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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十三五”时期是龙山县打造“山水龙城、武陵福地”，全面建

设国内外知名历史文化旅游区、武陵山龙凤经济协作示范区和武陵山

区绿色生态经济强县的重要时期。为适应新常态新要求，科学统筹龙

山县矿产资源勘查储备、开发利用和保护、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促进矿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矿产资源规

划编制实施办法》等管理条例和《湖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

2020 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

2020年）》、《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和《龙山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结

合全县矿产资源特点、勘查开发利用和矿山地质环境现状，编制《湖

南省龙山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年）》（以下简称《规

划》）。 

《规划》是规划期内龙山县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的指导性文件，是加强和改善矿产资源宏观管理

的重要手段，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行政区内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

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绿色矿山建设等各项工作的重要

依据。 

《规划》以 2015 年为基期年，规划期为 2016～2020 年，远景展

望至 2025 年。 

《规划》适用范围为龙山县所辖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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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与形势 

龙山县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北部，土地总面积 3131.0

平方公里，下辖 12 镇 5 乡和 4 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 59.44 万人。

2015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67.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7.0%，三

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25.9∶23.5∶50.6 调整为 26.3∶20.3∶53.4。

矿产业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基础性作用。 

（一）矿产资源现状 

1、矿产资源概况  

截至 2015 年底，全县已发现矿产 23 种，已查明资源储量有 13

种,其中煤炭、铅矿、锌矿、水泥用灰岩、陶瓷土等 5 种已列入《湖

南省矿产资源储量平衡表》；发现各类矿区（床）150 处，其中有 5

个矿区（井田）纳入省矿产储量表。 

陶瓷土是龙山县的优势矿产,主要分布在民安街道办事处。矿石

储量 785.0 万吨，矿山储量规模达大型。开发条件好，其精深加工产

品应用前景广阔，开发潜力大。 

地下热水是龙山县的特色矿产,主要矿产地有 5 处，主要分布在

洗洛镇、洗车镇鸡屎塘、贾市乡那耶坪、苗儿滩镇苗星和隆头镇沙大

沟。储量丰富，具有较大的的开发利用价值。 

2、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现状  

（1）基础地质调查 

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全面完成 1:25万、1:20 万区域地质调查；

完成 1：5 万区域矿产远景调查面积 898 平方千米，占全县面积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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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茨岩塘--红岩溪幅 1 个图幅；完成 1：5 万区域矿产调查 1794 平

方公里，占全县面积 57%，涉及石牌洞、召市镇、红岩溪镇、咱果坪、

洗车河镇、隆头镇、里耶幅等 7 个图幅。 

物化遥区域调查：完成 1/100 万、1/50 万、1/20 万航磁测量；

1/50万、1/20 万重力测量及 1/20 万遥感、化探扫面。 

水工环和地质灾害调查：完成 1:20 万区域水文地质调查、1:10

万矿山地质环境调查评价和 1:5 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 

（2）矿产资源勘查  

区内已查明资源储量的主要矿区 6个，其中大型矿区 1个，中型

1 个，小型矿区 4 个。2 处为详查程度，4 处为普查程度。 

2015 年纳入省矿产储量表的 5 个矿区（井田）中属大型矿区 1

个，其他均属小型。2 处为详查程度，3 处为普查程度。 

现有探矿权 5 个，登记勘查工作面积 64.86平方公里，主要分布

在洗洛镇、水田坝镇、洗车河镇和苗儿滩镇，主要勘查矿种包括地下

水和铅锌矿等多金属矿种。按勘查阶段分类：1 个详查，3 个普查，1

个预查。 

3、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全县已开发利用的矿产有煤、铅锌矿、重晶石、方解石、冶金用

石英岩、饰面用石料（大理石）、水泥配料用页岩、建筑石料用灰岩、

砖瓦用页岩等 10 种, 其中锌矿、重晶石、冶金用石英岩、水泥配料

用页岩、饰面用石料（大理石）等处于停产状态；目前尚未开发利用

的矿种有陶瓷土、水泥用灰岩、白云岩、地下水、地下热水、页岩气



 4 

等。 

纳入省矿产储量表的 5 个矿区（井田）中除洛塔矿区处于正在开

采状态外，其他 4个矿区处于未利用状态。 

截至 2015 年底，全县发证矿山共 111 个，其中省级发证矿山 4

个，州级发证矿山 16 个，县级发证矿山 91个。除州级发证 4 个矿山

规模为中型，其他均为小型。全县大中型矿山数比例 3.6%。 

2015 年底，全县正在开采矿山 55 家，停采矿山 52 家，在建矿

山 4 家，矿山企业从业人员 1470 余人，各类矿产年产量及产值分别

为：原煤 2 万吨，产值 760万元; 方解石 2 万吨，产值 400 万元，建

筑石料用灰岩 277万吨，产值 12620万元，初步形成了以原煤、方解

石、建筑石料为主体的矿业开发格局。矿业总产值 5.2亿元，矿业增

加值 3 亿元。 

4、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现状 

龙山县境内发育各类矿山地质灾害点9处，其中煤矿山地质灾害

问题最多达7处，对地质环境影响最大。全县矿山企业地质环境问题

主要表现在岩土破坏、地下水污染及地面变形三个方面。 

岩土破坏： 2015年矿山开发活动固体废物产生量15.2万吨，占

用及破坏土地资源总计8.5公顷，其中林地7.0公顷，耕地（包括农田）

0.5公顷,其它地类1公顷。 

地下水污染：全县矿山废水（矿坑水）年总排放量为173万立方

米，其中能源矿产年排放量为57万立方米，占33.00%。近年来，随着

其他矿山的生产, 矿业废水总排放量将有所增加。矿山开采对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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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未造成大的破坏。 

地面变形：主要是指地面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对地表

的影响。截至2015年底，煤矿矿山崩塌影响面积6.5公顷，因沉陷引

起的地面崩塌地质灾害点5处，地裂缝1处、滑坡1个。严重威胁矿山

工业场地及矿山及周边30户150人及150间房屋的安全，潜在经济损失

1000万元。 

针对以上地质环境问题，龙山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综合治

理：本县于 2015 年争取省财政资金投资对洛塔煤矿区地质滑坡治理

项目，共投入 725万元，主要用于治理地质滑坡和土地复垦；关闭煤

矿 9 家。截至 2015年底，对 111个矿山企业全面实施了“矿山复绿”

行动，累计投入资金达 180 万元，复绿面积 12 公顷，喷播草种面积

5 公顷。 

（二）上一轮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实施成效  

上一轮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主要实施情况见专栏一。 

专栏一  湖南省龙山县上一轮规划实施情况表 

类别 
指标 

名称 
规划目标 

截至 2015年

底实施情况 
备注 

地质矿

产勘查 
调查评价 

湖南省龙山县石牌洞—杨家坪铅锌调查

评价；湖南省龙山县江家垭—两河口铅

锌远景调查评价；湖南省龙山县红岩溪

—洗车河锌矿调查评价 

已设探矿权 1

个“湖南省龙

山县水田坝矿

区铅锌矿预

查” 

未完成 

地质矿

产勘查 
勘查项目 

湖南省龙山县洗洛岩溶缺水地区地下水

勘查 
已实施 新增 

湖南省龙山县梯子岩矿区铅锌矿普查 已实施 新增 

湖南省龙山县下光荣矿区铅锌矿普查 实施中 新增 

湖南省龙山县卡巴矿区铅锌矿普查 实施中 新增 

规划 16 个探矿权其中 15个未实施探矿

权如下：石牌铜铅锌矿普查、三元硅石

煤矿硫铁矿预查、乌鸦乡铁树铅锌矿预

实施白羊紫砂

陶土水泥灰岩

详查 1个 

数量太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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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  湖南省龙山县上一轮规划实施情况表 

类别 
指标 

名称 
规划目标 

截至 2015年

底实施情况 
备注 

查、水田乡干溪铅锌矿预查、下光荣—

江家垭矿区铅锌矿普查、红岩矿区铅锌

矿普查、塔泥乡玉坝库铅锌矿普查、打

溪矿区铅锌矿勘查、唐家寨矿区铅锌矿

普查、洗车镇铅锌矿预查、他砂乡光明

煤矿普查、凤溪皮塔科铅锌矿普查、隆

头铅锌白云岩大理石矿勘查、靛房煤矿

普查、内溪乡双坪铅锌矿普查等。 

矿产资

源开发

利用与

保护 

年开采 

总量 
煤：25万吨 煤：2万吨 未完成 

矿山最低开

采规模 

煤矿：6万吨/年 
煤矿：6万吨/

年 
未完成 

锌矿：3万吨/年 
锌矿：1万吨/

年 
未完成 

方解石：2万吨/年 
方解石：2万

吨/年 
完成 

“三

率”水

平（主

要矿

产） 

开采 

回采率 

煤炭：87% 煤炭：85% 

规划目标太高，未完成； 

锌：90% 停采 

选矿 

回收率 
锌：93% 停采 

综合 

利用率 
锌：50% 停采 

矿山地

质环境

保护与

绿色矿

业发展 

历史遗留矿

山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率 

60% 60% 

对 10家需复垦的煤矿山

进行了土地复垦，面积

0.0316km
2
，完成。 

矿区土地复

垦率（面积） 

60% 

（面积 0.112平方千米） 

50% 

（面积 0.056

平方千米） 

对 24家需复垦矿山中的

13家矿进行了复垦工作，

上一轮矿规指标规划值太

高，未完成。 

三废”排放

达标率 
95% 95.2% 

“废渣”综合利用率

90%，“废气、废水”治理

排放率 100%，部分完成 

矿山地质环

境监测率 
100% 100% 完成 

土地还绿率 15% 16.2% 完成 

矿产资源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上一轮矿规期间共投入勘查费用

近 2 千万元；新增水泥用石灰岩资源量（332+333）4761.7 万吨，地

下水资源量 314.3万 m 3 /a，饰面用石料（大理石）637.9万立方米。

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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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开发秩序明显好转。2007 年全县矿山企业 237 个，上轮规

划至 2015 年采矿权数量减少至 80 个。截至 2015 年底，全县矿山现

状数量共 111 个，比上轮规划数多 31个，目标太高未能实现，但从

整体来说，矿山数量已大幅减少，矿山生产规模得到提高，空间布局

也逐步趋于合理。尤以煤矿数量减少幅度最大，由 2007年的 10 家减

少到 1 家；深入整顿和规范了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矿业开发秩序进入

历史最好时期。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成效显著。完成全县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与

评价，建立全县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网络基础平台；建立县级矿山地质

环境数据库系统，为实现矿山管理工作的信息化、现代化奠定扎实基

础；对新建矿山和延续办证矿山均进行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落实

了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备用金制度，开展了矿山的环境恢复治理工程项

目，启动“矿山复绿”行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作初见成效。

至 2015 年底，省财政资金投入近 725 万元用于环境整治，由龙山县

国土资源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站统筹管理实施；政府企业自筹资金作

为配套资金 525万元。共实施项目 1个，完成了洛塔煤矿区地质灾害

治理与地质环境重点治理项目；启动了“矿山复绿”行动，对上轮规

划的 19 家矿山进行了分阶段复绿治理。 

矿政管理成效进一步规范。政府坚持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相结

合，对新设立采矿权一律以“招、拍、挂”等市场竞争方式出让，基

本建立了公平有序的矿业权市场。实施矿业权设置计划管理与规划审

查制度，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步入规划管

理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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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勘查难度逐步加大，勘查投入亟待提高。龙山县矿产勘查进入攻

深找盲、寻找隐伏矿体和开拓周深找矿阶段，探寻新矿床难度进一步

加大；2013 年后，勘查类财政投入断崖式降低，矿业低迷导致商业

性勘查投入直线下降，导致上轮矿规 16 个规划探矿权中仅落实 1 个，

矿产资源勘查工作进展缓慢。 

矿山规模有待提高，产业结构有待完善。全县大中型矿山占比低，

大部分矿山生产规模小，矿区面积小，矿山结构有待调整；部分矿山

企业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落后、科技含量低，矿产资源利用效率有待

提高；矿产品仍以初级产品为主，产业链条不完整、产业集中度不高。 

矿产资源配置须趋合理，勘查开发利用布局有待调整。规划的资

源配置指导和控制力度不够，合理配置资源、整合资源等深层次问题

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大矿小开现象仍然存在。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任务重，资金投入不足。矿山企业重开发，轻

环境恢复治理的思想较重，导致矿山环境问题点多面广，治理工程量

大，治理资金严重不足；绿色矿山建设有待提速。 

多规衔接工作有待加强，补偿协调机制尚不完善。上轮矿规与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主体功能区、土地利用和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衔接

工作不够深入，导致划定的禁采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源

保护地、重要城镇及基础设施等）与国务院授权的主管部门认同的范

围有出入；矿业活动准入、退出相应的协商制度，补偿机制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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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势与要求 

矿业形势深刻变化助推矿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受现行经济低

迷、需求放缓、能源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龙山县矿山企业经营困难，

铅锌矿产探明资源储量少，无资源优势。随着国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建材和地下热水

等矿业开发迅速增加，同质发展带来竞争压力。矿业形势变化要求加

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矿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增强可持续发

展能力。 

矿业发展面临新机遇。龙山县地处鄂、湘、渝三省市交界之地，

武陵山脉的中心腹地，即将进入“铁路”、“高速”时代，区位优势

即将显现。“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与扶贫攻坚等战略的实施，龙

山县将会享受更多的政策扶持。 

绿色发展理念对矿业提出新要求。绿色是十三五时期五大发展理

念之一。矿业虽是传统行业，但面临着集约化、规模化程度不够，矿

山地质环境问题突出等形势。矿山企业必须要转型升级，以创新为动

力，以技术改造为手段，提高产品的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减少能源

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创造“稳产增效、减产增效、提质增效”的发展

模式。 

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加快矿产资源管理制度创新。当前，矿业经济

下行、企业经营困难、矿业发展活力不足与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

恶化、民主诉求多元等问题相互交织，矿产资源管理领域深层次矛盾

亟待解决。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必须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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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管理制度改革，实现管理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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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原则与目标 

（一）指导原则 

1、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认真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全面落实省、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围绕把龙山县建设

成为“武陵山区绿色生态经济强县”的战略目标，突出本县资源产业

特色，立足区内以非金属矿为主的优势矿产，以转变资源利用方式为

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统筹安排龙山县矿产

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等各项工作，明确矿业经济发展方向，力争

地质找矿取得新突破，矿产开发利用与保护取得新成就，切实发挥规

划的宏观指导和监管依据作用，为龙山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坚实支撑和保障。 

2、基本原则  

坚持绿色发展，加快矿业转型升级。树立“生态保护第一”的矿

产开发理念，合理调控资源开发利用总量，严格矿产开发准入条件，

强化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加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矿区土地复

垦力度，大力发展绿色矿业。 

坚持开发与保护协调发展的原则。全面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

求，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统筹资源开发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强化资源开发合理布局、节约集约利用和

矿区生态保护，实现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民生改善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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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资源为基础、突出重点和特色的原则。结合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矿产资源禀赋特点，着力解决本区域内矿产资源管理、优

势矿产开发与保护、多矿种综合勘查开发、资源利用统筹等热点难点

问题，突出重点和地域特色。 

坚持特定矿种保护、促进资源优势转化的原则。充分发挥矿业作

为基础性产业的作用与优势，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统

一规划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的勘查和开采，不断提高优势矿产开发

利用水平。 

（二）规划目标  

到 2020 年，新发现重要矿产地 1 处；采矿权总数控制在 80 个以

内，大中型矿山比例达 10%，矿业总产值 8.2 亿元，全县建设绿色矿

山 11个（见专栏二）。 

专栏二  湖南省龙山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指标体系表 

类  别 指标名称 属性 

地质矿

产勘查 

探矿权数 15个 预期性 

新发现重要矿产地 1处 预期性 

新增矿产资源储量 

铅锌矿：5万吨（金属量） 预期性 

方解石 ：25万吨（矿石量） 预期性 

饰面用石料（大理石）：300万立方米(矿石量) 预期性 

水泥配料用页岩： 200万吨(矿石量) 预期性 

地下热水：1000 万立方米/日 预期性 

矿产资

源开发

利用与

保护 

年开采总量 

固体开采总量:800万吨 预期性 

分矿种 

铅锌：3万吨 预期性 

重晶石：3万吨 预期性 

方解石 ：12万吨 预期性 

冶金用石英岩： 15万吨 预期性 

陶瓷土： 5万吨 预期性 

饰面用石料（大理石）：60万立方米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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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二  湖南省龙山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指标体系表 

类  别 指标名称 属性 

矿产资

源开发

利用与

保护 

年开采总量 分矿种 

水泥用灰岩：100万吨 预期性 

水泥配料用页岩：20万吨 预期性 

建筑石料用灰岩：500万吨 预期性 

地下水：300万立方米/年  预期性 

地下热水：1000立方米/日 预期性 

矿产资

源开发

利用与

保护 

省部级发证采矿权数 7 预期性 

州级发证采矿权数 24 预期性 

县级发证采矿权数 49 约束性 

大中型矿山比例 10 预期性 

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 85% 约束性 

矿业经

济 

矿业总产值 8.2 预期性 

矿业增加值 3 预期性 

矿山地

质环境

保护与

绿色矿

业发展 

绿色矿山比例 14% 预期性 

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面积 
0 约束性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率 100% 预期性 

矿区土地复垦面积 0 约束性 

展望至 2025 年，全面完成全县基础性地质调查，勘查新增 1 个

重要矿区可供开发利用，勘查新增矿产资源潜在经济价值 10 亿元，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格局进一步优化，矿业经济发展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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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产业布局 

（一）矿业空间布局 

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挥优势、规模开采、集约利用、做

强产业的原则，以大中型矿产地、重要矿区、重要矿产加工业集中区

及交通、电力等基础条件为因子，落实州局规划资源产业基地1个，

规划产业园区1个。实现龙山县矿业协调持续发展。 

1个资源产业基地：落实州规龙山地下热水、大理石、铅锌资源

产业基地，规划期内争取湖南省龙山县贾市那耶坪地热矿区普查、湖

南省龙山县苗儿滩镇隆头沙大沟地热矿区普查、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马

洛矿区饰面用石料（大理石）普查规划区内拟设勘查程度达详查并转

采；加快现有龙山县卡巴矿区铅锌矿普查速度并转详查。加强地下热

水旅游开发、饰面用石料（大理石）的精细加工，铅锌矿的综合利用

研究，并拓展新的应用领域，将本区打造成开采、加工、地下热水旅

游等资源产业基地。 

1个矿业产业园：龙山集中工业园区，位于民安街道、华塘街道

办事处。区内除集中发展水泥、陶瓷等矿产品深加工与开发外，还将

充分利用龙山县丰富的饰面用石料（大理石）、方解石等资源，大力

发展建材产业。推进矿业规范化、规模化，加快矿产品企业的升级改

造，将该园区打造成加工贸易一体化的矿业产业园。 

（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方向与总量调控 

1、开采总量调控 

开采总量调控的原则措施主要是加快非金属矿业发展，重点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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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用灰岩、饰面用石料（大理石）和陶瓷土等矿产的开采及加工，

地下热水和地下水的开发与利用，提高非金属矿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

位和作用。 

原则上不再新设煤矿，现有煤矿于规划期内全部关闭。维持锌矿、

方解石、冶金用石英岩现有产能产量，加大饰面用石料（大理石）、

陶瓷土、地下热水等矿种的开发力度，根据市场需求适时调整建筑石

料用灰岩产能产量。规划年产地下热水 800-1200立方米/日，规划期

末 1000 立方米/日左右；规划年产地下水 280-350 万吨/年，规划期

末 300 万吨/年左右，年产建筑石料用灰岩、铅锌矿、重晶石等其他

固体矿产开采产量 600-1000万吨，规划期末 800万吨左右。 

2、矿山数量调控 

规划全县矿山总数 80 个，其中部省级发证 7 个，州级发证 24 个，

严格控制县级发证采矿权 49 个。 

3、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方向调控 

（1）勘查开采矿种  

重点对区内锌矿、饰面用石料（大理石）、方解石、水泥配料用

页岩、地下热水、地下水等矿种开展勘查工作，限制对煤进行商业性

勘查。 

重点开采饰面用石料（大理石）、陶瓷土、方解石、地下热水、

地下水等矿种，限制煤的开采，禁止开采砖瓦用粘土。 

（2）勘查规划分区 

①重点勘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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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上级规划，在成矿条件有利和找矿前景较好的苗儿滩、里耶

地区规划重点勘查区 1 个（专栏三）。力争在饰面用石料（大理石）、

地下热水等矿种的资源储量上有较大突破。 

专栏三  湖南省龙山县重点勘查区 

编号 名称 
所在行

政区 

已设探

矿权数 

规划拟设

探矿权数 

面积

（km
2
) 

主攻矿种 

KZ43313000001 

龙 山 县 隆 头 铅

锌、大理石、地

下热水、矿泉水

重点勘查区 

苗儿滩

镇 ; 里

耶镇 

1 3 246.75 

饰 面 用 石

料 （ 大 理

石）、地下

热水等 

主要管制措施：区内优先部署基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集中进

行前期勘查，降低商业性勘查风险；优先投放探矿权，合理引导多方

资金和力量投入，鼓励战略投资者跟进开展商业性矿产勘查；对有望

形成大中型规模的勘查或开发基地的矿产地，鼓励开展区域整装勘

查，禁止人为分割；原则上不新设煤等矿种商业性探矿权。 

②限制勘查区 

规划限制勘查区 9个，包括具有资源保护功能限制勘查区 1 个和

具有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的限制勘查区 8 个（专栏四）。 

专栏四  湖南省龙山县限制勘查区 

编号 名称 所在行政区 
面积

（km
2
） 

限制内容 

KX43313000001 猛必-洛塔煤炭限制勘查区 

水田坝镇;茨岩塘

镇;红岩溪镇;农

车镇;洛塔乡 

305.43 

原则上不新设
煤炭的商业性
探矿权,已设探
矿权不得扩界，
完成勘查工作
后有序退出；区
内其他矿种严
格执行规划准
入、退出要求 

KX43313000002 
龙山县县城规划发展区限制勘

查区 

兴隆街道;民安街

道;华塘街道;石

羔街道 

76.24 

原则上不再新
设探矿权，已设
探矿权应区别
情况、分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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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四  湖南省龙山县限制勘查区 

编号 名称 所在行政区 
面积

（km
2
） 

限制内容 

KX43313000003 
湖南龙山印家界省级自然保护

区限制勘查区 
农车镇;水田坝镇 100.84 

原则上不再新

设探矿权 

KX43313000004 

里耶-乌龙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湖南龙山洛塔省级自然保护

区、湖南乌龙山国家地质公园）

限制勘查区 

里耶镇;洛塔乡;

桂塘镇;召市镇 
185.47 

KX43313000005 
太平山省级森林公园限制勘查

区 

兴隆街道;石羔街

道 
17.26 

KX43313000006 
龙山县梨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限制勘查区 
石羔街道 3.64 

KX43313000007 
龙山县酉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限制勘查区 
石羔街道 3.97 

KX43313000008 
龙山县卧龙水库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限制勘查区 
石牌镇 7.26 

KX43313000009 

龙山洗车河大鳍鳠吻鮈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限制勘查

区 

洗车河镇;苗儿滩

镇;靛房镇；里耶

镇 

4.13 

限制勘查区主要采取以下管制措施： 

具有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的限制勘查区和重要市政、水利、交通等

基础工程设施一定范围内，原则上不再新设探矿权，已设探矿权应区

别情况、分类处理；各级自然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国家公园、湿地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区、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等保护

区、县级以上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已设探矿权应依法有序

退出。 

具有资源保护功能的限制勘查区内，原则上不新设保护矿种的商

业性探矿权，已设探矿权不得扩界，完成勘查工作后有序退出；区内

其他矿种严格执行规划准入、退出要求。 

限制勘查区内探矿权的退出，应研究制定方案，在维护矿业权人

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依法有序退出，及时治理恢复矿区环境，复垦损

毁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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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解限条件：具有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的限制勘查区和重要市政、

水利、交通等基础工程设施一定范围内，因功能区调整，其调出部分

经相关主管部门同意后，不再划定限制勘查区；具有资源保护功能的

限制勘查区内，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不再保护该矿种，或因功能区调

整，其调出部分不再划定限制勘查区。 

（3）开采规划分区 

①限制开采区 

规划限制开采区 4个（专栏五），包括具有资源保护功能的限制

开采区 1处和具有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的限制开采区 3处。 

专栏五  湖南省龙山县限制开采区 

编号 名称 所在行政区 
面积

(km
2
) 

限制内容 

CX43313000001 猛必-洛塔煤炭限制开采区 

水田坝镇;茨岩塘

镇;红岩溪镇;农车

镇;洛塔乡 

305.43 

原则上不新设煤炭采

矿权（可依法延续），

确需新设或扩能、扩界

的，必须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要求；区内其他矿

种严格执行规划准入、

退出要求 

CX43313000002 
湖南乌龙山国家地质公园

限制开采区 

洛塔乡;桂塘镇；召

市镇 
60.22 不得开展不符合功能

定位的开发活动；区内

采矿权的新设、延续、

调整和保留，须征得所

涉及保护区的主管部

门同意 

CX43313000003 

龙山洗车河大鳍鳠吻鮈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限制开采区 

洗车河镇;苗儿滩

镇;靛房镇；里耶镇 
4.13 

CX43313000004 
太平山省级森林公园限制

开采区 

兴隆街道;石羔街

道 
17.26 

国家级二级、三级公益林和重要市政、水利、交通等基础工程设

施、各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公园、湿地公园、地质遗迹

保护区、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等自然与历史文化保护区、县级以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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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核心区之外一定范围，开采矿产资源

可能对其产生不良影响的区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确定限制开采区范

围。不收录在规划图中标示。 

限制开采区主要采取以下管制措施： 

具有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的限制开采区内，不得开展不符合功能定

位的开发活动；地质公园、森林公园、国家级公益林、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内采矿权的新设、延续、调整和保留，须征得所涉及保护区的

主管部门同意。 

具有资源保护功能的限制开采区内，原则上不新设限制开采矿种

采矿权（可依法延续），确需新设或扩能、扩界的，必须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要求；区内其他矿种严格执行规划准入、退出要求。 

其解限条件：具有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的限制开采区内，因功能区

调整，其调出部分经相关主管部门同意后，不再划定限制开采区；具

有资源保护功能的限制开采区内，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不再保护该矿

种，或因功能区调整，其调出部分不再划定限制开采区。 

②禁止开采区 

规划禁止开采区 6个（专栏六），包括重要城镇及基础设施保护

功能的禁止开采区 1 个和具有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的禁止开采区 5 个。 

专栏六  湖南省龙山县禁止开采区 

编号 名称 所在行政区 
面积

（km
2
） 

禁止内容 

CJ43313000001 
龙山县县城规划发展

区禁止开采区 

兴隆街道;民安街

道;华塘街道;石羔

街道 

76.24 
严禁开展不符合功能定

位的开发活动 

CJ43313000002 

湖南龙山印家界省级

自然保护区禁止开采

区 

农车镇;水田坝镇 100.84 

原则上不再新设采矿

权，已设采矿权应有序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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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六  湖南省龙山县禁止开采区 

编号 名称 所在行政区 
面积

（km
2
） 

禁止内容 

CJ43313000003 

里耶-乌龙山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湖南龙山洛

塔省级自然保护区）禁

止开采区 

里耶镇;洛塔乡;桂

塘镇;召市镇 
125.26 

原则上不再新设采矿

权，已设采矿权应有序

退出 

CJ43313000004 

龙山县梨园水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禁止开采

区 

石羔街道 3.64 

CJ43313000005 
龙山县酉水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禁止开采区 
石羔街道 3.97 

CJ43313000006 

龙山县卧龙水库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禁止开

采区 

石牌镇 7.26 

对基本农田保护区、地质遗迹保护区等自然与历史文化保护区以

及重要市政、水利、交通、电力等基础工程设施一定范围内，按照法

律法规规定原则上不再新设采矿权。不收录在规划图中标示。 

具有生态保护功能的禁止开采区和重要市政、水利、交通等基础

工程设施一定范围内，严禁开展不符合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各级自

然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公园、湿地公园、地

质遗迹保护区、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等自然与历史文化保护区、县级

以上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原则上不再新设采矿权，已设

采矿权应有序退出。 

龙山县白羊矿区陶瓷土开采规划区块、龙山县白羊矿区水泥灰岩

矿开采规划区块、龙山亿欧年矿业有限公司白羊矿区燕子窝矿段饰面

用石料(大理石)矿、白羊矿区滴水岩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采规划区

块、石鑫采石场等5个开采规划区块位于龙山县县城规划发展区禁止

开采区内，其采矿权新设、延续、变更，需征求龙山县县城规划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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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禁止开采区所在地人民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意见。 

其解禁条件：具有生态保护功能的禁止开采区内，在不影响禁采

区主体功能，并征得相关管理部门同意后，可以解禁。 

（三）矿产资源产业重点发展区域 

1、重点矿区 

全县划定 1 个重点矿区：湖南省龙山县龙山矿泉水重点矿区。 

重点矿区与区域主体功能区划一致，严格执行矿业权设置区划，

统筹安排区内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加强监管，规范矿产资源开采

活动。 

2、重点调查评价区 

落实州级规划划定 3 个重点调查评价区： 重点开展石牌洞—杨

家坪铅锌调查评价;江家垭—两河口铅锌远景调查评价;红岩溪—洗

车河锌矿调查评价。 

重点调查评价区与区域主体功能区划一致，统筹安排区内矿产资

源调查评价活动。 

（四）矿业布局优化调整与转型升级 

到 2020 年，力争大中型矿山比例达到 10%。重点推进地下热水

和饰面用石料（大理石）开发，优化提升铅、锌产业，发展壮大方解

石、冶金用石英产业，延长陶瓷土产业链。按市场需求调节建筑石料

用灰岩的开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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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准入退出机制 

1、勘查准入条件 

矿业权人应为独立资格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探矿权人所

拥有的矿业权个数必须与其资金投入能力相匹配；地勘单位必须具有

相应的业绩，达到相应的勘查资质等级，且具备与承担的勘查项目数

量相适应的勘查施工能力；探矿权设置符合矿业权设置区划相关要

求。对政府与地勘单位合作勘查可优先配置探矿权，原则上不新设煤

炭商业性探矿权；具有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的限制勘查区内原则上不再

新设探矿权；一个探矿权设置区划范围内原则上只设一个勘查主体，

探矿权面积不得小于 1 个基本单位区块；探矿权人对探矿权的持有时

间不得超过五年（保留除外）。 

2、勘查退出机制 

同一勘查阶段已经延续一次的探矿权，不再受理同勘查程度探矿

权延续。其中符合探矿权保留条件的，可申请探矿权保留；不符合探

矿权保留条件，又不具备提高勘查程度条件的，建议申请注销；探矿

权人申请采矿许可证时，依法注销原探矿权许可证；探矿权人基于成

矿条件、市场环境、储量情况等考虑主动申请注销勘查许可证的予以

批准；勘查许可证到期，探矿权人既不申请延续，也不申请注销，管

理部门可以公告注销其勘查许可证；探矿权人违法违规，限期整改后

不通过者，管理部门依法吊销勘查许可证；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及其它

产业政策原因导致探矿权灭失。 

限制勘查区内探矿权的退出，应研究制定方案，在维护矿业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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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依法有序退出，及时治理恢复矿区环境，复垦损

毁土地。 

3、开采准入条件 

矿业权人应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申请人提交采矿登记前 2 年内未受到吊销采矿许可证的处罚；采

矿权设置符合矿业权设置区划相关要求。一个采矿权设置区划范围内

原则上只设一个开发主体，采矿权面积原则上不小于 0.1 平方公里；

矿山开采规模必须与矿床储量规模相适应，并符合《规划》规定的相

应矿山最低开采规模和最低服务年限；露天开采不得占用基本农田，

井下开采不得破坏基本农田；矿权之间、矿权与生态环境保护区、重

要交通等基础工程设施和居民聚集区等保留一定安全距离；矿山企业

必须提供矿山设计、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地质环境综合防治

方案，有合法的矿山用地手续；有安全监察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

证；矿山“三率”应满足最低标准。 

4、开采退出机制 

矿产资源开采的退出机制采用主动注销、依法吊销、补助退出、

整改淘汰四种方式。采矿权人主动申请注销采矿权的，经有关部门批

准后关闭退出；采矿权人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的，拒不退回本矿

区范围内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依法吊销其采矿许可证，关闭

矿山；已建合法矿山，由于公共利益需要、产业政策调整原因需要退

出的，补助退出；已建矿山未达到最低开采规模、安全生产、环境保

护、最低“三率”指标等及其他要求的，以及仍采用国家明令淘汰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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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技术方法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后未达到要求的关闭退出。 

限制开采区和禁止开采区内采矿权的退出，应研究制定方案，在

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依法有序退出，及时治理恢复矿区

环境，复垦损毁土地。 



 25 

四、绿色矿业发展 

（一）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 

龙山县卡巴矿区多金属进行普查时须对铜、银矿等共伴生矿种开

展综合勘查评价。 

（二）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推进加强江家垭矿区铅锌矿共伴生矿的综合回收利用，鼓励尾矿

回填和尾砂库复垦。扩大利用煤矸石作水泥配料、复垦绿化等的综合

利用。到 2020 年，全县矿山开发利用“三率”水平达标率为 85%。 

（三）矿山用地与复垦 

加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协调力度，统筹矿山

用地。矿山破坏的土地，位于城镇规划区附近的尽量恢复为建设用地，

远离城镇规划区的尽量恢复为耕地、林地或水利设施。重点督促开发

历史悠久的煤矿山按照“谁破坏、谁复垦”的原则履行土地复垦义务，

恢复生态环境。 

完善矿业用地管理制度。根据矿山不同的开采类型和用地类型，

进一步细化矿山用地管理办法，结合矿山用地的实际情况，将矿山用

地出让年限与采矿期限相匹配。 

促进矿山发展与土地保护相协调。矿山企业要根据各自情况依法

补办农转与土地征收手续，缴纳土地使用相关费用。对于新办矿山，

要根据矿山的生产规模和开采方式，采取不同的土地审批方式，既要

保障矿山用地要求，又要保障土地资源不被浪费或破坏，提高土地利

用效率。 



 26 

（四）矿业循环经济 

立足陶瓷土、地下热水等优势与特色矿产资源，以资源的高效利

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绿色矿业为理念，发展矿业循环经济。开发

地下热水等清洁能源的同时，加强矿山环境治理和地下水循环保护；

依托矿业产业园平台，以资源精深加工、综合回收循环利用为重点，

在现有粗加工企业的基础上，走“资源开采-矿产品精深加工-废渣综

合回收” 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循环模式，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

产业群”的产业循环发展经济。 

龙山县以现有成美水泥厂为龙头，把矿业产业园区加工废料、煤

矸石综合用于制砖、用作水泥配料等，将水泥厂余热用于发电或居民

供暖，引导和带动全县矿产资源领域循环经济的发展。 

（五）绿色矿山建设 

遵从矿山企业自愿参与的意愿，落实上级规划提出的发展绿色矿

业相关要求。全县新增绿色矿山11个，其中建设绿色矿山重点工程1

处，届时向全县推广绿色矿山创建的经验与模式，建立并完善绿色矿

山标准体系和管理制度，探索形成配套绿色矿山建设的激励政策，力

争到2020年，全县实现绿色矿山总体比例达到14%，小型矿山企业按

照绿色矿山条件严格规范管理，加快绿色矿山建设从采选企业向精加

工企业延伸，从一矿一点向矿山聚集区产业带扩展，做到资源集约节

约作用水平显著提高，矿山企业与地方和谐发展。 

（六）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 

龙山县内无省部署的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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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绿色矿业管制措施 

加大绿色矿业建设推进力度。贯彻落实绿色矿山建设体系和绿色

矿业建设考核制度，明确矿山企业目标、任务和责任，加速中等规模

以上矿山企业绿色矿山建设。 

建立上下和部门联动机制。建立矿山企业和当地政府、乡村组织

联动的有机协调机制，共同推进绿色矿业发展。 

完善约束和激励机制。对新建和改建矿山实行绿色矿业准入制

度；加大对绿色矿山建设的支持力度，建立奖励和惩戒制度，尽快落

实矿产资源配置优先制度。 

加强发展绿色矿业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相关技

术研究的支持力度，强化技术支撑体系和人才队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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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省州级发证矿业权设置区划 

（一）探矿权设置区划 

规划期末探矿权数为 15 个。其中铅、锌矿、方解石等第一类矿

产（高风险矿产）勘查规划探矿权 7个：已设探矿权延续 2 个，已设

探矿权调整 2 个，空白区新设 3 个；第二类矿产（低风险矿产）勘查

规划区块（探矿权）8 个，其中已设探矿权调整 1 个，空白区新设 7

个。对于第三类矿产（砂石页岩等无风险矿产）不划定勘查规划区块

（探矿权）。 

按勘查程度分：详查 4 个，普查 11 个。 

（二）部省级发证采矿权设置区划 

规划期末预期部省级发证采矿权 7个。本次规划拟设采矿权规划

区块 6 个，其中已设采矿权保留开采规划区块 1 个，空白区新设开采

规划区块 2 个，探矿权转采矿权 3个。 

按矿种分：铅矿 1个，水泥灰岩矿 1个，陶瓷土 1 个，地下水 1

个，地下热水 2个。 

（三）州级发证采矿权设置区划 

规划期末预期州级发证采矿权 24 个。本次规划拟设采矿权区划

21 个，其中已设采矿权保留开采规划区块 9 个；已设采矿权调整开

采规划区块 5 个；空白区新设开采规划区块 2个，探矿权转采矿权 5

个。 

规划区块按矿种分：冶金用石英岩矿 3 个，重晶石矿 1 个，方解

石矿 8 个，饰面用石料（大理石）矿 7 个，水泥配料用页岩矿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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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勘查开发监督管理 

加强矿产勘查监督检查，维护勘查秩序：依据规划切实加强对矿

产资源勘查的监督管理，对不符合规划的，不得签许同意登记、延续

等审批意见；加强地质勘查项目全程管理，督促勘查项目进度，严格

执行勘查项目设计审查和野外管理验收制度；严格按相关政策要求规

范探矿权出让；加大矿产资源综合勘查力度。 

加大矿山监督检查力度，确保矿产开发健康有序：强化矿产资源

总体规划引导作用，严格落实“市场配置、规划控制、计划投放、合

同管理”的管理模式，加快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常态化，不断完善

矿业权投放和交易制度；完善矿业权预算机制和上下联动机制，及时

跟踪管理合法矿业权和有效查处违法行为；完善矿产资源储量三级管

理机制，建立矿山动态管理系统，应用相关成果于矿权管理中，确保

矿产资源开发监督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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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县级发证采矿权设置区划 

（一）县级发证采矿权开采总量 

全县县级发证采矿权数量控制在 49 个以内。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县级发证仅有矿种）与矿权数、最低开采规模相适应，建筑石料用

灰岩矿年开采总量为 500 万吨/年。 

（二）县级发证采矿权开采布局 

划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集中开采区6个、允许开采区41

个。 

专栏七  龙山县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采分区 

编号 名称 分区类别 所在行政区 区块个数 面积(km
2
) 

SC43313000001 石牌镇集中开采区 集中开采区 石牌镇 4 4.717 

SC43313000002 民安街道集中开采区 集中开采区 民安街道 2 0.961 

SC43313000003 洗洛镇集中开采区 集中开采区 洗洛镇 2 0.597 

SC43313000004 红岩溪镇集中开采区 集中开采区 红岩溪镇 4 2.78 

SC43313000005 苗儿滩镇集中开采区 集中开采区 苗儿滩镇 2 4.279 

SC43313000006 里耶镇集中开采区 集中开采区 里耶镇 2 2.152 

SC43313000007 石羔街道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石羔街道 1 0.314 

SC43313000008 石牌镇锅铲沟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石牌镇 1 2.013 

SC43313000009 大安乡蒋家坪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大安乡 1 0.216 

SC43313000010 大安乡五马坪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大安乡 1 0.104 

SC43313000011 大安乡道华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大安乡 1 0.0096 

SC43313000012 大安乡东湾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大安乡 1 0.108 

SC43313000013 兴隆街道大山沟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兴隆街道 1 0.674 

SC43313000014 兴隆街道黑湾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兴隆街道 1 0.352 

SC43313000015 水田坝镇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水田坝镇 1 0.104 

SC43313000016 茨岩塘镇包谷坪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茨岩塘镇 1 0.188 

SC43313000017 红岩溪镇卸甲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红岩溪镇 1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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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七  龙山县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采分区 

编号 名称 分区类别 所在行政区 区块个数 面积(km
2
) 

SC43313000018 茅坪乡水沙坪老寨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茅坪乡 1 0.208 

SC43313000019 茅坪乡水沙坪青猴洞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茅坪乡 1 0.106 

SC43313000020 茅坪乡水沙坪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茅坪乡 1 0.101 

SC43313000021 茅坪乡庆口坳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茅坪乡 1 0.233 

SC43313000022 茅坪乡竹柯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茅坪乡 1 0.114 

SC43313000023 洗洛镇欧溪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洗洛镇 1 0.453 

SC43313000024 召市镇前卫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召市镇 1 0.229 

SC43313000025 召市镇贾坝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召市镇 1 0.109 

SC43313000026 桂塘镇刹塔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桂塘镇 1 0.138 

SC43313000027 桂塘镇友谊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桂塘镇 1 0.103 

SC43313000028 桂塘镇元伍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桂塘镇 1 0.11 

SC43313000029 桂塘镇狮子岩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桂塘镇 1 0.087 

SC43313000030 桂塘镇桂塘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桂塘镇 1 0.354 

SC43313000031 洛塔乡银合塔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洛塔乡 1 0.109 

SC43313000032 洛塔乡干河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洛塔乡 1 0.145 

SC43313000033 农车镇兰家坪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农车镇 1 0.101 

SC43313000034 农车镇岩门口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农车镇 1 0.405 

SC43313000035 洗车河镇老洞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洗车河镇 1 0.538 

SC43313000036 洗车河镇小河沟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洗车河镇 1 1.801 

SC43313000037 农车镇高桥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农车镇 1 3.418 

SC43313000038 靛房镇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靛房镇 1 2.477 

SC43313000039 靛房镇中心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靛房镇 1 0.663 

SC43313000040 靛房镇坡脚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靛房镇 1 0.102 

SC43313000041 苗儿滩庆口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苗儿滩镇 1 0.115 

SC43313000042 里耶贾市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里耶镇 1 0.709 

SC43313000043 咱果乡那寨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咱果乡 1 0.068 

SC43313000044 内溪乡塘口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内溪乡 1 0.064 

SC43313000045 内溪乡沙湖溪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内溪乡 1 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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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七  龙山县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采分区 

编号 名称 分区类别 所在行政区 区块个数 面积(km
2
) 

SC43313000046 内溪乡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内溪乡 1 0.295 

SC43313000047 内溪乡岩列允许开采区 允许开采区 内溪乡 1 0.975 

集中开采区和允许开采区尽量少占用生态红线范围。新设采矿权

优先在集中开采区投放。 

（三）县级发证采矿权设置区划 

县级发证采矿权控制数 49 个。本次规划设置区块 57 个，其中已

设采矿权保留 7个，已设采矿权调整 40 个，空白区新设 10 个。 

（四）县级发证采矿权准入退出条件及监管 

1、准入条件 

开采矿种符合县级发证权限要求；严格按照矿产资源和安全生产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划及政策要求，进行踏勘选址，对矿权范围进

行充分论证，合理确定，并对拟新设矿权是否符合环境保护及安全生

产条件征求环保、安监部门意见；新设立采矿权一律实行招标、拍卖、

挂牌方式出让；采矿权申请人必须有与所建矿山规模相适应的资金、

技术、人才及其他有关规定的资质条件；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灰岩须

提交资源储量报告、开发利用方案和环评报告，且经有评审资质的机

构评审；新建、改建、扩建矿山的采矿权人必须按规定向有关部门缴

存环保科研基金；矿山环境保护设施要与矿山生产设施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采矿权面积原则上不小于 0.1平方公里；矿

山开采规模不得小于《规划》规定的矿山最低开采规模（新设 30 万

吨/年）；矿山的“三率”指标必须达到规定要求，回采率不得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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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露天开采不得占用基本农田。 

2、退出条件 

已设矿山未达到最低开采规模，“三率”指标未达标或资源环境

破坏浪费严重的，应通过整合、技术改造、扩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等达标，仍未达标的，不予办理采矿证延续或变更登记；无证开

采、不具备安全办矿条件及位于禁止开采区内的矿山企业；资源不足

或无扩界资源的矿山；对已建公路、铁路等重要构建筑物安全距离不

达标且整改后仍不满足安全条件的矿山；因重大工程建设需临时投放

的砂石矿权在工程建设结束时及时注销；如矿山影响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关一开一”的原则就近投放；闭坑矿山必须提交闭坑矿山地质

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等相关闭坑或停产报告，报告中必须有矿山地质

环境综合防治方案、水土保持方案、土地复垦方案的落实情况等内容

并经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验收通过。 

3、监管措施 

（1）加大对无证开采、滥采乱挖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确保资源环境安全； 

（2）不定期组织矿山执法检查和整顿工作，加强采矿监管，落

实责任，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

的原则，安排矿山土地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 

（3）因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需临时投放采矿权的应经过省国土资

源厅批准同意；按照有关规定要求严格把关已有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采矿权的延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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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 

（一）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积极治理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加大矿山环境治理经费投入，重点

治理洛塔煤矿区矿山开采引起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县域内无历史遗

留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矿山；规划期内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率达到

100%。矿山土地还绿率达到 50%。 

加快土地复垦和绿色矿山建设。到2020 年底，全县力争在洛塔

矿区地质环境重点治理区内复垦土地面积达1公顷，土地复绿30公顷，

要求新建矿山坚持边开采边复垦，所有大中型矿山要求全部达到绿色

矿山标准，绿色矿山比例提高至14%，小型矿山企业按照绿色矿山条

件严格规范管理，全县基本形成绿色矿山格局。 

建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保障机制和动态监测体系。建立矿山环境

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和防治系统。加强对矿业活动可能产生

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监测和预报，及时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使矿

山地质环境问题得到基本控制和整治。 

将矿山地质环境破坏严重、社会经济影响大、治理后将产生良好

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矿区及其周边划定为重点治理区

（专栏八）。 

在重点治理区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重点工程建设，敦促矿

山企业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鼓励社会资金以多种形式开展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促进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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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八  龙山县矿山地质环境重点治理区 

序号 名称 主要矿山 面积(km
2
) 治理内容 

1 

洛塔矿区地质

环境重点治理

区 

龙山县红岩镇

木龙湾兴旺煤

矿 

0.5 

加强地面变形综合治理与监测，对

地表变形进行观测，建立观测站；

加强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减少

废石的堆放量，减轻其对环境的影

响；修建沉淀池、废水中和处理池，

加强矿山废水综合循环利用，减轻

其对水土环境污染，加强土地复绿。 

（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作机制 

新建（改、扩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编制矿山地质环境综合防治方案，建立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

履行土地复垦义务，实现全面治理与复垦。采矿权人签订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恢复治理责任书，明确矿山企业保护与治理矿山地质环境的

主体责任。 

新建矿山必须配套建设与生产工艺相适应的防治污染设施，环境

保护工程设施要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并

同步建设排土场及其他相应的综合利用设施。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各项矿山

环境保护与治理法规制度，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

原则，按照其所编制的矿山地质环境综合防治方案，稳步有序地开展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在矿山停办、关闭、闭坑前，矿

业权人需依法对所造成的地质环境问题以及破坏的土地进行治理和

复垦，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验收合格后方可批准闭坑。 

闭坑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矿山闭坑须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与复垦，并通过验收合格；对于历史遗留和责任人灭失的闭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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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恢复治理工作，应努力争取两权价款中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

资金或国家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专项资金进行治理，同时建立多元

化、多渠道投资机制，吸引市场资金对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进行治理。

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制定合理的投资、分配政策，确保

投资者利益。积极探索废弃矿山环境治理新模式，将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与土地整治、生态园区和工业园区建设相结合，对于治理出来的土

地给予一定的用地优惠政策，治理出资人依法可优先取得该土地的使

用权，平整后土地可作为工业、房地产开发用地或者矿山公园，最大

限度地发挥土地资源集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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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点工程 

（一）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工程 

通过实施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工程，为区域地质找矿、成矿

预测、资源环境评价提供基础依据，促进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恢

复工作顺利进行。涉及龙山县的公益性调查评价项目 3个。 

专栏九  湖南省龙山县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重点工程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在行政区 面积（km
2
） 主要工作内容 

1 

石牌洞—杨家

坪铅锌调查评

价 

石牌镇 110.77 

研究区内以往地质资料和成矿规律，

开展大比例尺地质测量，槽探揭露，

择优钻探验证。 

2 

江家垭—两河

口铅锌远景调

查评价 

桂塘镇;召市

镇;茅坪乡;红

岩溪镇;茨岩塘

镇 

503.31 

开展矿点检查和水系沉积物异常查

证，以桑石复向斜北西侧二坪背斜南

东翼部位为重点，寻找可进一步工作

的矿产地 

3 

红岩溪—洗车

河锌矿调查评

价 

苗儿滩镇;洗车

河镇;红岩溪

镇;水田坝镇 

713.87 

研究矿化富集规律，开展大比例尺地

质测量、电法剖面测量、槽探揭露，

初步了解铅锌资源。 

（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工程 

通过实施湖南省龙山县大安矿区北矿段饰面用大理石矿、龙山县

贾市那耶坪地下热水等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工程，推进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向节约集约化方向发展，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带动资源的高

效合理利用。本规划细化落实上级规划，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重

点工程 2个。 

专栏十  湖南省龙山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重点工程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在行政区 主要工作内容 

1 
湖南省龙山县大安矿区北矿段饰面用大

理石矿 
大安乡 

饰面用（大理石）矿开采

与加工 

2 湖南省龙山县贾市那耶坪地下热水 里耶镇 地下热水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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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程 

通过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程，促进矿山地质环境

逐步好转，实现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专栏十一  湖南省龙山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重点工程 

编

号 
项目名称 

矿山 

名称 

矿山占用破

坏土地面积 

（公顷) 

恢复治理面积

（公顷) 
主要治理任务 

项目起

止时间 
 

土地复

垦面积 

1 

洛塔矿区

地质环境

治理恢复

重点项目 

红岩镇

木龙湾

兴旺煤

矿 

30 30 1 

控制三废的排放量，三废

无公害处理，对已产生的

地质灾害进行监测、治理、

加强矿坑水的治理；加强

对煤矸石的综合利用，对

煤矸石已占用破坏的土地

进行复绿。 

2018－

2020 

 

（四）绿色矿山建设工程 

通过实施绿色矿山建设工程，促进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带动全县矿山逐步形成绿色发展格局。 

专栏十二  湖南省龙山县绿色矿山建设重点工程 

编

号 
项目名称 所在行政区 主要工作任务 

建设

级别 

项目起止

时间 

1 

洛塔煤矿区红岩镇木

龙湾兴旺煤矿绿色矿

山建设 

红岩溪镇 开展矿山复绿工程建设  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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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规划实施管理 

（一）落实规划目标，完善考核制度 

《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建立共同责任机制，完善规

划实施责任分工和目标考核制度，按照管理职责分解落实规划目标和

任务，明确考核指标，并纳入年度目标管理体系进行绩效考核。 

（二）强化规划审查，严格规划调整 

完善会审制度，依据规划严格审查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勘查、开

采、保护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项目。严格执行规划禁

止、限制开采矿种的规定，严格落实规划分区管理制度，严格执行最

低开采规模、开采利用率、矿产地质环境保护等规划准入条件，对不

符合规划要求的，不得颁发勘查许可证和采矿证，不得批准用地。 

严格执行规划调整的有关规定，涉及总量控制等约束性指标调

整、勘查开发重大布局结构调整、禁止和限制规划区边界调整的，必

须按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实施办法》规定程序办理。其中，对

依据其它管理部门规定划定的禁止区和限制区，其边界范围可按相关

主管部门意见进行调整，并报原审批机关备案。根据地质找矿新发现、

新成果，确需新增勘查开采规划区块，或需对已有勘查开采规划区块

范围进行调整的，可由原规划编制机关对其必要性组织论证，审定调

整方案，报原审批机关备案。按照统一部署，开展规划实施情况评估，

并向省国土资源厅报送评估报告。 

（三）制定激励政策，保障规划实施 

县级财政对重点区域和项目倾斜，制定激励政策，对在找采选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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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冶炼及资源节约与综合回收利用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的给予奖励，

鼓励社会投资参与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矿山环境恢复治理。 

（四）实施动态监管，完善评估机制 

建立规划实施动态监测制度和规划实施中期评估制度。加强对矿

产勘查、总量调控、布局结构调整、矿业权设置、矿产资源节约与综

合利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土地复垦等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

检查；委托县级以上从事地质矿产研究和规划的部门对规划实施情况

进行监测和评估。建立信息反馈制度，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国

土资源主管部门报告规划执行情况检查结果。 

（五）完善管理系统，提高管理水平 

加快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逐步建立州、县两级矿产资源总体

规划实施监管网络体系。以规划为基础，建立矿产资源规划管理信息

平台，加快与其他矿政管理信息系统的衔接，及时掌握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信息动态，实施“一张图管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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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规划》经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审查批准后，由湖南省龙山县人民

政府发布实施。 

《规划》由湖南省龙山县国土资源局负责解释。 

根据县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对《规划》进行修改和

调整的，须报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批准后，由龙山县国土资源局组织，

相关行业部门配合进行修改和调整，并按规划审批程序报批后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