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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 生机无限
——邵阳市国土资源工作巡礼之系列报道二

谢海龙 郭常春

十八大以来，在省国土资源厅和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市国土资源局顺应时势开展矿
山整治，迎难而上打击非法用地，多举齐下治理
地质灾害，既守护绿水青山，又培育“金山银山”。

矿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支撑，矿
产开发与生态建设息息相关。我市境内已发现
矿产74种、矿产地642处、大型矿床23处、中型
矿床33处、小型矿床61处，占全省已发现矿种
的61.67%。据专家估计，邵阳市保有矿产资源
储量的潜在经济价值达1800余亿元。

近五年来，市国土资源局树立绿色发展理
念，紧扣矿产安全生产红线，把矿产开发与生态
环境保护紧密相联，加大矿产勘探力度，科学设
置矿产业权，加速推进矿山整合，全面提升矿产
管理水平。全市地质找矿硕果累累，短陂桥矿
区查明煤层气资源量达15亿立方米，绥宁县发
现大型优质矿泉水源，绥宁县船田铁矿预计储
量高达 8100 多万吨。全市矿产开采总量达
1200万吨，采选业年产值达50亿元。

规划先行，合作找矿谋共赢。在第三轮矿
产资源规划编制中，该局坚持抓大放小的原则，
推行规模化开采、深加工利用的理念，将优质资
源优先配置给大型矿山，并保留一部分矿区作
为战略资源予以保护，重点扶持壮大以牛马司
煤矿为龙头的煤、焦、铁一体化采、选、冶集团，
以宝庆电厂为龙头的煤电一体化集团，以新龙
矿业为龙头的锑矿集团，以洞口县江口铁矿为
龙头的铁矿资源集团和以江口锰矿区为重点的
锰矿资源集团，形成大矿业、大开发局面。

2012 年 10 月 26 日，邵阳市人民政府与湖
南省地勘局签订地质技术战略合作协议，引进
专业技术开展优势矿产资源勘查，地下水资源
勘查，旅游地质（热）资源调查、开发，农业地质
调查以及地质灾害、土地污染防治和国土资源
管理等五方面战略合作。合作找矿成果突出，
实施各类地质调查与矿产勘查项目25项，其中
国家地质调查项目1项、省级矿业权价款项目
14项、商业性地质勘查项目10项。城步苗族自
治县平滩矿区钨矿普查有了重大发现，矿区内
发现了3条矿脉，初步估算氧化钨资源量5.4万
吨；绥宁县发现泡洞铅锌银矿产地1处；新宁县
丰田矿区长塘煤矿详查新增煤炭资源储量
1485万吨。

保障发展，科学设置矿业权。矿业权设置
是否科学合理、是否满足市场需求是矿产资源
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因素。该局根据经济社会
发展用矿需求、各地的矿产发布、矿产储量等数
值，编制《矿业权设置方案》，严格依据矿业权设
置方案设置采矿权。规范激活矿业权市场，该
局在科学、合理地设置矿业权的基础上，进一步
严格规范矿业权审批和矿产资源规划实施，培
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矿业权市场。凡是
新设立符合条件的矿业权，一律实行有偿出
让。矿业权实地核查工作获得全国先进。

关闭整合，坚守矿山安全底线。全市深入
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打击非法采
矿。市、县、乡镇集中力量以高压态势集中整
治，采取停电、没收采矿设备和矿产品、刑事拘
留、罚款等措施，对非法采锰、非法采金、非法采
石、非法采煤、非法采砂等非法采矿行为一律依
法严厉打击，利用露头就打的方式严防死灰复
燃。五年来，全市累计关闭取缔非法小矿点
600 多个。针对矿业权设置过小、过散及布局
不合理等问题，该局制订了整合方案，加大矿山
关闭与资源整合力度。关闭规模小、资源利用
率低、经济效益差、污染环境严重的矿山企业，
解决矿山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五年来，全市关
闭非金属矿 173 家，配合关闭落后小煤矿 104
家，有效消除了矿产安全生产隐患，市人民政府
荣获全省深入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
作先进单位称号。

生态复绿，治理恢复矿区环境。近五年来，
该局以国土资源部推进的绿色矿山与和谐矿区
建设为契机，全力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废
弃矿区及采空区的生态环境恢复。以矿山地质
环境调查与评价工作为基础，建立了系统的全
市矿山地质环境档案、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网络，
为实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
料和科学依据。该局千方百计争取中央、地方
财政及矿山企业投入资金，实施了57个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对地质环境问题突出的
采矿点实施了土地复垦、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
害防治、矿山废水废渣综合治理与利用等工程,
有力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新邵龙山金锑矿获
评“绿色矿山”。探索利用民间资金治理矿山地
质环境新路径，邵东县按照“谁治理、谁受益”的
原则出让采空区土地使用权，由受让方先治理
好该区域采空区，再进行土地开发利用，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明显。

绿色治矿
聚力攻坚谋转型

依法行政、严格执法，重拳整治土地矿产违法行为，是维护国土资源
管理和开发利用秩序的重要措施。十八大以来，市国土资源局以建设法
治国土为目标，高悬执法监察利剑，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开展集中整治行
动，通过规范引导、堵疏结合，在进退取舍之间，守住资源利用的底线，全
面护航国土资源事业科学发展。

依法履职，规范引导合法用地采矿。各类项目用地、个人建房用地、
探矿采矿等行为都需依法审批许可，否则均属违法。该局从依法履职、提
高行政效能入手，精简行政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提供统一受理、专程
代办、网上审批、限时办结等优质服务，严格依法依程序推进各类用地审
批、矿权设置和土地矿产权属出让、登记等行政审批事项，确保了合法用
地采矿需求。强化法制宣传教育，该局年年利用“4·22”世界地球日、

“6.25”全国土地日、“8.29”全国测绘日、“12.9”全国法制宣传日等时机，全
方位开展国土资源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逐步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国土
资源法制知识。

整合力量，集中整治违法行为。近几年来，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
程中，受利益驱使，非法占地、非法买卖集体土地、农村非法占用耕地建
房、非法采矿等违法行为在全市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时有反弹，
影响较坏，社会各界关注度高，监管压力相当大。有违法就要整治，该局
层层压实国土资源监管责任，利用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土地督查、案
件督办等手段，督促县（市、区）、乡镇两级党委政府严格落实国土资源执
法监察的主体责任，严厉查处整改卫片发现的土地矿产违法行为，约谈履
责不力的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各县（市、区）根据实情，建立了以政府领
导、国土资源为主、规划、公安、法院、纪检监察、检察、电力等部门参与的
联合执法机制，并设立专项整治指挥部，乡镇人民政府为国土资源执法的
实施主体，具体牵头组织，国土资源部门作为执法主体，整合全系统力量
参与。五年来，各县（市、区）均有的放矢开展土地、矿山违法行为专项整
治行动，采取露头就打、专案查处、联合执法等方式集中拆违控违、关闭非
法采矿点，做到了立案查处一批、集中拆除一批、处罚补办一批、约谈处理
一批、依法打击一批。

动态巡查，做足源头防范文章。土地是不可再生的，一经占用破坏
性较大，执法拆除也会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因此，加强动态巡查，搞
好源头防范至关重要。市、县国土资源部门建立完善了国土资源动态
巡查制度，划分动态巡查区域和重点，市、县（市、区）、乡镇分级、分区域
巡查，村级聘请国土资源信息员，在节假日等重点时段，安排专人专班
巡查，基本实现动态巡查全区域、无死角覆盖。对巡查发现的土地矿产
违法行为，第一时间制止，下发《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
对不听制止的，启动快速反映和联合执法机制，由乡镇人民政府牵头组
织集中执法，实施强制拆除或关停措施，把土地矿产违法行为有效遏制
在初发状态。2017年，隆回县进一步加强了动态巡查力度，调整充实
城建综合执法大队，组建了三个国土资源执法监察中队，对县城规划区
和农村的违规建设、非法占地建房实行快速反应，第一时间进行制止，
拆控违成效明显。

从严执法
进退取舍守红线

汛期来临，大地绿意葱茏，生机盎然。然而，在地质灾害防治
者眼中，伴随着汛季的往往是危机甚至灾害，一场大雨随时可能让
山体滑移、土块崩塌、矿山塌陷、村庄淹没、田地毁失。全市共有地
质灾害隐患点2988个，每个县（市、区）都不同程度发生过地质灾
害。

地质灾害的隐蔽性、突发性、破坏性强，如何最大限度地确保
群众生命不因地质灾害伤亡，是全市地灾防治的终极目标。五年
来，市国土资源局紧抓以防为主、防治结合这个关键环节，全市上
下全面落实工作责任，建立健全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有效应对
和处置了一起又一起突发性地灾的发生。

全面推进综合防治体系建设，构建牢固的地质灾害监测网络，
市、县（市、区）、乡镇、村层层分解落实地灾防治工作责任，县领导
联系乡镇、乡镇领导包村、村组干部守点，重要隐患点24小时专人
监测。同时注重群专结合，建立群测群防体系，以山洪地灾避险演
练、发放避灾明白卡、入户宣传、微信、村村响广播等方式广泛宣传
地灾防治知识，发动群众参与地灾防治的宣传、隐患排查巡查、预
警预报和避险自救等工作；新邵县被批准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
有县”，隆回县成为全省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重点县。2015
年6月18日，绥宁县普降暴雨，发生特大山洪地质灾害，全县12个
乡镇倒塌房屋27座90间，该县地灾巡查、防灾预案、预警预报、应
急演练、防灾避险工程建设等基础工作到位，无一人死亡，经济损
失降低到了最低程度。该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获得省国土资源厅
充分肯定。

强降雨时段的预警预报和险情巡查是地灾防治的重中之重。
全市国土资源部门与防指、气象等部门建立预警信息发布平台，以
文件、传真、短信、微信、村村响等等形式提前发布气象、地灾防治
预警信息给各级责任单位和人员，提前做好地灾防治的值守、隐患
排查与监测、群众撤离避险准备等工作。强降雨时段，县（市、区）、
乡镇、村三级干部入村驻点24小时巡查监测，及时组织群众撤离
避险和救灾。2014年6月19日下午至20日凌晨，隆回县大水田乡
香溪村区域降水达266毫米，19日下午6点，防汛防灾Ⅳ级响应的
命令传达到香溪村，乡镇干部和国土资源所人员会同村组干部全
区域巡查，发动村民做好随时撤离准备。20日凌晨1点，香溪村发
生小规模崩塌、滑坡地质灾害，乡村干部果断决定，分小组以挨户
敲门、吹口哨、打锣的方式，历时3小时将危险区的520人成功转移
到安全区。20日凌晨5点至7点，香溪村的地灾危险区发生大面
积山体崩塌、山体滑坡，造成4栋房屋倒塌，46栋房屋受损。香溪
村此次成功避免地质灾害4起，避免伤亡42人，被认定为全省地灾
避险的成功典范。

危难之中担大义，风雨之中守平安。在各级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者的艰辛守望下，我市五年来累计争取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
资金9540.75万元，消除地灾隐患200余个。

群防群治
风雨担当护平安

2016年全市地质灾害防治演练在隆回举行。陈智宇 摄。隆回县国土资源执法监察中队在拆除非法粘土砖厂。郭常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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