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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恒口示范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征程，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恒口示范区新时代追赶

超越新篇章的关键期。安康市恒口示范区具有一定的矿产资源优

势，矿业在示范区经济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保障作用。根据《自然

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编制工作的

通知》（自然资发〔2020〕43 号）和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

开展市县级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编制工作的通知》（陕

自然资矿保发〔2020〕6 号）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

资源法》《陕西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办法》等部门规

章、《陕西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安康市

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汉滨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恒口示范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相关规划，制定《安康

市恒口示范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

《规划》）。

《规划》是对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在

本行政区域内的细化和落实，是对区内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

与保护、矿业绿色发展的部署安排，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

资源勘查、开发利用活动的重要依据。涉及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的

相关行业规划，应当与《规划》做好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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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基期 2020年，目标年为 2025年，展望到 2035年。

《规划》适用恒口示范区所辖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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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状与形势

一、矿产资源与矿业发展现状

安康市恒口示范区位地处汉滨区西部、月河盆地中部。区内

国土面积 382.2平方公里，辖 96个行政村，总人口 16.04万人，

常住人口 11.43万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恒口示范区距安康市区 19公里，紧邻安康富强机场，距建

设中的安康高铁站 10公里，十天、包茂高速在此交汇，阳安铁

路、316国道、310省道等穿境而过，交通位置优越。

（一）矿产资源现状

安康市恒口示范区在大地构造上属于扬子板块之北大巴山

—西倾山早古生代裂谷带，矿产资源较为丰富。截止 2020年底，

安康市恒口示范区境内已发现各类矿产 8 种，其中金属矿产有

金、铁、铜等 3种；非金属矿产有玻璃用脉石英、叶腊石、建筑

用辉绿岩、砖瓦用页岩等 4种；水气矿产 1种。

查明并列入《陕西省矿产资源储量简表》的矿产有 2种，矿

区 2处，为铁、砂金各 1处，其中铁为小型矿区，砂金为大型矿

区。

恒口示范区矿产资源特点鲜明，在已发现的矿产中，叶腊石

是恒口示范区独具特色的优势矿产；金、铁、铜是国家的战略矿

种；砖瓦用页岩、建筑用石料矿是工、民建不可缺少资源；近年

新发现一处地下热水矿产。境内矿产资源潜在经济价值巨大。

（二）矿产资源勘查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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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口示范区境内金、铜等矿产勘查程度较高，主要矿床已达

到了勘探、详查程度。近年来，在恒口示范区月河盆地地下热水

矿产勘查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恒口示范区地下热水资源的

进一步勘查开发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潜力区。

截至 2020年底，恒口示范区共有 2个探矿权，其中金矿、

铜矿各一个。根据勘查程度划分，其中详查阶段的 1个，勘探阶

段的 1个。

（三）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截止 2020年底，恒口示范区内共有采矿权 16个，其中包括

铁矿 1个，叶腊石矿 2个，玻璃用脉石英矿 2个，砖瓦用页岩矿

9 个，建筑用辉绿岩矿 2 个。省级发证 1 个，县级发证 15个，

大型矿山 2个，占 12.5 %；中型矿山 4个，占比 25%；小型矿区

10个，占 62.5%。

截止到 2020年底，恒口示范区多数矿山处于停产、技改状

态。其中生产矿山 1处，停产 5处，筹建矿山 10处，矿产资源

开发从业人数共计 67人，实现采矿业产值 1500万元，其中叶腊

石矿产量 3万吨。

二、存在问题

资源开发利用强度需加大。十三五期间，受政策及市场经济

形势的影响，矿产品价格波动较大，市场需求不均衡加大，环保

政策要求进一步严格，恒口示范区矿山大多数处于停产状态，矿

山产能未得到正常释放，下行压力增大，矿业经济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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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仍需提高。“十三五”期间，矿产品加工企

业对产品质量、数量未有较大的提升，产品深加工不够，多以原

矿或单一产品出售。全区精深加工能力薄弱、盈利空间小、产品

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度不高，没有形成产业链。矿山企业对勘

查、开发利用、综合利用、环境治理方面的技术创新意识不够，

未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任务仍然艰巨。在建和生产矿山综合治理

投入不足，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任务艰巨。绿色发展认识不够

到位，传统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惯性依然存在，绿色发展水平不够，

勘查开采水平差异大。

三、形势与要求

安康市恒口示范区，位于陕西省安康市月河川道中部，是月

河川道城镇带三大支点和“一体两翼”核心产业聚集区之一，是省

委、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也是国家级发展改革试点城镇。是陕西省政府在我区恒口镇

举行陕南移民搬迁工程（陕西省移民搬迁工程）和全省重点示范

镇建设项目集中安置点。恒口示范区主要矿产资源铁矿、叶腊石

等开发受资源禀赋条件、技术因素制约尚未得到有效开发；金矿

受矿产资源勘查投入呈断崖式下跌，现有资源勘查程度不足以开

发利用；矿产资源优势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对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不足。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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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重要阶段。随着国家建设现代基础设施体

系，优化国土空间保护格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完善生

态安全屏障体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

障战略实施，安康市恒口示范区作为陕南移民搬迁工程（陕西省

移民搬迁工程）和全省重点示范镇建设项目集中安置点，开展移

民安置社区建设，城区道路建设、改造，产业道路建设等工程。

绿色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提出了新要

求，要加强绿色勘查，为产业发展准备好资源基础；开展对铁矿、

叶腊石、石英矿的绿色开发，为产业发展提供资源保障；统筹规

划对国家、地方建设及民生保障的石料矿、砖瓦用页岩矿开发，

实现资源规模化开采，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强化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保护与治理、土地复垦工作，加快绿色矿山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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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指导思想、原则与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

话精神，落实“五项要求”“五个扎实”。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坚持绿水青山就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紧密围绕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生态为先、发展为要、民生为本”的

要求，以绿色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

和保护活动，推动绿色勘查、绿色矿山建设、地质环境保护与生

态修复工作，提高矿产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保障能力，服务于

建设美丽恒口示范区总目标。

二、基本原则

坚持底线思维、保障安全。深入贯彻国家能源安全布局，

推进战略矿产找矿增储。按照全区重点项目的总体部署，优

化砂石土矿产开采布局，提升开发利用水平，增强矿产资源

的供给保障能力。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加强秦岭山区和汉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循环

经济，将生态保护贯穿矿产勘查、开发利用和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全过程，实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坚持节约集约、转型发展。以清洁低碳发展为导向，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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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发质量和效率为目标，推动科技创新，推广应用先进适用

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装备，推动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以资源利用方式转变推动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坚持阳光行政、公平竞争。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健全完善公平、开放、有序的矿业权竞争市场，全

面推行矿业权竞争性出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和政府监管作用。

三、规划目标

2025年规划目标：全区基本建立安全、稳定、经济的资源

保障体系，基本形成节约高效、环境友好、矿地和谐的绿色矿业

发展模式，推进矿业绿色循环发展，着力打造陕南绿色矿业发展

示范区，显著提升矿业发展质量和经济、环境、社会综合效益，

构建资源安全与矿业发展新格局，建成具有秦巴特色的践行“两

山”理论样板区。

矿产资源勘查取得新成果。围绕示范区北部铁矿及南部铜

矿，加大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力度，战略性矿产及紧缺矿产

新增资源量明显增加。

矿产资源保障供给能力取得新提升。矿产资源供给结构进一

步建立，稳定提升铁矿、铜矿、金矿等资源产量，优化叶腊石、

脉石英、矿泉水、地下热水等资源产量,进一步完善砂石骨料非

金属矿产保障机制，将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服务社会

发展所需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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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开发利用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实施采矿权总数和开发

利用强度“双调控”，采矿权总数控制在 20个以内，矿山规模结

构更趋合理，以大中型矿山为主体的开发格局基本形成。实施砂

石骨料矿山总量控制，推动资源规模开发、集约利用。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达到新水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资源利

用效率和质量进一步提升。鼓励节约利用、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

矿产资源，实现提质增效扩能、节能减排降耗，主要有色金属共

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有所提升。支持向新材料产业发展，协调和

提高矿业产业链延伸。

矿业绿色发展形成新格局。绿色勘查持续推进，不断提升绿

色开采水平。全面清理和开展无责任主体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工作，在建和生产矿山地质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和及时治理，矿山

生态环境明显好转，矿业绿色发展新格局基本形成。

矿产资源管理迈上新台阶。加快推进区级矿业权设置等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强矿产资源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基本

形成管理有规、市场有序、开发有责、调控有效、监督有力的矿

产资源管理新局面。

2035年远景目标：到 2035年，矿业经济稳步发展，矿产开

发向集约化规模化格局基本形成，对安康市恒口示范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贡献率明显提高。

1、以服务于叶腊石、建筑用石料等矿山企业形成规模化开

采，围绕“建设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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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发展改革试点城镇”目标提供资源支持。

2、矿山布局进一步合理，矿山建设全部达到绿色矿山标准，

矿山开采规模达到中型规模以上，资源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基本

实现无废排放。矿产资源开发在安康市恒口示范区经济发展中发

挥重要作用。

3、战略矿产资源勘查取得成果。重点勘查的铜、金等矿种

取得阶段性成果，为国家战略矿产资源储备做出贡献。

专栏一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主要指标

类别 指 标 2025 年 属性

矿产资

源勘查
铜矿（金属 万吨） 0.3 预期性

年开

采总量

重要矿种年

开采总量

建筑石料（万吨） 450

预期性石英岩（万吨） 20

砖瓦用页岩(万吨） 15

结构

与效率

大中型矿山占比（%） 60 预期性

固体矿山总数（个） ≤20 个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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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矿产勘查开发与保护布局

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调控方向

有序推进国家战略性矿产、全区优势矿产及国民经济建设急

需的紧缺矿产勘查，引导项目、资金等要素向国家规划矿区和重

点勘查区投入，实现地质找矿重大突破，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重点勘查铜矿、金矿、地热水、矿泉水等矿产，鼓励社会多元资

金投资勘查。

禁止开采可耕地砖瓦用粘土，因共生、伴生矿等情况确需综

合回收利用禁止矿种的，应严格论证。限制开采砂金、砂铁等重

砂矿物，严格执行开采总量控制、开采准入条件等有关要求，并

加强监督管理。对铁矿、金矿、地热水、矿泉水等矿产，推进高

效利用，在符合开采准入条件和国家有关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要求

下，有序投放采矿权。合理调控石英矿开发利用强度。

二、推动矿产资源产业重点发展区域建设

北部以铁、金为依托发展矿业经济，打造采选冶一体的规模

化企业；中部以地热矿产资源为引领带动恒口示范区集旅游、康

养、农田灌溉为一体的绿色循环的发展之路；南部依托铜、叶腊

石矿产勘查，加大勘查力度，尽快将勘查成果转化成矿业经济，

实现矿产开发一处，带动一方。

三、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布局

（一）落实勘查规划区块

落实省、市级规划的勘查区块 1个，为玻璃用脉石英矿。



12

一个勘查规划区块原则上只设一个勘查主体。生态保护红线

批准后，勘查规划区块出让要依法依规避让生态保护红线，符合

生态保护红线差别化管理政策。

（二）落实开采规划区块

落实省、市级规划的开采区块 1个，为地下热水矿。

一个开采规划区块原则上只设一个开采主体。生态保护红线

批准后，开采规划区块出让要依法依规避让生态保护红线，符合

生态保护红线差别化管理政策。

（三）科学划定砂石土集中开采区

按照科学布局、优化结构和规模开发的要求，避让生态保护

红线、永久基本农田边界线等禁止开发的区域，统筹资源禀赋、

地形条件、市场需求、运输半径等外部条件，科学合理划定区内

砂石土类矿产资源集中开采区，确定区内采矿权投放总量、最低

开采规模、矿区生态保护要求，促进资源规模开发。全区共划定

3个砂石土集中开采区，其中建筑石料 2个，砖瓦用页岩 1个。

集中开采区内新建矿山最低可采年限不低于 10年，严格按照绿

色矿山建设标准建设。

根据区域市场需求，有序开展砂石土集中开采区内资源环境

承载力评价，查明资源赋存条件，根据地形地貌、资源储量、开

采规模、服务年限，科学确定开采范围，在满足总量调控及净矿

出让要求的前提下转化开采规划区块，投放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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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进矿产资源有序勘查

持续加大战略性矿产、优势矿产和清洁能源资源的勘查力

度，力争查明一批大中型矿产地和资源接续区，实现资源储量较

快增长。加强大中型矿山、老矿山深部和外围的找矿力度，开展

多金属矿深部探测和深部找矿方法集成试验，解决现有矿山资源

不足和接续问题。在月河及其它有利地区部署地热资源勘查项

目，推进地热资源勘查，为清洁能源科学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五、加强矿产资源勘查管理

加强勘查全过程管理。加强矿产勘查的统筹协调，合理安排

勘查空间、时序，缩短勘查周期。促进多矿种综合勘查，提升矿

产勘查程度。加强对勘查实施方案环境保护内容的审查，大力发

展和推广绿色勘查新技术。严格落实勘查施工环境保护措施，强

化勘查全过程的环境保护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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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一、调控矿产开发利用强度

（一）矿山数量

严格采矿权准入管理，从规划布局、开发规模、资源利用效

率、矿山建设标准、环境保护等方面严格审查矿产资源开发项目，

引导矿山企业规模化开采和集约化经营，提升矿业开发集中度，

坚持“关小建大”，做到“开发一点、保护一片、供应一方”。到 2025

年，固体矿山总数控制在 20个以内。

以保障区内重点建设项目为目标，合理控制砂石粘土矿产的

开发强度，促进产业集群，支持规模化开发。

（二）开采总量

优化石英矿开发水平，到 2025年，脉石英矿石产量达到 20

万吨。做大做强地下热水产业，促进汉滨地区地下热水供应能力。

形成生态环境更加优美、产业集群快速发展，特色产品日益壮大，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不断提高的涉水产业发展新局面。

以保障区内重点建设项目为目标，合理控制砂石粘土矿产的开发

强度，促进产业集群，支持规模化开发。到 2025年，建筑石料

产量控制在 450万吨以内，砖瓦用页岩矿产量不超过 15万吨。

二、优化开发利用结构

（一）矿山最低开采规模

按照矿山开采规模与矿区资源量规模、矿山服务年限相适应

的要求，新立采矿权实施新建矿山最低开采规模的规定。已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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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许可证矿山企业应当通过设备改造和技术升级，达到保留和技

改矿山最低规模要求。

专栏二 恒口示范区重点矿种最低开采规模规划表

序号 矿产名称 单位/年 新建矿山 保留或技改矿山

1 铁（地下开采） 矿石 万吨 30 3
2 金（岩金）（地下开采） 矿石 万吨 6 1.5
3 玻璃用石英岩 矿石 万吨 10 5
4 建筑石料矿 矿石 万吨 50 30

5 砖瓦用页岩 矿石 万吨

13万吨或年生

产规模不低于

2000万块标准

空心砖

年生产规模不低于

2000万块标准空心砖

注：新建矿山指新立采矿权矿山；保留或技改矿山指已有采矿权矿山。

（二）矿山规模结构调整优化

加大对铁、石英岩等小型金属非金属矿山技改升级力度。逐

步关停技术落后、资源浪费和污染严重、安全生产条件差的小型

矿山。集中整顿建筑石料矿开采等对矿区生态环境影响较严重的

矿山。加强矿山生态环境、安全生产监管，有效管控风险、遏制

事故。到 2025年，全区大中型矿山的占比提高到 60%，小型矿

山总数减少 10%。

三、严格矿产资源开发管理

（一）严格准入条件

全面落实法律法规中有关矿业权准入的相关规定，在空间布

局、矿区生态保护、开采规模与结构、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指标等方面加强管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要以保护秦岭生态环境

为首要任务，在保护中开发，突出源头控制，最大限度减轻采矿

活动对秦岭生态环境的影响，实施最严格的矿山准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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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准入：严格实施国土空间“三条控制线”管控要求。秦岭

核心保护区和重点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内禁止设置采矿权，禁

止勘探、开发矿产资源和开山采石；严格控制和规范在一般保护

区露天采矿；严格执行重点保护区产业准入清单制度。

环境准入：衔接《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汉江流

域生态保护办法有关要求，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严格控

制和规范露天采矿活动，提高矿山环境污染治理能力。在核心保

护区、重点保护区实施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战略性矿产资

源勘查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报送审定。在一般保

护区新建、扩建、改建矿产资源开采项目和在一般保护区开山采

石，应当符合秦岭、汉江流域等区域生态环保条例、办法等的要

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依法办理审批手续，并按照绿色开采标

准开展作业。执行秦岭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产业准入清单，

产业政策准入门槛高于本规划的，以产业政策为准。

规模准入：根据矿山开采规模应与资源量规模相适应的原

则，新立采矿权实施新建矿山最低开采规模的规定，持续推进保

留或技改小型矿山规模提升或关闭退出。

技术准入：禁止采用落后的、淘汰的、破坏和浪费资源的开

采和选矿技术，采选工艺应符合国家《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先进适用技术目录》。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和技术革新，矿山企业

应保障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

（二）加大落后矿山整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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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在建）矿山不得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工艺、技术

和设备。生产矿山采用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的，由管理部门依

照管理权限，限期责令完成项目改造、退出、淘汰。对列入产业

准入负面清单要求升级改造的矿山，要严格制定升级改造计划，

对限期退出的制定退出计划。加快淘汰不符合国家政策要求的矿

山。对重金属污染严重区域，鼓励企业使用清洁生产先进技术，

提高资源利用率，控制开采总量，减少重金属污染物的产生和排

放，做好矿石、弃石废渣综合利用。

（三）巩固矿业权退出成效

秦岭核心保护区内已有矿业权一律停止勘探、开采活动。重

点保护区内已有探矿权一律停止勘探活动。生态保护红线批准

后，按照管控要求对需要退出或者避让的矿业权，依法组织限期

退出。完善矿业权退出补偿机制的办法。

（四）强化矿业权管理

贯彻中省市矿业权管理制度改革文件精神，充分发挥市场配

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加强区级发

证矿业权出让前期管理工作，依据有效对地质成果做好资源储量

备案登记和项目储备。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完善“净矿”出

让工作机制。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监督管理，健全矿产资源开发监

督检查制度。加强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限制开发区管理，严格控制

开发强度。恒口示范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矿产资

源勘查工作负有监督和管理职责。依法查处无证勘查、圈而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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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转让等行为。

（五）规范砂石土类矿产有序开发

合理调控砂石土类矿产的开采总量，引导集中开采、规模开

采、绿色开采，实行砂石骨料采矿权总量控制，提高规模化、集

约化、绿色化开采准入门槛，强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责任和

监管。

立足区域经济发展、民生建设需求，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林

业规划和交通运输成本等因素，根据具体需要，逐步规划集中开

采区，合理布局，做到精准选址。实现集约节约化生产，新建建

筑用石料矿山最低开采规模不低于 50万吨/年、新建砖瓦用页岩

矿山最低开采规模不低于 13万吨/年。

（六）统筹采矿用地供应保障

加强采矿用地执法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用地的行为。牢

固树立矿产资源安全底线，衔接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合理安排采

矿项目新增用地的布局、规模和时序，将采矿项目新增建设用地

和存量采矿用地复垦修复相挂钩，多举措保障采矿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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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绿色矿业发展

一、推动矿产资源绿色勘查

严格生态保护。严格执行秦岭一般保护区产业准入清单制

度，依法取得勘查许可证等相关审批手续的矿产资源勘查企业，

应当按照“生态优先、保护优先”的原则，严格实施绿色勘查。牢

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勘查贯穿于勘查活动的全过程。做

好科学布局立项、优化勘查设计、坚持依法勘查、规范工程施工、

绿色达标验收。按照绿色勘查有关要求开展作业，必须采用先进

工艺技术和措施，减少对山体、水体和植被等损害。

探索发展绿色勘查新方法。鼓励矿业权人和地勘队伍加大绿

色勘查新理论、新设备和新工艺的研究与应用，大力发展和推广

航空物探、遥感等新技术和新方法，逐步替代对地表环境影响大

的槽探等勘查手段，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轻）勘查活动对矿区

生态环境的扰动、污染和破坏。

加强绿色勘查公众参与度，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探索实行矿

地群众参与制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立群众意见反馈机制，

使勘查主体接受群众监督。

二、加强矿产资源绿色开采

落实矿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总要求，全面推动矿产资源绿色

开采。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矿产资源利用与保护全过程，将资

源开发对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扰动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努力构建

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矿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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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开采矿山加强矿容矿貌管理，实现无尘运输。鼓励采用

高效、安全、节能环保、智能的生产工艺和设备，提高效率高。

支持采取节能减排措施，粉尘、废水、噪音排放达标，实现清洁

生产。加强固废综合利用，实施产品质量监测，严控产品质量。

按照《陕西省绿色矿山建设管理办法》推进区内绿色矿山建

设，新建矿山全部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运

营管理，生产矿山加快升级改造，逐步达标，小型生产矿山按照

绿色矿山标准规范管理。

三、矿区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一）新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准入要求

严格新建矿山的地质环境准入，禁止新建对地质环境产生不

可恢复的破坏性影响的矿产资源开采项目。新建（在建）矿山应

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

（二）生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

坚持“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生产矿山应严格落实《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陕西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与土地复垦基金实施办法》，按要求提取、使用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基金，落实生态修复主体责任，鼓励矿山企业

实施开发式治理，提高矿山生态修复的社会经济效益。严格要求

矿山企业按照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落

实监测责任，加快监测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先进自动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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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重点加强露天开采矿山的监管，确保矿山地质环境持续改

善。

（三）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

通过矿山地质环境综合调查，全面摸清全区历史遗留矿山生

态修复家底。做好历史遗留矿山治理项目的申报，抓好历史遗留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实施，推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积

极引入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新机制，逐步解决历史遗留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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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规划保障措施

一、建立完善规划实施目标责任考核制度

恒口示范区人民政府是规划实施的责任主体，要加强领导，

提高政治站位，协调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矿产资源开发的关

系，着力推进矿产资源绿色高质量发展。各职能部门要依法行政，

明确责任，落实任务，严格考核，务求实效，推动恒口示范区矿

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与保护的进程。建立规划实施年度考核机

制，把《规划》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年度目标管理体系进行考核，

作为主要领导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二、健全完善规划实施评估调整机制

对规划实施进行年度执行情况检查，开展规划实施中期评

估，及时做出调整和修订。建立规划实施评估机制，评估报告报

规划审批机关备案，作为规划调整和修订的依据。因形势变化需

要进行指标调整的，应进行科学论证。严格规划调整和修编的程

序，应对规划调整和修编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等进行评估

和论证。

三、严格规划实施监督检查

在恒口示范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形成职能部门履行日常监

管责任，检察、监察部门行使公益监察责任，群众监督的监督网

络。督促矿业权人主动作为，履行义务，建立上下联动、良性互

的工作机制，促进规划实施监督工作。要重点加强对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恢复和土地复垦情况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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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信息反馈制度，及时报告规划执行情况监督检查结

果，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提出应对解决措施，确保规

划顺利实施。

四、提高规划管理信息化水平

完善矿产资源规划数据库，做好规划管理信息与相关信息的

资源整合，实现与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资源储量和矿业权

等基础数据库的衔接和共享，建成具有信息管理、分析查询、监

督评价和辅助决策功能的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及时准确的掌握矿

产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情况，矿山生态环境的变化及规划的实施

情况，提高规划管理的效率和服务水平。

五、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大力学习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自然生态、矿产资

源国情宣传和矿产资源法治教育，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

然公园等各类保护地作为普及生态保护知识的重要阵地，依托世

界地球日、土地日等活动，开展矿业绿色发展的主题宣传，提高

公众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自觉意识，共同营造规划

实施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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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安康市恒口示范区勘查规划区块表

序号 编号 区块名称 勘查主矿种
面积（平
方千米）

拐点坐标
现有勘查

程度
拟设探矿权
勘查阶段

投放时序 备注

1 KQ01
安康市汉滨区大兴村豹
子洞脉石英矿勘查区

玻璃用脉石
英

1.6

1,14,108.4844000,32.5327000,108.4915227,32.5326994,108.4918173,32.532012

2,108.4901640,32.5256160,108.4924146,32.5256553,108.4924796,32.5213181,1

08.4910501,32.5213032,108.4858792,32.5227190,108.4916777,32.5226982,108.

4915547,32.5231504,108.4858234,32.5228335,108.4856852,32.5234011,108.483

7911,32.5251949,108.4853018,32.5317176,0,0,0,

普查
2022-
2025年

市级规划划定。
空白区新设。



附表2：安康市恒口示范区开采规划区块表

序号 编号 区块名称 开采主矿种

涉及开
采总量

控制矿

种

面积

（平方
千米）

拐点坐标 资源量单位 资源量 投放时序 备注

1 CQ201
安康市汉滨区高剑村一

带地热水
地下热水 2.8

1,7,1,3623436.33,36574171.58,2,3623264.61,36575618.
05,3,3623278.46,36576941.11,4,3622156.45,36576961.0
6,5,3622393.57,36575737.25,6,3622293.30,36574700.24

,7,3622397.99,36574224.62,0,0, ,0,

百万瓦/年 0.38
2022-
2025年

市级规
划划定
。已划
定矿区
范围。



附表3：安康市恒口示范区重点矿种矿山最低开采规模规划表

序号 矿种名称 开采规模单位
矿山最低开采规模

备注
大型 中型 小型

1 铁（地下开采） 矿石万吨 100 30 —

2 金（岩金）（地下开采） 矿石万吨 15 6 —

3 玻璃用石英岩 矿石万吨 30 10 5

4 建筑石料矿 矿石万吨 15 —

5 砖瓦用页岩 矿石万吨 30 13 —



附表4：安康市恒口示范区砂石土类矿产集中开采区表

序号 编号 名称
所在行政

区

面积        
(平方千

米)

区块拐点坐标
主要矿
产名称

管控要求

1 CS004
恒口示范区瓦房沟建
筑用闪长岩矿集中开

采区

恒口示范
区

0.6

1,108.4226705,32.5139119;2,108.4232221,32.5138655;
3,108.4236080,32.5136117;4,108.4248313,32.5113043;
5,108.4259373,32.5101636;6,108.4308984,32.5058587;
7,108.4307770,32.5052334;8,108.4301418,32.5046983;
9,108.4245385,32.5051553;0,0,0

建筑用
闪长岩

拟设建筑石料矿山1个；最
低开采规模20万立方米

/年；土地平整、覆土植树
种草，建设绿色矿山

2 CS007
汉滨区恒口镇月河村
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集

中开采区

恒口示范

区
0.6

1,108.4157209,32.4444567;2,108.4136983,32.4406836;
3,108.4124538,32.4416828;4,108.4131318,32.4425258;
5,108.4113903,32.4435810;6,108.4120837,32.4443850;
7,108.4133012,32.4439932;8,108.4140872,32.4440698;
9,108.4146266,32.4446144;0,0,0

建筑石
料用灰
岩矿

拟设建筑石料矿山1个；最
低开采规模50万吨/年；土

地平整、覆土植树种草，
建设绿色矿山

3 CS012
安康市恒口示范区金
坑村二组沟西砖瓦用
页岩矿集中开采区

恒口示范

区
0.02

1,108.4439251,32.4515830;2,108.4435199,32.4522248;
3,108.4439078,32.4523918;4,108.4441781,32.4520936;
5,108.4441993,32.4519922;6,108.4442734,32.4519206;
0,0,0

砖瓦用

页岩

拟设砖瓦用页岩矿山1个；
最低开采规模13万吨/年或
年生产规模不低于2000万
块；土地平整、覆土植树

种草，建设绿色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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