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结合

—
一

为纪念减胜远同志 而作

边效曾

1 9 8 9年 10 月 《地矿部科技顾问委 员会专

家建议 》第 92 期中发表 了减胜远同 志撰写 的
“

保护矿产资源与保护环境
”

0 一文
,

当时

福建省地矿局正筹各召开全省 乡镇矿业开发

管理经验交流会
,

局领 导打电话 给 部 矿 管

局
,

邀请减胜远同志往临指导
,

回电说他忽

然病 贡
,

住院抢救
。

轨知 11 月 2 日
,

胜远同

志竟离我们而去 ! 他的去世
,

使我们异常悲

痛
。

我们失去了一位关心矿业发展的良师益

友
,

是地质界的 一个重大损失
。

我们这次会

议按时召开 了
,

会上交流了许多矿管与保护

环境的宝贵经验
,

看到胜远同志的遗愿初步

实现
,

缅怀故人
,

特撰此文
,

以示纪念
。

矿产资源开发 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非常密

切
,

在国家制定的 《矿产资源法 》和 《环 境 保

护法 》 中都注意到如何正确处理 这一才 后
。

矿产资源开发的 目的是为了创造物质财富
,

而保护环境是 为了保证人们具备创造物质财

富的条件
,

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得到安全和

稳定
,

可以持续发展
,

二者的 口标都是为 了

造福人民
。

但在矿产资源开发活动过程中
,

却往往给周围的环境 自觉或不 自觉地带来 不

良影响
,

甚至遗留 下灾害的根源
。

例如矿山

剥土
、

堆砒
、

尾矿排放
、

矿坑和选矿厂排水

等
.

都会造成山林破坏
、

水上流失
、

河流淤

塞
,

甚至影响到农田和居民用水
,

农作物毁

灭
,

以致破坏区域性的生态 乎衡
。

这并不是

危言耸听
,

而是确实在 福建发
’ l毛过的事情

。

但勿!果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
,

重视这些问

题并把它提高到法律的
.佰度来认识

,

在矿业

管理上以人民的长远利益为重
,

采取必要的

法律
、

行政和经济的措施
,

这个矛盾是可以

得到妥善解决的
,

并且可以引导 它 化 害 为

利
,

为人民造福
。

闽南三角开发 :[/ 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程
,

面临大海
,

又 有九龙江
、

晋犷仁等大河横贯共

间
,

道路密集成网
,

交通非常方便
。

矿产以

盛产花岗石而闻名东南亚
,

还有 槟 海 玻 德

砂
、

河砂
、

高岭 土等矿产远销全国齐地
。

这

里又是木省著名的水果之乡
.

寮产龙服
、

蕊

枝
、

香蕉
、

菠萝
、

柑
.

桔和 计蔗
,

农业
、

渔业

和海水养殖业也十分发达
。

如果在矿产资源

开发中不工视环境保 护
,

将 会 给 农
、

林
、

渔
、

副业生产带来大的危害和损失
。

福建省

矿
一

产资源管理委 员会和福建省地矿局注意到

这个问题
,

及时地把群众采矿的热情引导到

正确的方向
_

h来
,

既发挥矿产资源的经济效

益
.

又维护人民的 长远利益
,

使地方的经济

能够稳定持久
、

协调地发展
。

他们是怎样做

的
, 一

l子面用实例来介绍他们的经驼
。

普江县罗山乡早在 19 3 3 年 就 开始烧砖

瓦
,

全乡拥有砖瓦窑 13 2座
,

占川山坡地农杂

地 3 5 8 亩
。

从业的劳动力占全乡 劳 动 力 的

2几%
。

1 9 8 8年砖瓦产价 1 2 00 万元
,

占乡企业

总产依的 n 努
, ,

创利润 126 万元
,

上: 交国家税

利 1 7
.

5万元
,

已成为全 乡的支柱产业之
一 ,

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但砖瓦业

的发展和保护耕地
、

防止水土流失以及保护

生态平衡形成了明显的矛盾
。

是简单的 关川

企业
,

还是让农业受害
,

是要迫 切解决的 l、弓

题
。

这个 乡的党委认为耕地是人民赖以生存

的物质旅础
,

珍惜和 合理利用每
` 一

寸上地是

我国的基本国策
,

但发展砖瓦业又是脱贫致

富的重要手段
,

他们果断采取措施解决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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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后
,

一手抓控制砖瓦业的生产规模
,

严禁

新建砖瓦厂
,

一手抓保护耕地
,

加强管理
、

统筹规划
、

合理开发
。

他们把宣传 《矿产资

源法 》 和 《水 上保持法 》放在首位
,

并把二者

有机地结合起来
,

认真贯彻
。

这个 乡成 立 r

矿管站
,

健全了管理机构
,

规定凡开采砖瓦粘

土
,

必须依法 申请
,

经村民委员会实地察着
,

签署意见
,

再经乡政府和乡矿管站严格审查

批谁
,

领取采矿许可证
,

在矿管站 签定协议
,

协议书中规定了开采面积
、

开采深度和复耕

期限
。

他们提出三个不淮
:

一不准减少土地

面积
,

按要求填沟平岸
,

力争扩大耕地面积
;

二不准取地表 3 0厘米以内的耕作土
,

避免影

响地力 ;
一

三不准土资源外流
,

以保证本乡粘

土资源的服务年限
。

四个有利
:

一有利于机

耕 ; 二有利 于农田排灌
; 三有利于 水利整体

规划 ; 四有利于道路交通
。

为
一

r 不 误农时

及时播种
,

保证还耕
,

_

现定在一般情况 下
,

于冬季农闲时开田取土的
,

还耕 口期为 4 月

2 5日以前
,

不影响春播
; 春季开田取土的

.

还耕 日期为 7 月 2 5 日以前
,

不 影响夏播
:

鱿

秋季开田取上的
,

必须当爪恢复地貌
。

1 3 8 3

年该 乡开发粘上使用耕地面积 1 3 2
.

7 5亩
,

除

当年还耕 1 1 2
.

3 5亩外
,

扩大了耕地面积 3 1
.

8

亩
,

不但没有减少耕地面积
,

降 低 上 地 质

量
,

反而得到
一

r 更好的结果
,

使原先的旱地

和坑洼不平的杂地改造成了平整的水稻田
。

龙海县角美镇位居闽南三角区的中心地

带
,

盛产花 岗石
、

高岭上和砖瓦粘土等
。

镇

兑委以
“

两法
”

为武器
,

落实治理整顿的各

项方针政俊
,

提 出
一

了
“

以石 养 果
、

以 果 带

林
”

的矿业经济政策
,

规定 开 采一立 方 石

料
,

必须种 2 ~ 搜裸果树
,

而 且 要 保 量
、

保

质
、

保活
。

在报酬方面
,

规定凡是在采石取

土后平整的山坡地种植的果树
,

收成时集体

得 2弓%
,

个 人得 7 5 %
。

对花 岗石矿区要求做

到三定
,

即定矿区边界
、

定开采深度
、

定采

后规 划
。

他们规划在开采初期
,

把剥 l; 来的

覆盖层粘上用于制砖瓦
,

初期的花岗石石材

由于风化
,

色泽不好
,

不符合出口条件
,

改

作建筑用条石
,

边脚石用作铺路
; 开采 一定

深度以后
,

凤化程度减弱
,

色泽变好
,

便 可

用作出口花岗石石材
; 采空以后的矿

’

坑
,

锐

划川做池塘养鱼
,

以充分发扣珍火合效益
。

现

全镇已栽种果树 5 万株
,

将来绿树成荫
、

硕

果累累是可以预期的
。

他们做到矿产资源月
二

发与发展农副林业相结合
,

繁荣 当前农村经

济与为子孙后代造福相结合
,

其意义是十分

深远的
。

在闽南开发区的矿管工作中
,

还注 含到

保护水库的岸坡稳定
、

国防
_

L程和厂矿的安

全
、

凤景名胜和学校
,

同时注意引导群众类

约化经营
,

发展集体经济
,

共同富裕
。

普江

县龙湖乡瑶屠村的经验是很有代表性的
,

他

们在乡党委和村支部的领 导 卜
.

筹办了采矿

联芍体
,

吸收村民入股
。

制定 了龙湖乡瑶滑

村花岗石矿区综合治理的规划
,

将矿区葵建

分成 三个阶段
,

首期工程主要完 成 盖 层 剥

离
,

平整上地
,

修筑返路
,

建立排水系统
;

第 二期工程开采浅部半风化条石
,

用作民用

玖材
,

营造果林和防风林带 (沿海风砂大 ) ;

第二期工程开采 出日荒料
。

现在这个村已剥

上 8 万方
,

清理花岗石采场约 1 万平方米
,

平整土地 6 0亩
,

种植果林 3 3亩
,

造林 1 0亩
,

植树 l 万株
,

修筑一条宽 6 米
、

长 30 0 米的

矿阿 公路
,

建成 2 2 61 平方米的石料加 厂场
、

2 1 0 0平方米的贮石场和 1 1 3 8平方米的骨理

生活区
。

一个规划合理
、

设施配套齐全
、

适

合采用先进技术 大规模生产花岗石的采石场

已初具雏形
,

这决不是个体采矿 所 办 得 到

的
,

只有集体经苛才能实现
、

从以上所举的实例中
,

我们 可以石到矿

管工作
一

有着广阔的 前景
,

矿答工 作不仪具有

现实的意 义
,

而 巨共有深刻的 长远意义
厂

听

谓现实意义
,

是指治理整顿矿业秩 字
,

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
,

使矿产资源得到 有 效 的 保

护
,

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创造以好条件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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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关系进行详细研究
,

找出共中的异同
,

裸

出正确的结论
,

以对矿床普查勘探工作产生

有力的促进
。

如果不分主次
,

不分先后
,

笼

统模糊地去认识矿床成 因及富集规律
,

最终

将得不出令人信服和满意的结论
。

员然这样

的结论表面肴来似乎对各地质因素及 相互间

的关系都有 otIJ 述
,

面面俱到不可取舍
,

实际

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

在运用
“

层控
”
理论指导矿床的

一

普查勘

探工作时
,

确定矿床的成矿时代非常重要
。

许

多
“

层控矿床
”
的矿石矿物与围岩的形成年

龄出入很大
,

所以不能将矿体与围岩简单地

理解为同生
、

同期
、

同成因
。 “

层控矿床
”

受地

层控制
,

然而地层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

在同

一地质时代内形成的地层应是一套岩石 (层 )

的组合
,

它除了有成层特征及可能的古生物

标志外
,

还 可能发育有火山岩
。

根据围岩性

质来理解矿床成因很难免不会发生问题的
。

在解决成矿时代问题时
,

要严格区分成岩与

成矿的时间概念
,

当然不排除二者同步的可

能
。

笔者认为
, “

层控矿床
”

中的所 时 犷源

层形成时代不能算作成矿时代
,

而成矿时代

应根据形成工业矿床的地质作用所发生的时

代来确定
。

因为
“

矿源层
”

可以位于矿床
_

仁

下左右的任何部位
,

其有用组分含量
一

与我们

所理解的工业矿床的概念相去甚远
。

草些 获

作者在讨论
“

层控矿床
”
的物质来源时

,

过

多地强调同生沉积的
“
矿源层

”
而忘记了前

述
“
多

” ’

多的含意
。

四

从根本 七讲
, “
层 控

” 一词 不具成因意

义
,

它是对矿床在宏观
_

L所体现出的与地层

间依存关系的一个概括性描述
。

它在一定程

度 上说明了矿床的形成 过程中
,

地层和其中

的某此岩性是 一个重要的地质条件
。

这些地

层和岩性对矿床的规模
、

贫富等起着重要的

控制作用
,

但矿床形成的主因还是成矿地质

作用
,

所谓
“

层控成因
”
一词是不科学的

。

五
“

层控
”
理论在区域地质找矿工作中发

挥了战略威力
,

启迪人们对已有矿床的重新

认识
,

扩大其储量和远景
。

要做到这些
,

笔

者认为在具体工作中要正视客观地质条件
,

认真研究问题的牛寺殊性和复杂性
。

矿体与围岩
、

岩浆活动
、

变质作用等之

间的关系
,

矿
`

体的形态
、

产状等问题都应充

分注意和认真研究
。

不能将地层 (或岩性 )

对矿床的控制理解为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

应

找出其内在联系
,

这对矿床成因及物质来源

的探讨无疑是有帮助的
。

由于
“

层控矿床
”

的矿体形态和产状复杂
,

因此在对一此
`

i川

岩 (地层 ) 产状
几

不协调的脉状
、

馥状
、

串珠

状等矿体进行勘探时
,

必须 具体情况 具体分

析
,

不能一味按汾层追索
、

顺层控制的思想

布署勘探工程
。

此外
,

某些
“
层控矿床

”
是

受地层 中一些不连续的特殊岩性控制
,

共找

矿的第一 目标就应是这些不连 续 的 特 殊岩

性
,

否则找矿效果和经济效 益 是 不 会理想

的
。

虽然
“

层控
”

理论中存在 一刁些问题
,

担

其较强的生 命力是不容忽视
。

随 着 矿 床 地

质工作的不断发展和新资料的不断积累
,

将

不断丰富和完善这 一矿床学理 i仑
,

使其在矿

床
一

普查勘探 毛作中发挥出更加具体的指 导作

用
。

( 四川省地护 局二 O 五地质队 )

狱 袱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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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长远意义
,

是指 正确处理好矿业 与农业
、

林业
、

水土保持等方面的关系
,

使之得到 价

期协调的发展
,

也就是理顺开发矿业与环境

保护的关系
,

井把群众的采矿热恃引向集体

化经济的道路
。

矿管
一

L作 目前仅仅是开始
,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

我们要在今后的实践中

不断探讨
、

不断前进
、

不断有所作为
,

从而

为实现我国的矿业不断发展
,

环境不断改泞

作出贡献
。

( 福建地矿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