帮助 乡镇矿山改善经营管理
,

培训技术

人才
。

在开采设计
、

生产技术
、

安全措施等

方面给予积极指导
。

总之
,

内蒙古的矿产资源开发有着广阔

的前景
,

只要充分发挥全区各族人民的聪明

才智
,

贯彻执行有关的矿产资源祛规和条例
,

全区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就会进人一个新的

振兴时期
,

为内蒙古的经济繁荣
,

造福全区

各族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

《 中国地质 》 ( 月刊 )

征 订 启 事

《
中国地质

》
杂志系地质矿产部主办 的综

合性机关刊物
。

主要报道党对地质 工 作 的方

针政策和地质矿产部制订的具体 业 务 政策

交流政治思想
、

业务技术
、

经 济 管 理
、

体制

万性政流革
、

三合针交改
二

的原则
。

不论国营
、

集件
、

个体
,

不论采取

什么形式开采
,

必须坚持综合回收
、

综合利

用
,

提高回收率
、

降低损失率和贫化率
,

尽

量减少开发利用中的资源损失浪费
。

目前
,

在合理开发利用
、

保护矿产资源

和加强管理方面存在很 多问题
。

不少矿山采

富弃贫
、

乱采滥挖
,

使矿 体 和 采 场遭到破

坏
;
很多资源得不到综合利用

,

如东升庙硫

铁矿伴生的锌
、

银
、 ’

铅
、

铜
,

目前只利用硫

一种
,

比硫价值更高的铅锌
、

铜
、

银等有用

矿产均未回收
。

按已开 粱量估算
,

仅伴生的

锌一项就损失 2 千多万元
;
矿山建设违反程

序
,

在矿产资源不清
、

矿石利用问题尚未解

决的情况下
,

盲目基建
,

使一些矿山造成了

很大的损失浪费
; 特别是在一些乡镇集体经

营的矿山和个体采矿 中
,

安全条件差
,

伤亡

事故多
; 无证开采

,

争抢矿点等向题较为严

重
。

长此下去
,

矿产资源开发不仅搞不活
,

反而会越搞越乱
。

因而
,

要加强管理
,

要坚持依法治矿
。

对矿山进行整顿
,

以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
。

保证国营矿山的主体地位
,

使集体矿山和个

体采矿相应得到健康发展
。

对那些不具备开

采条件
,

严重损坏国家矿产资源
,

不具备起

码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 (矿点 )
,

要下决心予

以关闭
。

经整顿合格的矿山企业
,

颁发开采

证
、

营业证
、

安全合格证
。

对今后新上的矿

山企业
、

各级矿管机构要 严 格 按 照审批权

限
,

完备和健全审批手续及制度
。

要组织工

程技术人员进行实地检查
,

符合要求的
,

依

照各级管理权限批准发证
。

严禁无证开采
,

坚决墉吐止乱采滥挖
、

破坏资源的现象发生
。

对触犯刑律的违法行为
,

应追究刑事责任
。

对
“
大矿大开

”

要采取积极的态度
,

要

抓紧地质工作和前期工作
。

计委
、

煤炭厅
、

冶金厅
、

化工厅
、

建材局
、

地矿局要把前期

土作作为行业管理的重要工作 来 抓
; “
小矿

放开
” ,

能调动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
。

小矿矿

点多
、

分布广
、

矿种多
、

易开采
,

可以满足

改革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
中国地质

》
杂志面向全国 地质行业

,

以

其方向性
、

指导性
、

科学性
、

实用 性 为 刊物

之特点
。

辟有十多个专栏
,

力争 活 泼
,

可读

性强
。

`
中国地质

》
杂志由邮局公 开 发 行

,

全国

各地邮局均可订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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