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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一批”落地 涅槃重生换新颜
——聚焦如何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小金矿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刘 峰

◀◀赤峰柴胡栏子金矿赤峰柴胡栏子金矿
改造前的提升绞车改造前的提升绞车。。

▼▼赤峰柴胡栏子金矿赤峰柴胡栏子金矿
改造后的竖井提升机改造后的竖井提升机。。

◀◀海南山海南山
金改造前的运金改造前的运
输巷道输巷道。。

▶▶海南山海南山
金改造后的运金改造后的运
输巷道输巷道。。

黄金是典型的稀有金属，要开
采和加工相当数量的金矿石才能提
炼出少量高纯度黄金。我国黄金资
源主要包括岩金、伴生金和砂金。

《中 国 黄 金 年 鉴 2022》 统 计 数 据 显
示，截至 2021 年底，我国黄金储量
为 2964.37 吨 ， 其 中 岩 金 矿 金 属 量
2496.39 吨 ， 占 全 国 黄 金 储 量 的
84.21% ； 伴 生 金 金 属 量 359.25 吨 ，
占全国黄金储量的 12.12%；砂金矿
金属量 108.74 吨，占全国黄金储量
的 3.67%。

据中国黄金集团安全管理部负
责人何水清介绍，我国黄金资源禀赋
差，大型金矿较少、中小型金矿居多，
大型金矿以中、低品位为多，开采技
术条件复杂；中小型金矿品位相对较
高，但变化较大，受多种因素影响事
故发生频率高，必须提升小金矿本质
安全水平，保障小金矿高质量发展。

记者了解到，山东黄金集团旗
下地下金矿整治前总数为 42 座，其
中中小型金矿占 66.7%。这些小金矿
分布在山东平度、乳山、招远、蓬
莱以及内蒙古赤峰松山区等地，矿
山整体状况比较差，普遍存在人员
整体素质偏低、资源管理不规范、
生产系统不完善、机械化和自动化
程度低、采矿方法安全性差等问题。

“这些小金矿生产和生活区未实

现 分 离 ， 年 黄 金 产 量 最 少 的 30 公
斤，最多的 260 公斤，普遍采用浅
孔留矿嗣后充填和削臂充填采矿方
法及人工凿岩、人工出矿；提升、
排水、压风、供气等固定设备全部
为人工操作……”山东黄金集团安
全总监修国林介绍。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统计数据
显 示 ， 目 前 全 国 小 型 金 矿 占 比 近
80% ， 普 遍 存 在 地 质 勘 探 程 度 低 、
矿权面积小、采矿权探矿权交织、
矿与矿之间犬牙交错等现象，矿山
整合政策执行不到位，缺乏高水平
专 业 人 才 和 作 业 队 伍 ， 规 模 效 益
差、抗市场风险能力低，被兼并后
没有进行改造提升和管理重塑，事
故多发频发，这一系列问题严重影
响安全高质量发展。

“这些问题的形成，既有资源赋
存的客观因素也有发展理念和发展
方式的偏差，既有历史问题的沉淀
也有现实发展中新矛盾的产生，既
有对矿业规律认识的不足也有政策
因素导向的影响，既有主体责任的
缺失也有现实行业管理和安全监管
的缺位，等等。”国家矿山安全监察
局非煤矿山安全监察司负责人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各
地纷纷吹响“拼经济”号角，经济
发展势头猛，各行业不可避免地增

加对矿产品的刚性需求。受国际市
场形势影响，金、铜等矿产品价格
长期高位波动。受利益驱动等因素
影 响 ， 一 些 小 金 矿 赶 工 期 、 抢 进
度、压任务、追效益的情况较为突
出，超能力、超强度开采，不按设
计开采、私挖乱采等非法违法生产
建设冲动强烈反弹，安全管理一旦
滑坡缺位，极易引发生产安全事故。

越是关键时候，越要牢牢守住
安全发展底线红线，切实有效防范
化解重大安全隐患，巩固安全发展
根基。对此，该如何推进小金矿安
全整治？

“要正确处理好压减存量与遏制
增量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
的关系、系统推动与重点突破的关
系、防范重特大事故与防范典型事
故的关系、破解局部难题与化解区
域性风险的关系、政府属地监管与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之间的关系、勇
于牵头与发挥部门联动的关系，坚
持 聚 焦 解 决 突 出 问 题 从 点 上 抓 整
治，聚焦不同开采方式、矿种从线
上抓整治，聚焦重点地区从面上抓
整治，聚焦补齐监管短板弱项从块
上抓整治。”今年 3 月底召开的全国
非煤矿山安全整治现场会议明确强
调。这也为小金矿高质量发展指明
了方向。

安全问题突出——

须补短板强弱项抓整治

资源是小金矿高质量发展的根
本。针对小金矿面临的资源困境，
推进资源整合、加大探矿增储是破
局解题的必由之路。按照“三个一
批”工作要求，相关企业展开了一
系列行之有效的行动，着力推动整
合提升重塑工作落实落地。

山东黄金集团坚持资源为先理
念，不断加大探矿增储力度，同时
对相邻矿权进行整合，实现生产规
模由小变大，开发利用布局由散变
整，完成矿山升级提档。其中，金
星公司、海南山金等 4 座金矿由小
型金矿提升为中型金矿，赤峰柴胡
栏子金矿由小型金矿升级成为大型
金矿，蓬莱金创目前正在关闭实施
整合。

值得一提的是，赤峰柴胡栏子
金矿通过资源并购和探矿增储双向
发 力 ， 有 效 夯 实 了 高 质 量 发 展 根
基。“通过对周边矿权整合，矿区面
积由整合前的 1.82 平方公里增加到
4.58 平方公里；通过持续加大探矿
投入，探矿储量实现新突破，累计
增储 20 余倍，具备通过扩能改造实
现 产 能 提 升 和 系 统 重 塑 的 资 源 基
础。”赤峰柴胡栏子金矿负责人马印
禹介绍。

目前，山东黄金集团地下金矿
由 42 座减少到 31 座，其中大型金矿
占比提高了 21.4%，中型金矿占比减
少了 33.3%，原有的小型金矿经统一
规划和调整后，已全部升级为中大
型金矿。“小金矿升级后，可以充分

发 挥 资 源 优 势 ， 提 高 安 全 生 产 水
平，也为规模化、机械化开采提供
了有利的基础条件。”修国林表示。

需要注意的是，针对小金矿面
临的系统困境，在资源增多的前提
下 ， 坚 定 资 源 全 生 命 周 期 整 体 规
划，一体推进系统全面重塑，是实
现小金矿涅槃重生的关键。对此，
马印禹认为，在系统建设过程中，
必须充分考虑矿山全生命周期，避
免重复投资建设，避免出现短期行
为带来的系统工程制约后期发展，
避免系统不完善带来的作业环境恶
劣、安全生产条件降低、成本增加
等问题。

中国黄金集团坚持整合提升重
塑的理念，对所属 14 家企业采取强
化安全基础建设、加强采矿系统整
合优化改进和选矿系统配套建设等
措 施 ， 进 一 步 推 动 矿 山 规 模 化 发
展、提高资源利用率，其中 5 家企
业年处理矿量超过 100 万吨，安全
管理方式发生根本转变，逐步成为
集 团 安 全 标 杆 企 业 。 通 过 资 源 整
合、改造提升，中国黄金集团 14 座
中小型金矿全部升级为大型金矿，
实现全集团小型金矿清零。

为解决甘肃省礼县黄金开采历
史遗留问题，紫金矿业集团通过收
购整合等方式，成立甘肃陇南紫金
矿业。“公司进驻礼县以来，整合接
收全部县办矿山企业 7 家，全面解
决了历史上形成的大量岩土裸露、
采 场 高 陡 坡 安 全 环 保 隐 患 治 理 等

‘疑难杂症’，实现矿山规模化安全
高效开发利用。”甘肃陇南紫金矿业
负责人何维介绍。

招远作为“中国金都”，是全国
非 煤 矿 山 专 项 整 治 的 重 点 区 域 之
一。根据国家、山东省和烟台市统
一部署，招远市开展系统性、重塑
性非煤矿山集中整治攻坚行动，统
筹打好“三个一批”整治攻坚、标
本兼治排除安全隐患等组合拳，推
动金矿企业脱胎换骨、浴火重生。
2021 年以来，该市全面终结了自然
人、村办、镇办、镇村联办、合资
及民营企业等参与的“多头办矿”
历史，正式确立了由国有全资企业
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对域内黄金资
源进行开发的权属模式。“经过整
合，目前招远金矿区采矿权减少了
56.5%。”招远市委常委、副市长刘
超说。

近 年 来 ， 甘 肃 省 肃 北 县 坚 持
“扶优汰劣、扶大汰小”原则，引导
矿山企业规模开采和集约化经营，
不断优化矿山产业结构。与 2020 年
相比，小型地下矿山下降 29.6%。其
中，肃北县霍勒扎德盖北东金矿投
入 3250 万元，对现有 4 个采矿系统
进行了优化改造；肃北金山金矿推
进老旧矿山地下开采技改工程，目
前已投资约 1600 万元。

河南省栾川县积极推进“三个
一批”工作落地见效，地下矿山数
量较 2020 年下降 31%，中大型矿山
占比提高 15.3%。

整合提升重塑——

破局解题推动“浴火重生”

小金矿的高质量发展必然是集
约、节约、高效的发展，必须通过精
细、严格、规范的管理，实现效率、效
益双提升，但普遍存在“三低一分散”
问题，即精细化管理水平低、资源利
用低、生产效率低，作业区域分散。

分 析 来 看 ，这 与 其 经 营 管 理 粗
放、大量采用低效率高贫损采矿工艺
有关。因地制宜推进精细管理和采
矿方法研究，是解决其资源利用和生
产效率低下的关键。

对此，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李湖生认为，必须
依法加强小金矿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强化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严格现场安全和技术管理，加
强外包工程安全管理。

近年来，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的指导下，相关企业积极创新安全管
理方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安全管理

体系，为有效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打下
了坚实基础。

为解决井下作业安全措施落地
落实“最后一公里”问题，中国黄金集
团聚焦作业现场管理，结合金矿特点
制定并推行采掘作业安全确认制，对
所有金矿全部采掘作业面加门上锁，
安全确认合格后方可作业。自安全
确认制推行以来，集团所属全部金矿
已连续 9 年未发生炮烟中毒窒息事
故。目前，该办法不仅在井下采掘作
业中全面实行，还推广到了地表作业
岗位。

山东烟台鑫泰黄金矿业是一家
集探、采、选于一体的金矿企业，于
2000 年 10 月由中国黄金集团出资重
组，拥有探矿权 15.02 平方公里，采矿
权 3.42 平方公里，采矿方式为地下竖
井开采，采矿方法为全面法。为解决
企业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员工安全
意识淡薄等问题，该公司致力于安全
管理体系及安全文化创建工作，对原

有的安全管理体系进行梳理，归纳总
结提炼，创建了“以安全文化为引领、
以本质安全为目标、以责任履行为核
心、以规章制度为基础、以安全培训
为前提、以现场管控为重点、以技术
管理为根本、以考核奖惩为手段、以
应急管理为保障”的“九位一体”安全
管理体系。

“在安全管理中，我们推行‘人人
都是安全员’模式、细化安全确认制、
实行安全积分管理办法等，杜绝了重
大人身、设备事故的发生，改变了传
统矿山粗放型管理模式。”山东烟台
鑫泰黄金矿业负责人冯波说。

为解决安全管理难题，河南嵩县
前河金矿建立具有前河特色的“211”
安全管理体系，即消除人的不安全行
为、消除物的不安全状态，抓好重点
领域安全防控，强化企业安全理念。
该体系实施以来，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显著提升。

“紫金矿业集团致力于建成绿色
高技术一流国际矿业集团，为形成与
国际化发展相适应的先进安全管理
体系和能力，以信息化建设推动安全
管理变革升级势在必行。”紫金矿业
集团应急与安全生产部负责人欧阳
伦熬介绍。

据了解，紫金矿业集团高度重视
“智造”安全建设，积极固化关键安全
业务，打通基层一线规范对标作业的
全员安全信息平台，建成紫金安全学
堂并推广使用，助力安全习惯养成和
安全精细化管理。紫金矿业集团子
公司贵州紫金矿业创新推行“网格
化、四受控”机制，将矿区划分为不同
层级的网格单元，网格单位实施相对
封闭措施利于区域管理；网格单位内
严格实行针对区域的“人员、作业、方
案、环境”工作标准，实现安全生产受
控管理。

强化精细管理——

“百花齐放”锚定质效双提升

加快“四化”建设——

为行稳致远注入“强心针”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监察人员在小金矿井下检查安全工作。

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苏尼特
金曦金矿原是一座规模小、资源
匮 乏 、安 全 保 障 能 力 低 的 金 矿 。
经过整合，该矿黄金金属量增长
了近 54 倍，采矿权面积由 1.532 平
方公里扩大到 12.34 平方公里，生
产规模由 5 万吨/年提高到 50 万
吨/年，实现安全运行 17 年未发生
事故。

资源困境解决后，山东黄金
集团赤峰柴胡栏子金矿对生产系
统进行了全面重新一体规划，通
过推进采选 1000 吨/日扩能项目，
生产能力达 33 万吨/年，年产黄金
量较并购前增长了 9 倍，达到大型
黄金矿山规模，生产效益、经济效
益、系统可靠性和安全性得到极
大提升。

紫金矿业集团陇南紫金矿业
整合接收甘肃省礼县县办矿山企
业 7 家，全面解决了陇南市历史上
形成的大量岩土裸露、采场高陡
坡安全环保隐患治理等“疑难杂

症”，实现矿山规模化安全高效开
发利用。

…………
经历了淬火锤炼的洗礼，如

今相关小金矿迎来了涅槃重生：
通过资源整合提升，由濒临破产
的小金矿转为中型金矿甚至是大
型金矿，行稳致远有了根基和底
气；通过系统重塑和“四化”建设，
本质安全水平得到显著提升；通
过源头变革，小规模、低水平开发
和粗放型发展模式得到了改变，
为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
局高度重视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
高质量发展工作，在 2022 年印发
的 《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
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提出，督促
强化淘汰关闭、加强整合重组、
加快升级改造，推动矿山安全转
型 升 级 ； 2022 年 ， 与 自 然 资 源
部、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
公 安 部 等 部 门 共 同 制 定 《打 击

“洗洞”盗采金矿专项整治行动
工作方案》，依法依责参与打击

“ 洗 洞 ” 盗 采 金 矿 专 项 整 治 行
动；在 《2023 年非煤矿山安全监
管监察工作要点》 中要求，持续
推进淘汰退出一批、整合重组一
批、改造提升一批“三个一批”
工作；今年 3 月底，在广东云浮
召开的全国非煤矿山安全整治现
场会议，对“三个一批”工作进
行再部署再推进再落实……

小金矿是如何推进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的，又是如何以高水平
安全助推高质量发展的？记者就
此话题采访了相关人员。受访者
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整合重组、
系统改造提升、采矿工艺变革、
技术装备升级等方式，持续推进
规模化、机械化、信息化、安全
管理科学化“四化”建设，着力
从源头上改变小规模、低水平开
发和粗放型发展模式，保障小金
矿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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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金矿的高质量发展，必然是机
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高质
量发展，必须以“机械化换人、自动化
减人、信息化少人、智能化无人”为抓
手，加速推进智能智慧矿山建设，持
续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李湖生认为，不断提高小金矿安
全生产科技保障能力，淘汰落后采矿
生产工艺，对井下生产过程进行机械
化、自动化改造和重点岗位机器人替
代，推广应用智能化安全风险监测与
管控系统，实现风险隐患、人员设备
等信息化管理，最大限度减少井下人
工作业和人员数量，是提升企业本质
安全水平的必由之路。

记者了解到，小金矿基础相对薄
弱，其资源禀赋差异大、开采条件复
杂、生产工艺多样，在设备、工艺、管
理等方面存在小利即安、缺乏长远规
划的情况。面对种种不利因素，该如
何推进小金矿“四化”建设？

山东黄金集团选定 5 座大型金
矿和 8 座中型金矿，作为集团智能化
建设标杆企业，以点带面带动其他金
矿推进智能化建设。同时，对部分中
小型金矿多盲井提升系统进行改造，
由多级提升变为一级提升，其中金星
公司增加两条竖井，由四级提升变为
一级提升；海南山金增加两条竖井，
由五级盲斜井提升改造为一级提升；
赤峰柴胡栏子金矿增加两条竖井，由
多级提升改为一级提升，生产能力大
幅提高。

赤峰柴胡栏子金矿在被并购之
前是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资源持续
困难，系统不完善，安全技术人才匮
乏，生产效能低下，盈利困难，到了濒
临破产的边缘。“赤峰柴胡栏子金矿

并购前，技术人员年薪不足 3 万元，
全矿拥有技术职称的技术人员仅 3
人，技术力量严重不足。由于企业盈
利能力弱，导致探矿、系统建设、安全
等投入严重不足，资源连续出现严重
问题，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生产经营
困境不断加剧，陷入了一个不断向下
的死循环。”马印禹说。

记者调查发现，整治前，部分小
金矿仍沿用空场采矿法、浅孔留矿法
等采矿方法，作业现场使用“手抱钻”
掘进、电耙子人工出矿，不但难以实
现机械化开采，而且给安全生产带来
了很大阻碍。

对此，相关企业积极改造，取得
明显成效。山东黄金集团对小金矿
采矿工艺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造，金洲
矿业金青顶矿区、赤峰柴胡栏子金
矿、玲珑金矿灵山分矿等都由浅孔留
矿采矿法改为水平充填采矿法，实现
无轨设备进入采场作业，替代人工出
矿。中国黄金集团在全集团减少、淘
汰浅孔凿岩设备，大力推行凿岩台
车、中深孔凿岩落矿工艺，并选树嵩
县金牛公司为典型，在全集团进行宣
传推广，减少工人进入工作面。特别
针对破碎、极薄等复杂难采的小金
矿，中国黄金集团长春黄金研究院有
限公司研发出“可移动式小型泡沫混
凝土高效充填设备”，开发了泡沫混
凝土安全高效精细化充填采矿工艺，
大幅度提升了生产作业安全性，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我 们 公 司 原 采 矿 方 法 为 房 柱
法，点多面广效率低。对此，通过优
化采矿方法，同时运用先进胶结材
料，实现胶结充填采矿的集中生产。
同时，针对薄矿体研发定制智能化低

矮型采掘设备，目前微型智能掘进台
车、遥控凿岩台架、小型遥控铲运机
等采掘设备应用于小断面作业，实现
远程可视化操作，降低了安全风险，
提升了生产效率。”贵州紫金矿业安
全管理部负责人张碧发介绍。

中国黄金集团贵州锦丰矿业将
机械化、自动化作业作为建矿和生产
模式，贯穿企业设计、建设全过程，选
用大型机械化先进矿用设备，实现凿
岩、装药、爆破、铲装、支护、运输全环
节机械化作业，同时强化自动化系统
建设，目前已建成并投入运行地下矿
山红绿灯智能管控系统、主排水泵站
智能管控系统、井下采空区遥控铲车
出矿、风机智能化控制系统，极大减
少了井下作业人数、降低了工人作业
劳动强度，安全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中国黄金集团以贵州锦丰为标
杆，推进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矿山
建设。其中，一次性成井钻机等一批
先进适用设备已在各企业得到大规
模应用，贵州锦丰、湖北三鑫、河南金
源 等 企 业 已 实 现 全 机 械 化 井 下 作
业。”何水清介绍。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
未来可期。各地各有关企业巧施良
策，积极推动“三个一批”落地和“四
化”建设，有效提升了本质安全水平，
也为小金矿行稳致远安全发展注入
了一剂“强心针”。

成 绩 来 之 不 易 ， 未 来 更 需 努
力。针对小金矿量大面广、专业人
才匮乏等痛点难点，各地各有关企
业 唯 有 进 一 步 开 拓 思 路 、 创 新 举
措、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才能更
好推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小金矿高
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