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

环境与发展5卷7期
ISSN: 2661-3735(Print); 2661-3743(Online)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列的位置，发展绿色矿业作为

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 [2]。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指导意见》，将“发展绿色矿业，加快推进绿色矿山

建设”写入中央文件。1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

提出“大力推进绿色矿山和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

的要求，部署了“选择 50 个重点地区开展绿色矿业发展

示范区建设”的重大工程。2017 年 3 月，原国土资源部、

财政部等六部委出台《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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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长期从事矿区水工环地质勘查、地质灾害防治、

绿色矿山创建等工作。

见》（国土资规〔2017〕4号），标志着绿色矿山建设从“试

点探索”转向“全面实施”[3]，从优化勘查开发布局、促

进矿业产业结构调整、整体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加强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积极探索矿地和谐发展新

途径、建立发展绿色矿业工作新机制等6个方面较为详细

的明确了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的建设要求。2017年9月，

原国土资源部发布了《关于开展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

的函》（国土资源厅函〔2017〕1392号），要求各地按照政

策引导、地方主体，一区一案、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示

范引领的原则，择优开展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

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以点带面推动区域矿业绿

色发展，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政策引领下，

各地政府高度重视，众多学者也投入到绿色矿业发展示

范区建设研究中。然而示范区的建设创新性强，需要基

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禀赋、产业特点，形成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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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特色的示范区建设路径 [4]。黄石市铁山区曾“因矿

而兴”，是一个开发历史悠久的老工矿区，长期以来，区

内经济主要来源于矿产资源的采选冶及加工，但当前却

面临着市场持续走低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矿业

发展的绿色转型迫在眉睫。本文通过分析铁山区建设绿

色矿业发展示范区的基础和面临的问题，给出建设思路，

为类似老工矿区建设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提供参考。

一、铁山区概况

铁山区位于湖北省黄石市西部，西距武汉市 70 公

里，距鄂州市区 25 公里，东距黄石市市区 25 公里，东

南距大冶市 15 公里，为黄石市、大冶市、鄂州市三地结

合部。全区东西长约 8 公里，南北宽约 4 公里，面积为

28.16 平方公里。交通四通八达，106 国道、铁贺路省道

贯通全区，西部紧邻大广高速。

铁山属丘陵地带，三面环山，是鄂东南丘陵的一部

分，区内山岭属幕阜山余脉黄荆山的西段。境内山峦起

伏，群山环抱，地势北高南低，地质构造复杂。白雉山

脉雄踞辖区北部，长乐山、秀山横亘于辖区南部，最高

峰走马坪海拔 475m。气候属亚热带季风区，受纬度、季

风、副高压、地貌与植被等诸多因素影响，形成了日照

充足、雨量充沛、夏热冬冷、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全

境气候温和、湿润，冬寒期短，水热条件优越，有利于

农作物生长。

铁山因矿设区，是我国著名的工矿城区，境内矿产

资源丰富，蕴藏着能源、金属和非金属 3 大类 10 余种矿

产。已探明储量的铁、煤、石灰石等优势矿产储量、产

量在全市乃至全省均占有一定的地位。铁矿以其品位高、

储量大而闻名世界，伴有金、银、铜、钴、镍等有色金

属，累计探明储量一亿多吨，曾是武钢重要的原材料基

地，素有钢铁之仓之称。石灰岩、大理岩资源潜力大且

相对集中，石灰岩主要分布于南部秀山、西部太平山等

地，大理岩集中于北部尖林山—象鼻山一带。截至 2017

年底，全区设矿山 13 家，除大冶铁矿为大型金属矿山

外，其余 12 家生产规模均在 10 万吨 / 年以下，为小型露

采非金属露采矿山，包括水泥用石灰岩矿 6 家，建筑石

料用石灰岩矿 4 家，建筑用大理岩矿 2 家。

二、铁山发展绿色矿业的基础

1. 矿业产业基础

铁 山 具 有 丰 富 的 矿 产 资 源 和 悠 久 的 开 发 历 史，

一千七百多年前，三国·吴·黄武五年（公元 226 年），先

人就在这里掘矿冶炼，炉火延绵千年不绝。1890 年（光

绪十六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兴办钢铁，建成大冶铁矿，

引进西方先进设备、技术和人才，建成中国第一家用机

器开采的大型露天铁矿，成为汉阳铁厂的原料基地，汉

冶萍公司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世界瞩目。建国前夕，

大冶铁矿陷入瘫痪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决定重建

大冶铁矿，作为武汉钢铁公司的原料基地，遂从苏联、

东欧引进大批设备开始重建。重建后的大冶铁矿是一座

现代化的大型铁铜矿，1990 年以前，武钢 65% ～ 70% 的

铁精矿都取自铁山，有色金属产品销往全国 15 个省市 64

家冶金企业，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采掘业的不断发展，铁山的建材工业、能源工

业、运输工业、探矿工业都得以发展。几十年来，新建

或扩建了大冶铁矿、秀山煤矿、黄石市石灰石矿、黄石

大理岩厂、黄石鹿峰水泥有限公司等重点项目，形成了

铁山以矿产资源为基础，采掘、冶金、建材为主导产业

的资源型工业体系。

2. 环境治理基础

近年来，生态环境问题得到铁山区的高度重视，区

政府始终将环境治理作为生态立区的最大任务来落实。

一是实施了“五小”企业关停和工业污染源治理工程，

关闭“五小”企业 17 家，整治重点工业污染源 22 家，关

闭开山塘口 5 处，全区减少粉尘排放 5600t、二氧化硫排

放 7000t、污水排放 3100t。二是启动老土桥 - 潘柏林地

面塌陷防治工程，开展了塌陷区回填、绿化、搬迁等。

三是成功获批并实施了全国地质环境治理示范工程项目

“黄石市铁山 - 还地桥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示范工程”，

一期恢复林地 775.03 亩，新增建设用地 873.41 亩；二期

恢复林地 1256 亩，新增建设用地 1501 亩。四是完成龙衢

湾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工程，复垦林地 342.7 亩，保留

建设用地 92.6 亩。

3. 绿色矿山建设基础

大冶铁矿作为老牌矿山企业，始终把“绿色矿山建

设”放在首位，自 1990 年起，在全矿实施“打造绿色矿

山行动”。一是制定详细的“硬岩绿化复垦科研计划”，

每年投入 200 余万元，组织全员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先

后在东露天采场北帮等五个区域复垦 366 万 m2，形成了

亚洲最大的硬岩绿化复垦生态林，创造出在石头上种树

的奇迹。二是借鉴硬岩复垦技术，对洪山溪尾矿库 1000

余亩荒滩全部进行绿化复垦。三是在生活区兴建 7 个供

职工休闲的绿化广场，构建起环绕矿区的生态防护林，

有效改善了矿区环境。四是加强“产、学、研”合作，

建立一体化科技创新平台，围绕提高矿产资源节约与综

合利用水平，共伴生矿铜、硫资源开发与合理利用，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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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难采矿生产系统工艺优化等方面开展工作。

2011 年，大冶铁矿申报国家级绿色矿山建设试点单

位，进入全国第二批绿色矿山建设试点名单，并于 2016

年通过原国土资源部评估，成功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

4. 矿业遗迹开发基础

为了保护矿业遗迹，弘扬矿冶文化，铁山区利用大

冶铁矿老露采坑建设了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用赋有特色

的景点、景观，全面展示千年古矿、百年矿业的魅力。

2010 年，矿山公园成功晋级国家 4A 旅游景区行列，实现

了黄石国家高等景区零的突破，成为矿山遗迹科学开发

的成功典范。

三、铁山发展绿色矿业面临的问题

1. 资源保障能力不断减弱

铁山区矿产资源多为上世纪发掘，近年来新发现矿

产地及查明的资源储量较少，经过建市建区以来的大规

模开发建设，矿产资源逐步枯竭，铁矿、煤矿等主要矿

产储量锐减，产量逐年减少，资源保障能力不断减弱。

作为曾经中国十大铁矿生产基地之一的大冶铁矿，最大

的东露天采场闭坑，3 个井下采区全部转入二期深部开采，

被列为全国九个危机矿山之一。

2. 接续产业发展仍显乏力

铁山多年来形成的资源采掘业及其衍生产业，在资

源枯竭的形势下受到极大冲击，特别表现出产业结构单

一的弊病。作为资源型城市，开采、加工产业一业独大，

产业链条短，经济结构单一，虽然地方政府在调整优化

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全区初级产

品多、终端产品少、科技含量不高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

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接续替代产业发展相对资源枯竭

的速度仍显缓慢，与资源型产业密切相关的矿山基建、

地质勘探等工作陷入困境，给铁山区的转型和可持续发

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3. 地质环境问题依然突出

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使得铁山区地质生态环境破坏

严重，昔日绿荫葱葱的山脉变得伤痕累累、百孔千疮。

虽然近年来实施了一系列的治理工程，但早年长期不规

范开采遗留的地质环境问题依然突出，严重制约了铁山

城市发展。“三废”排放率、恢复治理率和土地复垦率仍

有相当的提升空间。

4. 企业倒闭连锁问题严峻

随着主体资源（铁矿、煤矿）的衰竭，区内资源型

国有企业大多经营不善，相继关闭或改制，遗留了很多

社会问题，如：下岗职工利益难以保障、棚户区改造等

矛盾突出等。

四、铁山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思路

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应以提高矿产资源对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为出发点，以提升资源利用率和

保护环境为中心，以优化资源开发和发展绿色矿山为主

体，立足本地区矿产资源禀赋和矿业发展现状进行谋划。

结合铁山特色区位、优势资源、已有基础、特有问题，

提出以下建设思路：

1. 优化矿山布局结构，发挥资源禀赋优势

按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建设总体布局，对矿

山企业依法开采的矿产资源及矿山企业的生产要素进行

重组，形成以大型矿山为主体的矿业发展新格局，实现

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矿业规模化、集约化、基地化发展。

一是保留区内唯一一家大型金属矿山大冶铁矿，矿

山应进一步加强深边部资源勘查，提高资源保障能力；二

是整合南部秀山一带的3家小型石灰岩矿为1家，实现石

灰岩规模化开采的同时，完成秀山一带历史遗留工矿废弃

地治理；三是逐步关闭其余9家小型非金属矿山；四是在

象鼻山一带适时进行大理岩矿开发。逐步形成大冶铁矿—

金属矿产、秀山—石灰岩矿、象鼻山—大理岩矿的开发格

局，矿山数量由13家减少至3家以内，大中型矿山比例由

7%提升为100%。保留、整合、新建的矿山全部严格按照

绿色矿山标准建设，最终实现全区绿色矿山比例100%。

2. 加强矿山恢复治理，改善矿区生态环境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政策为引导的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的长效机制，把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治理的责任落实到矿产开发“事前、事中、事

后”的全过程，全面、有序推进区内各类矿山的地质环

境保护与治理。

对于新建和在建矿山，矿山企业要落实主体责任，

严格按照主管部门审查通过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

态复绿方案》开展工作，做到“边开采、边保护、边治

理、边复垦”，矿区可绿化区域复绿（垦）率达 100%，

粉尘污染、废水集中处理等符合环保相关要求。对于政

策性关闭矿山，按照“责任者付费、专业化治理”原则，

由政府部门利用企业缴存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备用金引

进第三方进行治理。对于历史遗留矿山（工矿废弃地），

按照相应政策纳入废弃露天采石场生态修复、全域国土

整治国土综合整治等项目范畴，安排专项资金分批逐步

进行治理。全面实现矿区环境天蓝、地绿、水净。

3.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加强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的推广应用，大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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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矿业循环经济，整体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水平。

一方面鼓励矿山企业加大先进采选技术工艺和设备

的研发、应用，全面提升区内矿山开采回采率、选矿回

收率和综合利用率。同时建立健全矿山企业“三率”考

核体系和监督检查机制，对于“三率”不达标的矿山企

业作相应处罚并限期整改，对于“三率”高于设计要求

水平的矿山企业给于一定的优惠政策。

另一方面开展尾矿资源综合利用研究。一是大冶铁

矿洪山溪尾矿库闭坑时间早，受当时技术能力所限，库

内 2159 万吨尾砂中铁、铜、硫、金、银、钴等有价成分

含量高，可进行洪山溪尾矿有价资源回收利用试验研究，

工业化试验取得进展后，适时启动尾矿再选工程。二是

契合地方政府打造海绵城市需求，开展利用尾砂制作储

水陶土项目可研，进一步推进尾矿资源化利用。

4. 引导产业链条延伸，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作为老牌工矿城市，资源仍是铁山区最大优势，冶

金、建材等传统产业短期内仍将占据主导地位。应在依

法依规淘汰落后低效污染产能，提升工艺，提高传统产

业效益的同时，延伸产业链条，增强精深加工矿产品开

发和生产能力，提高矿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推动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依托矿产资源，铁山区具有发展新型材料产业的优

势。可依托石灰岩、大理岩等非金属资源，以建材产业

为支撑，发展复合新材料、新型耐火材料、环保涂料等

产业，建设建材新材料产业基地；依托铁等金属资源，

以冶金产业为支撑，发展特种钢、钢铁合金等产业，打

造钢铁新材料产业集群。

5. 打造矿冶旅游新城，助力城市发展转型

铁山区因铁闻名，矿冶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丰

富，历史人文荟萃，是湖北省“矿冶文化之乡”，拥有黄

石国家矿山公园、“十大荆楚最美乡村”熊家境、省级风

景名胜东方山、大冶铁矿博物馆等多个特色景区。铁山

发展旅游服务业具有突出的优势条件，也是其作为资源

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以矿冶文化为主导，以国家矿山公园为支点，通过

整合旅游文化资源、完善配套设施、加大宣传力度，推

动旅游业发展，打造矿冶旅游新城。一是整合矿山公园、

东方山、熊家境三大景区资源，联合申报 5A 级风景区，

提升铁山旅游档次；二是建设高端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配备交通、住宿、餐饮等要素，发展休闲旅游、文化旅

游和养生旅游，打造高端和高附加值的旅游服务；三是

以黄石“五大工业遗产”旅游开发为契机，依托国际矿

冶文化旅游节，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进行旅游宣传，

扩大铁山旅游知名度。

6. 创新利民惠民机制，营造矿地和谐氛围

积极探索矿地和谐发展新途径，立足服务和改善民

生，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创新资源惠民

利民新机制 [5]。

一是矿山企业优先矿区居民就业，实现富裕共享；

二是由政府、矿企共同建立发展基金，用于完善矿区周

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助贫困群众子女教育等，提高

群众生活质量；三是加强矿企对群众的人文关怀，适时

组织开展企业职工和周边群众联谊与互动，提高群众满

意度；及时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纠纷，不发生重大群体

性事件。努力实现“开矿一处、造福一方，开发一点、

保护一片，矿地和谐、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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