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强露天矿山监督管理若干措施的通知

青政办〔2022〕23 号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

《关于加强露天矿山监督管理若干措施》已经省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

好贯彻落实。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 年 3 月 3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加强露天矿山监督管理若干措施

为切实加强露天矿山开采常态化监督管理，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治理责任，巩固生态环境

保护成果，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如下措施。

一、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合理规划开采布局



(一)加强重点区域和矿种管控。全省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等重要生态敏感

区和国家级、省级、县级公路、铁路两侧的直观可视范围内，以及其他易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

流区域禁止新设立露天矿山。西宁市、海东市中心城区及六州下辖各县(市、区、行委)中心城区等

重要区域，原则上禁止新设立露天矿山，其他区域限制新设立露天矿山。重点加强砂石、冶金建

材化工类非金属矿产以及煤炭露天矿山的监督管理。

(二)强化露天矿山规划布局。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和管控作用，新设立露天矿山要符合国土空

间规划“三条控制线”管控要求。各地区在编制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中，要综合考虑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矿产资源分布和市场需求，兼顾当前和长远发展，做好露天矿山的规划布局，严格控制露

天矿山总数。通过不断优化矿产资源开采布局，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开采和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严格执行最低开采规模。按照国家矿产资源规划和产业布局发展要求，严格执行露天矿山

最低开采规模准入。其中，砂石开采规模原则上不低于 10 万立方米/年(青南地区除外)。

二、加强源头管理管控，严格落实准入条件

(四)落实新设立露天矿山准入条件。新设立露天矿山要符合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安

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及“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相关政策，应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矿产资源规划、相关专项规划等要求，落实最低开采规模准入及最低服务年限要求，杜绝大

矿小开、一矿多开。严格采矿权出让登记管理，新设立露天矿山要按照“净矿”出让要求，提前

做好用地、用林、用草、用湿、用水等审核审批事项衔接，项目涉及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在露天矿山采矿权出让前，必须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综合资源禀赋、经

济技术条件等因素，开展露天开采方式必要性研究论证，慎重选择露天开采方式。矿山项目建设



要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水土保持、排污许可，以及环境保护设施和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制度。

(五)严格已设立露天矿山项目管理。已设立露天矿山要按照矿山企业管理规范化、资源利用高

效化、生产工艺环保化、矿山环境生态化、矿地关系和谐化的总体要求实施运行管理。对于不符

合重点区域管控要求，违反资源环境法律法规、规划，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乱采滥挖的露天矿

山，依法予以关闭;对于污染治理不规范，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以及生产工艺、设施设备落后的露天

矿山，限期整改、提质改造，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以及不能完成升级改造的，依法

予以关闭;对于相邻小型露天采石场开采范围之间小于 300 米或爆破安全距离不满足《爆破安全规

程》要求，以及布局不合理，同一矿区存在一矿多开、大矿小开的，实施资源整合，实现规模化、

集约化开采;已设立露天矿山开采完毕转井工开采的，在开展露天开采区域生态修复治理的同时，

按要求做好转为井工开采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相应开采设计和安全生产评价等工作。本措施下

发前已经在非禁止区域取得露天矿山环评批复、项目核准等相关前期手续确需建设的，在严格落

实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前提下可继续批准建设。

三、提升开采利用水平，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六)提升矿产资源利用水平。督促、引导、鼓励露天矿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引进先进技

术和设备，改进优化开采工艺，提升采选技术水平，提高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

指标。探索露天矿山固体废弃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制度，提升废石、废渣最大化利用水平，减少

废弃物排放，降低环境保护压力。加快露天矿山转型升级和优化整合，形成规模开发程度高、综

合利用水平强的现代化露天矿山开采新格局。



(七)加大绿色矿山建设力度。新设立露天矿山要严格落实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并贯穿到矿山规

划、设计、建设、运营、闭坑全过程。已设立露天矿山要加快升级改造，在开采、加工、装运、

储存等主要环节采用先进、高效、节能的开采加工设备、技术和工艺，推进矿山固体废弃物综合

利用、生产废水循环利用、矿山粉尘防治，限期达到绿色矿山规范要求，对拒不履行绿色矿山建

设义务的，依法关闭退出。

四、落实环境治理责任，持续推进生态修复

(八)落实生态修复主体责任。露天矿山企业要坚持“谁开采、谁治理，边开采、边治理”，建

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账户，完善基金监管台帐，严格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各级政府要督促企

业加强尾矿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程控制扬尘噪声污染、矿山废水排放、废弃物堆放等，按照

“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草则草、宜景则景”原则，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和矿区复绿，对关闭、

闭坑露天矿山全面实施恢复治理，全过程落实露天矿山生态修复责任。

(九)实施责任主体灭失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各市(州)、县级政府要多方筹措资金进一步加强对

责任主体灭失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和遗留污染源治理，统筹安排各类生态修复工程、历史遗留矿山

生态修复等项目。结合矿山旅游、生态产业等项目，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新模式，加快生态修复进度。

五、压实监管主体责任，强化执法监察力度



(十)健全联动机制。各市(州)、县级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属地发展改革、工业和信

息化、公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利、应急管理、林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会商

会审联动监管机制，形成政府领导、部门联动、透明公开、快速推进的工作格局。

(十一)强化监督管理。各市(州)、县级政府要进一步规范露天矿山监督管理工作，明确部门职

责，强化责任意识，依法依规对露天矿山开采开展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管理，依法依规追究履

职不到位的相关部门单位及人员责任。

(十二)加强执法检查。要加大联合执法检查力度，应用信息化和高科技手段开展远程监控，监

督矿业权人严格执行批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

地复垦方案、水土保持方案等，严厉打击违法开采、污染环境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本措施自 2022 年 4 月 30 日起施行。


	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露天矿山监督管理若干措施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