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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城市利民控股石材有限公司将军堂矿区建筑用

花岗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评审意见

2024 年 9月 18 日，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地环、土地和财务

等相关专家（名单附后），对徐州万源地质矿产研究有限公司编制的《邹

城市利民控股石材有限公司将军堂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行了评审。会上，专家组听取

了《方案》提交单位和编制单位的汇报，查阅了相关资料，会后，编制单

位按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经复核，形成以下意见：

一、矿山概况

邹城市利民控股石材有限公司将军堂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位于邹城

市城区东南约 20km，张庄镇西南约 4km 将军堂山，行政区划隶属张庄镇和

香城镇。矿区由二个矿段组成，总面积：***km2。矿区极值地理坐标如下：

东经***°**＇**＂～***°**＇**＂；北纬**°**＇**＂～**°**＇**＂。

开采矿种为建筑用花岗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开采标高+444～+277m，

设计生产规模 100 万 m3/年，采矿证有效期自****年**月**日～****年**

月**日，矿山剩余生产年限**年，复垦期**年、养护期**年，则本方案服

务年限为**年。

二、主要意见

1.《方案》是在充分收集利用已有资料和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调查的基

础上，根据“山东省邹城市将军堂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资源开发利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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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经综合分析研究编制完成，编制依据充分，符合有关规范和技术要

求。

2.以矿山开采及生产、生活实际影响范围为评估区范围，面积***hm2；

评估区重要程度分级为重要区；矿山生产建设规模属大型矿山；矿山地质

环境复杂程度为简单，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为一级。评估范围确定

合理，评估级别正确。

3.评估区内露天采场现状评估具备发生崩塌的条件，发生崩塌的可能

性较小，危险性较小；露天采场、临时堆放场、临时生活区、临时办公区

及矿山道路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严重；对地下水含水层破坏较轻，对水、

土环境影响较轻。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现状评估分为严重区*****hm2。

4.预测评估矿山开采活动可能引发或加剧崩塌的危险性小；露天采

场、临时堆放场、临时生活区、临时办公区及矿山道路对地形地貌景观破

坏严重；矿山开采对地下水含水层破坏影响较轻；对水、土环境影响较轻。

预测评估影响严重区****hm2、较严重区****hm2。

5.《方案》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为重点防治区和次重点

防治区，其中重点防治区为露天采场，面积****hm2；次重点防治区包括临

时堆放场、临时生活区、临时办公区和矿山道路，面积****hm2。防治分区

合理。

6.矿山开采预计总损毁面积****hm2，露天采场损坏土地面积***hm2，

损毁程度为重度损毁；临时堆放场、临时生活区及临时办公区压占损毁土

地面积****hm2，损毁程度为重度损毁；矿山道路压占损毁土地*****m2，

损毁程度为重度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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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复垦区范围面积为****hm2，复垦责任范围面积****hm2。损毁土地

类型为旱地、乔木林地、其他林地、其他草地、工业用地、采矿用地、农

村道路、水工建筑用地、裸岩石砾地。根据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露天采

场面积*****hm2，复垦为乔木林地；临时堆放场、临时生活区及临时办公

区面积***hm2，复垦为旱地；矿山道路保留作为农村道路，面积****hm2。

土地复垦目标、任务明确，复垦方案基本合理，符合当地自然条件和

社会、经济概况。

8.《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措施主要为边坡清理、护栏

网、警示牌、边坡监测、地下水水质与土壤质量监测等，年度治理工程安

排合理，监测方案基本可行。

土地复垦措施包括表土剥离、砌体拆除与清理、场地平整与覆土、植

侧柏与爬山虎、修建挡土墙、排水沟、土地翻耕、复垦监测及管护等。采

用自行复垦的土地复垦实施方式，基本做到全面、全程公众参与，并已征

求相关部门及土地权属人的意见，积极采纳合理化建议。

9.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总费用 1610.23 万元。其中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估算费用为 88.10 万元；土地复垦估算费用静态投资 1064.47 万

元，亩均静态投资 2.98 万元。动态投资总额 1522.13 万元，亩均动态投

资 4.27 万元。近五年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需投资 2712979.85 元。

经费估算依据与估算结果正确；基金计提与预存方式可行。

10.《方案》提出的各项保障措施较齐全，工程进度安排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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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综上，《方案》目标明确，编制依据充分，评估级别正确，评估结论

可信，经费估算正确，工程进度安排合理，各类保障措施较齐全，符合《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要求。同意通过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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