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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统筹安排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推进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生态

环境保护相协调，加快矿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办法》、《吉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延边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龙井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龙井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等法律法规、指导性文件及相关技术

标准，在总结第三轮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分析龙井市矿产资源勘

查与开发利用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编制《龙井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龙井市落实延边州区域发展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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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勘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和保护活动的重要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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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适用范围为龙井市所辖行政区域。

《规划》以 2020 年为基期，规划期为 2021 年-2025 年，展望到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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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状与形势

第一节 自然地理与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龙井市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东麓，东南隔图们江与朝鲜相望。

地理坐标：东经 128°54′～129°48′、北纬 42°21′～43°24′。东北与延吉市、

图们市接壤；西南与和龙市毗邻；西北与安图县相接。南北最长 100千米，

东西最宽 73千米，面积 2208平方千米，海拔高度最高为 1331米，最低为

101米。龙井市辖 5个镇（开山屯镇、老头沟镇、三合镇、东盛涌镇、智新

镇）、2个乡（德新乡、白金乡）和 2个街道（安民街道、龙门街道），461

个自然屯，人口 16.7万。

龙井市拥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个，重要水源地保护区 1个，涉及国

土面积 920.17 平方千米，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41.66%。龙井市森林覆盖率

71.5%。作为延边州的“后花园”,龙井市正朝着生态旅游度假休闲城市方向发

展。202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31.77亿元，较上一年增长 9.2%，其中工

业产值 7.44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007 元，三产业比重为

11.57:24.81:63.61，产业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矿业产值（域内）1.61亿元，

矿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 21.63%，比重逐年下降。

第二节 矿产资源概况和主要特点

一、矿产资源分布概况

截止 2020年底，已发现矿产 38种，其中有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 32种，

未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 6种。在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中，能源矿产 4种，

金属矿产 12种，非金属矿产 14种，水气矿产 2种（专栏 1）。列入吉林省

矿产资源储量库的矿产 17种。已开发利用的矿产 23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7%99%BD%E5%B1%B1/9596
http://baike.baidu.com/view/443235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17613/61818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8732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453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45317.ht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B7%E6%96%B0%E4%B9%A1/79286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D%E9%87%91%E4%B9%A1/34236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6%B0%91%E8%A1%97%E9%81%93/237891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E%99%E9%97%A8%E8%A1%97%E9%81%93/19436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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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已发现和开发利用的矿产

矿产种类
矿种

数量
有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

未查明资源

储量的矿产

能源矿产 6 煤、石油、天然气、

天然沥青
油页岩、地热

金属

矿产

黑色金属矿产 2 铁、铬

有色金属矿产 4 铜、铅、锌、钼

贵金属矿产 2 金、银

稀散金属矿产 4 镉、铟、硒、镓

建材及其它非金属矿产 18

硅灰石、水泥用灰岩、制灰

用灰岩、玻璃用脉石英、水

泥配料用黄土、水泥用大理

岩、建筑用玄武岩、辉绿岩、

建筑用安山岩、耐酸安山

岩、建筑用花岗岩、建筑用

大理岩、建筑用砂、砖瓦用

粘土

砖瓦用砂岩、陶粒页岩、

砖瓦用页岩、蛇纹岩

水气矿产 2 地下水、矿泉水

合 计 38 32(已开发利用 23种) 6

注：加下划线的为已开发利用矿产，黑体字的为列入吉林省矿产资源储量表的矿产。

二、矿产资源主要特点

从矿产资源分布上看，煤炭主要分布在中兴屯-独轿屯一带，贵金属分

布在金佛寺、石井；有色金属主要分布在天宝山-永兴屯一带；水泥用灰岩

（大理岩）及建筑用石料主要分布在新城屯-宝兴村一带和中东屯南部；硅

灰石主要分布在大灰洞西部。

从矿产资源量上看，查明资源种类多、规模小，不具有规模开采条件；

从矿石质量上看，金属矿产质量一般，贫矿多，富矿少；非金属矿产

大多质量较好。

从找矿前景上看，铅、锌资源相对丰富，钼找矿潜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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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轮规划实施成效

矿产资源勘查取得一定成果。在第三轮规划期间累计投入地质勘查资

金 4775.65万元，提交地质勘查储量报告 4份。新增中型天然矿泉水矿产地

1处，年可开采量 11.50万立方米。新增矿产资源量：煤 495.4万吨、铜 13277

吨、铅 17114吨、锌 258476吨、金 514千克。

矿山地质环境环境保护与治理效果显著。积极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治理恢复工作，第三轮矿产资源规划实施以来，完成 2 个闭坑矿山的恢

复治理，恢复治理面积 0.7 公顷，使用资金 302 万元。

矿政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全面实现矿业权竞争性出让，矿产资源市场

化配置进一步加强；实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制度，严格按照上级主管部

门要求及时开展年度矿山储量动态监测工作和矿业权信息公示监督检查工

作，深化“放管服”改革，矿产资源管理方式进一步完善。

四、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现状

（一）矿产资源勘查现状

专栏 2 龙井市主要矿产资源储量

序号 矿产名称 资源储量单位 保有资源储量

1 煤炭 千吨 30596.65

2 铜矿 铜 吨 23940.71

3 铅矿 铅 吨 90360.57

4 锌矿 锌 吨 191024.81

5 钼矿 钼 吨 1372.00

6 金矿 金 千克 3515

7 银矿 银 吨 102.27

8 镉矿 镉 吨 5385.1

9 硅灰石 矿石 千吨 94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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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0年底，龙井市共有探矿权 9个（专栏 3）。其中金属矿产 5个，

非金属矿产 1个，水气矿产 3个。

勘查程度达到详查及以上的项目 5个，占探矿权总数量的 55.55%，普

查项目 4个，占探矿权总数量的 44.45 %。

专栏 3 龙井市探矿权统计表（截止 2020年底）

序号 勘查矿种 数量（个） 所在乡、镇

1 铜 1 老头沟镇

2 锌 1 老头沟镇

3 钼 1 老头沟镇

4 金 1 开山屯镇

5 多金属 1 老头沟镇

6 水泥用大理岩 1 老头沟镇

7 矿泉水 3 智新镇

（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截止 2020年底，全市有各类矿山 10个，按规模类型划分，大型矿山 2

个、小型矿山 8个，大中型矿山比例为 20%；按开采方式划分，露天开采

矿山 6 个、地下开采矿山 4 个；按开采矿种划分，煤 1 个、锌 2 个、金 1

个、硅灰石 1个、建筑用花岗岩 2个、建筑用大理岩 1个、矿泉水 2个。

2020年全市矿山从业人员 477人，年矿石产量 49.13万吨，矿业总产

值 16152.72万元，矿业利润总额 6104.98万元，矿业产值主要源于锌矿，

产值 15513.83万元，占矿业总产值 96.04%。

（三）矿区生态保护现状

截止 2020年底，已完成矿区治理恢复面积 32.9公顷,其中，土地复垦

面积 22.55公顷。累计投入恢复治理资金 368.7万元。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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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矿产开发难度大。已发现的金属矿产普遍存在规模小、品位不稳

定、难选冶等问题。

矿区环境恢复治理任务仍较艰巨。矿产资源开采造成矿区环境破坏严

重，治理难度大，治理周期长，治理资金缺口较大。

第三节 形势与要求

一、形势

“十四五”时期，龙井市处于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方向调整，矿业结构

优化、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的关键阶段。矿业结构性改革成为当前紧迫的

战略任务，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成为我市矿业发展的

重中之重。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生态环境保护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约束日渐增强。

二、要求

根据当前矿业发展形势，规划期内我市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继续坚持统

筹谋划、科学布局，正确引导矿业稳步健康发展。加快推进矿区生态文明

建设，加强矿区生态保护和矿业绿色发展，实现资源效益、环境效益、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全面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充分发挥市

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作用，促进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鼓

励科技创新，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推进资源利用方式合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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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指导原则与目标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生态文明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以提高矿

产资源保障能力为目标，推进矿产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以生态优先为主

线，推进矿业绿色发展。统筹安排全市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工作，加

大对地热、矿泉水等勘查开发力度，提高建筑用石料等优势矿产的开发利

用水平，加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和绿色矿山建设，为加快推进龙井市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资源保障。

第二节 基本原则

坚持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根据不同地域矿产资源禀赋条件，

结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实际情况，依托优势资源，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推动规模以上矿山企业发展，引导和支持生产要素聚集，提高矿业产业集

中度。

坚持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统一。鼓励矿山企业积极开展研发和技术

改造，提高采、选、综合回收率，最大限度地利用共伴生矿产和品位低、

品级差矿石，将资源保护和节约意识贯穿于矿产资源开发的全过程。

坚持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

发”，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矿业的要求，发展绿色矿业经济，

采取切实措施保护矿山地质环境，将“谁污染谁担责、谁受益谁补偿、谁环

保谁获益”落到实处，最大程度的降低矿产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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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市场配置与宏观调控相结合。发挥市场机制在矿产资源配置中的

基础性作用，建立宏观调控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资源优化配置机制。加强

对矿产资源开发总量的调控，提高矿产资源利用率，实现矿业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第三节 规划目标

一、2025年规划目标

矿业经济发展目标。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显著提升，矿山企

业抵御风险能力有所增强，矿产资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

挥，到 2025年全市矿业产值力争达到 2亿元。

矿产资源勘查目标。加大对地热、铅锌等矿产勘查力度，力争发现可

供开采的矿产地 1处，提高资源保障和供给能力。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目标。有效控制全市矿山总量，到 2025年全

市矿山总数控制在 16个以内。大中型矿山比例不低于 35%。推进绿色矿山

建设，发挥绿色矿山典型示范作用，新建、扩建矿山按照绿色矿山标准建

设。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目标。生产矿区生态环境得以有效保护，

闭坑矿山全部按规定完成闭坑后的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任务。

专栏 4 龙井市规划主要指标

指标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2025年 指标属性

矿业经济 矿业经济产值 亿元 2 预期性

矿产资源勘查
新发现矿产地 处 1 预期性

矿山总数量 个 16 约束性

矿产资源合理开发

利用与保护

重要矿产资

源年开采量

铅锌 万吨 90 预期性

建筑用石料 万立方米 120 预期性

大中型矿山比例 % 35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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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35年展望目标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布局更加合理，矿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全面实现矿

山企业规模化集约化开发，进一步转变利用方式，提质增效，加强科技研

发、高效利用，实现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加强矿区生态保护修复

治理工作，实现“环境友好型矿业”格局。全面实现矿产资源管理现代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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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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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矿产勘查开发与保护布局

第一节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调控方向

根据龙井市区域成矿地质条件、矿产资源潜力和勘查开发利用现状，

规划期内，重点勘查地热、铅锌等矿产。重点开采铁、建筑用石料等矿种，

禁止开采可耕地的砖瓦用粘土等矿种。

第二节 矿产资源产业重点发展区域

重点发展区域布局。统筹考虑龙井市矿产资源禀赋、开发利用条件、

环境承载能力和区域产业布局等因素，确定天宝山-老头沟镇铅锌矿产资源

产业重点发展区域，该区作为生产工业原料发展区。以龙井市南部琵岩山

一带地热资源产业重点发展区域。

重点发展区域管理措施。

加大对矿产资源产业重点发展区域内矿山企业支持力度，优先资源保

障、优先土地供给。推动区域内配套设施建设，充分发挥重点发展区域内

的资源优势营造良好的资源产业发展氛围。对天宝山-老头沟镇铅锌矿产

资源产业重点发展区域，立足现有生产矿山资源优势，鼓励矿山企业加

强科技创新，增加资源综合利用研发投入，拓宽资源利用思路，拓展

产品结构；推动生产工业原料发展区建设，带动区域内相关产业协调发

展。对龙井市南部琵岩山一带重点发展区积极引导下游企业进驻，借助地

热资源发展温泉产业，打造温泉文化、形成以龙井温泉为核心的品牌效应，

完善区域市场和产业布局，促进房地产业、旅游业等开发，形成地热开采

应用产业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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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勘查开采与保护布局

一、重点勘查区

落实省规划划定重点勘查区 1 个，面积为 776.51 平方公里（专

栏 5），即吉林龙井市天宝山 -开山屯铅锌重点勘查区。

专栏 5 龙井市矿产资源重点勘查区一览表

序号 重点勘查区名称 面积（km2） 勘查矿种 备注

1 吉林龙井市天宝山-开山屯铅锌重点勘查区 776.51 铅矿、锌矿 落实上级规划

重点勘查区管理措施。积极引导各方资金有序、集中投入，力争找矿

突破，发现新的矿产地，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资源开发基地。鼓励区内矿

山企业开展矿区深部找矿。

二、重点开采区

区内优势矿产集中、资源优势明显、已形成规模化经营或具有规模化

经营潜力的区域，本级划定 1个重点开采区（专栏 6），即龙井市天宝山铅

锌矿重点开采区。

专栏 6 龙井市矿产资源重点开采区一览表

序号 名 称 面积（km2） 矿种 备 注

1 龙井市天宝山铅锌矿重点开采区 21.62 铅矿、锌矿 本级划定

重点开采区管理措施。重点开采区内要统筹规划和优先安排矿产资源

勘查、开发项目，推进整体开发。优先规划预留采矿用地，保障区内矿产

资源开发用地需求。鼓励矿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提高采、选、冶水平，

提高矿产资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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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筑用石料集中开采区

根据龙井市建筑用石料矿产资源分布区域、已有采矿权设置情

况、矿山开采现状及环境承载能力，综合考虑建设项目布局，本级

规划在龙井市南部、大灰洞西部设置 3 个建筑用石料集中开采区

（专栏 7）。根据本辖区内的建筑用石料矿产资源分布情况、交通

运输条件、环境承载能力，结合工业产业布局、新型城镇化发展方

向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矿产资源需求因素，在建筑用石料集中开

采区外符合规划准入要求的可新设建筑用石料开采规划区块。

专栏7 龙井市建筑用石料集中开采区规划表

编 号 名 称
所在

行政区

面积

（km2

）

开采矿种
已设采矿

权数量

拟设采矿

权数量

CS001 龙井市南部建筑用石料

集中开采区
智新镇 4.2257 建筑用花岗岩 1 0

CS002 龙井市大灰洞北部建筑

用石料集中开采区
老头沟镇 2.6512 建筑用大理岩 1 0

CS003 龙井市大灰洞西部建筑

用石料集中开采区
老头沟镇 1.4354 建筑用花岗岩 1 0

建筑用石料集中开采区管理措施。区内采矿权投放总量不得突破规划

控制指标。鼓励边生产边治理，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

理。积极推进建筑用石料集中开采区建设，优先向规范化、规模化砂石生

产项目供矿，形成以建筑用石料开采为主体、机制砂为辅的生产一体化资

源保障体系，为龙井市城镇化建设提供稳定的资源供给。

四、勘查规划区块

为优化矿产资源勘查的合理布局，加强对矿产资源勘查的宏观调控，

科学指导探矿权设置，根据成矿地质条件、矿产资源赋存特点，地球物理、

地球化学、遥感等找矿信息和勘查程度等划定勘查规划区块 18个（专栏 8）。

其中，落实省级勘查规划区块 2个，（煤勘查规划区块 1个、金勘查规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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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1个），勘查面积 14.39平方千米；落实延边州勘查规划区块 15个（地热

勘查规划区块 6个、铅勘查规划区块 3个、银勘查规划区块 1个、矿泉水

勘查规划区块 5个），勘查面积 309.86平方千米；本级规划勘查规划区块 1

个（硅灰石勘查规划区块 1个），勘查面积 2.68平方千米。

专栏 8 龙井市矿产资源勘查规划区块汇总表

序号 勘查矿种 数量
勘查程度

所在乡、镇
普查 详查 勘探

1 煤 1 1 老头沟镇

2 地热 6 6 龙井市、新德乡、东盛涌镇、老头沟镇

3 金 1 1 东盛涌镇

4 银 1 1 老头沟镇

5 铅 3 3 老头沟镇

6 硅灰石 1 1 老头沟镇

7 矿泉水 5 5 老头沟镇、智新镇、三合镇、东盛涌镇、

合计 18 12 6

勘查规划区块管理措施。合理安排探矿权投放总量和投放时序，优先

安排重点勘查区内探矿权，优先安排战略性矿产勘查和新型清洁能源矿产

勘查。为保证勘查信息完整性及矿产资源开发布局要求，一个勘查规划区

块原则上只设置一个勘查主体。

五、开采规划区块

开采规划区块设置。根据开采区块设置依据，结合矿床地质、构造、

资源赋存等条件，综合产业政策、矿山开采方式和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划

定 3个开采规划区块（建筑用安山岩开采规划区块 1个、建筑用花岗岩开

采规划区块 1个、建筑用闪长岩开采规划区块 1个）。(专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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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规划区块管理措施。强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加强开采规划

区块管理，原则上一个开采规划区块只设置一个开采项目。健全完善联动

审查机制，稳步推进“净矿”出让，合理配置资源，优化开发布局。

专栏 9 龙井市矿产资源开采规划区块及分布地区统计表

序号 勘查矿种 数量
区块面积
(km2) 所在乡、镇

1 建筑用花岗岩 1 0.04 老头沟镇

2 建筑用玄武岩 1 0.31 开山屯镇

3 建筑用闪长岩 1 0.17 老头沟镇

合计 3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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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

第一节 合理确定开发强度

结合龙井市矿产资源供需形势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对锌、建筑用石

料 2种重要矿产实行开采总量调控（专栏 10）。支持符合条件的矿山适时恢

复生产，鼓励市场前景好，经济效益高、对生态环境破坏性小的矿产进行

开发利用。

专栏 10 龙井市重点开采矿种矿山数量和开采总量指标一览表

序号 矿种 产量单位
2020年 2025年 调控指标

类型产量 矿山数 产量 矿山数

1 铅锌 万吨 26.4 2 90 2 预期性

2 建筑用石料 万立方米 125 3 120 6 预期性

第二节 优化开发利用结构

确定主要矿种矿山最低开采规模。

在延边州规划确定的矿山最低开采规模指导下，为合理利用矿产资源，

发挥优势矿产资源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确定龙井市主要矿种矿山最低开

采规模。 (专栏 11)。

矿山规模结构。以资源禀赋和开发利用现状为基础，以全面提升竞争

力为目标，以政策引导为手段，综合考虑产业布局，调整大、中、小型矿

山比例结构。以建筑用石料矿山为重点，推进矿产资源整合开发，培育大

型骨干矿山企业，促进资源开发利用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到 2025年，全

市大中型矿山比例不低于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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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1 龙井市主要矿产最低开采规模规划表

序号 矿种名称 单位
矿山最低开采规模

备 注
大 中 小

1 煤炭 原煤 万吨 120 60 - 技改提能矿山不得低于 30万吨。

2 铅锌 矿石 万吨 100 30 10

3
金矿(地下

开采/露天

开采)
矿石 万吨

15/
15 6/9 3/—

不再新建日处理岩金矿石 300 吨以下

的露天开采项目，100吨以下的地下开

采项目。

4 建筑用石料 万立方米 10 - -

5 矿泉水 万立方米 20 10 5 长白山区新建矿山不得低于 20万吨，

稀有类型新建矿山不得低于 1万吨。

矿产品结构。以优势矿产为重点，鼓励矿山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增加有利于提高竞争

力的高附加值产品研发投入，加强矿产品精深加工生产能力，实现低档产

品向中高档产品、单一产品向配套产品、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的

转化。发展下游及深加工产业，逐步形成适应市场、竞争力强的矿产资源

开发新格局。

铅锌矿:推进铅、锌矿产业向深加工方向延伸，如金属铅、金属锌、铅

合金、锌基合金、氧化锌等，延长产业链，结合市场需求变化，促进矿产

品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

建筑用石料：支持绿色环保砂石生产，推动建筑用石料原矿向建筑构

件、混凝土等成品化方向延伸发展。鼓励企业利用矿山废石、尾矿生产机

制砂石进行砂源替代，实现矿产品向深细加工转化，提高综合利用水平。

第三节 严格规划准入管理

为加强矿产资源规划管理，合理、高效利用矿产资源，进一步规范矿

产资源勘查开发秩序，强化资源市场配置、创造良好的矿业权交易环境，

在绿色勘查、开采规模、绿色矿山建设、矿区生态保护修复方面设置准入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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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勘查准入条件。勘查项目实施前，应编制地质勘查实施方案，并

按照绿色地质勘查工作规范要求，对地质勘查工作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影

响进行评估分析，在工作实施方案中编制绿色勘查章节，明确项目绿色勘

查工作的具体内容、技术要求和保障措施等。

开采规模准入条件。严格矿山建设标准，引导矿山企业规模开采，坚

持“矿山设计开采规模与矿区资源储量规模相适应”的原则，严格控制建筑

用石料新建矿山数量，新建矿山生产规模按规划确定的最低开采规模为准

入条件，建筑用石料新建矿山生产规模原则上达到 30万立方米/年，为保

障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乡村振兴项目的新设开采规划区块，生产规模不低

于 10万立方米／年，服务年限不得低于 5年。

绿色矿山建设准入条件。新建矿山要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要求进行规划、

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

矿区生态保护修复准入条件。新建矿山在编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时，将矿山生

态保护与修复贯穿于矿山设计、生产、闭坑全过程，形成采前有设计、过

程可控制、采后即修复的矿区生态环境修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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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保护

第一节 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明确绿色矿山建设总体思路。积极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发

展理念，全面落实上级规划中的绿色矿山建设要求，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督促、引导矿山企业创新资源节约集约和循环利用，加大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恢复与土地复垦，推进矿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耕地保护，实现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严格落实绿色矿山建设主要任务。新建矿山应及时提交绿色矿山建

设实施方案，矿山生产满一年后，应达到绿色矿山建设要求。符合绿色矿

山基本条件的生产矿山应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

案，加快改造升级，达到绿色矿山标准后，积极申报绿色矿山。

健全绿色矿山建设组织方式。在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会同财政、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负责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方案的具体

落实。矿山企业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全面履行绿色矿山建设义务，加快绿

色矿山建设进程。

完善绿色矿山建设支持政策。根据国家、省、延边州相关政策，结

合龙井市实际，在矿产资源配置、建设用地使用、财税以及绿色金融等方

面，加大对绿色矿山建设的支持力度。同等条件下优先保障绿色矿山的矿

产资源配置和建设用地合理需求。

第二节 加强矿区生态保护修复

严格新建矿山生态保护准入要求。从源头上加强新建矿山矿区生产环

境保护与修复管理，采矿权申请人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时，应编制矿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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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建立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基金账户，制

定年度实施计划，及时开展矿区生态修复治理。

落实生产矿山生态保护主体责任。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

治理”方针，督促矿山企业要严格执行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实现边开采、边治理，切实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

复和土地复垦义务。矿区范围、开采矿种、开采方式或服务年限发生变化

的，采矿权人必须重新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矿山生态

修复应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形成与周边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植物群落，注重

生物多样性，恢复原有生态系统。

全面推进闭坑矿区生态修复。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因地制宜，按照宜

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园则园、宜水则水的治理方式，开展闭坑矿区生态

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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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重点项目

第一节 矿产资源调查评价重点项目

依据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和地质科学研究等成果，以战

略性和重要矿产为主攻矿种，在重点成矿区带、成矿有利区域开展矿产资

源调查评价工作，查明成矿地质背景及控矿条件，总结区域成矿规律，圈

定一批找矿靶区，预测资源潜力，引导和服务商业性勘查工作。落实省级

规划，部署 1个矿产资源调查评价重大工程。

专栏 12 龙井市矿产资源调查评价重大工程

序号 调查评价项目 主要矿种
资金概算

(万元) 实施时间 目标成效 备注

1
吉林省延边地区开山

屯-天宝山一带铅锌及

多金属矿调查

铅、锌 680 2022-2025
预期提交铅、锌找

矿靶区 2-3处，新

发现矿产地 1处
省级

第二节 勘查重点项目

根据延边州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结合矿产资源找矿潜力、资

源禀赋及环境承载能力，加大优势矿产资源勘探力度，重点勘查铅锌矿矿

种，落实延边州规划划定的 1个矿产资源勘查重大工程。

专栏 13 龙井市矿产资源勘查重大工程

序号 矿产资源勘查项目
勘查

矿种

资金概算

(万元) 实施时间 目标成效 备注

1 龙井市天宝山铅锌矿普查 铅、锌 800 2021-2025 扩大储量范围 州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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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开发利用重点项目

本轮规划期内，结合区内大中型矿产地、重要矿产集中分布区，落实

上级规划在我市划定开发利用重点项目 1个，即龙井市天宝山铅锌矿立山

矿区开发利用工程。

专栏 14 龙井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重大工程

序号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重大工程名称
所处地区

投资概算

(万元) 实施时间 目标成效 备注

1 龙井市天宝山铅锌矿立

山矿区开发利用工程
龙井市 10000 2021－2025

生产能力 60万吨/
年，预期产值 1.5

亿/年
州级



21

第七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一节 完善规划实施目标制度

健全规划管理体制，完善规划运行机制，切实加强规划实施组织领导，

将规划管理列入重要工作日程进行统一部署，保障规划实施机构、人员、

经费到位。建立完善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目标制度，明确职责分工，将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总量调控、勘查开发布局与结构调整等重要规划指标纳入年

度目标管理体系，确保规划目标落实。

第二节 健全完善规划实施评估调整机制

根据需要适时评估规划目标、重点任务、政策措施等落实情况，作为

规划调整的依据。矿产资源规划确需调整的，应当由原编制机关向原批准

机关提交材料，经原批准机关同意后进行。

第三节 加强规划实施情况监督检查

严格落实规划任务和目标，建立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督检查制度，对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等规划指标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建立规划实

施情况反馈制度，及时掌握规划执行情况监督检查结果，加强对规划重点

区域矿产勘查开发活动的监督管理，及时纠正违反规划行为。

第四节 提高规划管理信息化水平

完善矿产资源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做好矿产资源规划信息的整理入库

工作。加强网络建设，实现上下级管理单位的信息共享。建成面向社会公

众的开放式网站，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矿产资源规划信息，接受监督和信

息反馈，保障社会公众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政府矿产

资源规划编制管理水平的提升和矿产资源规划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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