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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主题内容主题内容
征文主题为征文主题为““我为普查献一策我为普查献一策”，”，旨在征旨在征

集各地对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的意集各地对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的意
见或建议见或建议。。

二二、、活动时间活动时间
本次活动从本次活动从 20172017 年年 88 月开始至月开始至 1212 月结月结

束束，，其中投稿截止时间为其中投稿截止时间为 1010月月 3030日日。。

三三、、稿件要求稿件要求
11、、来稿应针对污染源普查工作的新情来稿应针对污染源普查工作的新情

况况、、新问题新问题，，紧密联系实际紧密联系实际，，要求观点明确要求观点明确、、

有理有据有理有据、、言之有物言之有物，，避免空洞说教避免空洞说教、、泛泛泛泛
而谈而谈，，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及决策参考价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及决策参考价
值值。。

22、、来稿要求文字规范来稿要求文字规范，，表述完整表述完整，，字数字数
在在 20002000 字以内字以内。。

33、、来稿应为原创来稿应为原创，，不得侵犯任何版权或不得侵犯任何版权或
产生知识产权纠纷产生知识产权纠纷。。

44、、来稿请寄来稿请寄：：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
大 街大 街 1616 号 中 国 环 境 报 理 论 评 论 部 收号 中 国 环 境 报 理 论 评 论 部 收 ，，邮邮
编编 100062100062，，信封上标注信封上标注““我为普查献一策我为普查献一策””

征征文文。。
电 子 投 稿 请 以 附 件 形 式 发 送 至 邮 箱电 子 投 稿 请 以 附 件 形 式 发 送 至 邮 箱 ：：

wwpcxyc@wwpcxyc@163163.com.com，，邮件主题填写为邮件主题填写为““姓名姓名
—单位—联系方式—我为普查献一策—单位—联系方式—我为普查献一策”。”。

55、、来稿一律不退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请自留底稿。。

四四、、奖项设置奖项设置
征文活动结束后征文活动结束后，，将评出一等奖将评出一等奖 11 名名、、二二

等奖等奖 55名名、、三等奖三等奖 1010名名、、优秀奖若干名优秀奖若干名。。
联系人联系人：：郭婷郭婷 宋杨宋杨
电电 话话：：010010--6711862067118620

根据《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每 10 年开展一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的要求，国务院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的通知》（国发〔2016〕59 号），决定于 2017 年
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为加强组织领导，
国 务 院 决 定 成 立 第 二 次 全 国 污 染 源 普 查 领 导 小
组，负责领导和协调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领导
小 组 办 公 室 设 在 环 境 保 护 部 ，负 责 普 查 的 日 常
工作。

全国污染源普查是重大的国情调查，是环境
保 护 的 基 础 性 工 作 。 开 展 第 二 次 全 国 污 染 源 普
查，掌握各类污染源的数量、行业和地区分布情
况，了解主要污染物产生、排放和处理情况，建立
健全重点污染源档案、污染源信息数据库和环境

统计平台，对于准确判断我国当前环境形势，制定
实施有针对性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
规划，不断改善环境质量，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环境短板具有
重要意义。本次污染源普查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有污染源的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普查内容
包括普查对象的基本信息、污染物种类和来源、污
染物产生和排放情况、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
情况等。

为 积 极 推 动 第 二 次 全 国 污 染 源 普 查 工 作 顺
利 开 展 ，集 思 广 益 ，群 策 群 力 ，经 环 境 保 护 部 批
准，现决定开展“我为普查献一策”征文活动。活
动 由 环 境 保 护 部 第 二 次 全 国 污 染 源 普 查 工 作 办
公室主办，中国环境报社承办。

杨汉宏说，矿山上开辟出生态农场
是准能人始终将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当
做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主 动 担 当 的 一 个 缩
影。与准能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一脉
相承的是，追求对煤炭资源的最高效利
用和循环利用，走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
展之路。

将洗选加工后的高热值煤通过铁
路外运，低热值煤和煤矸石由坑口的矸
石发电厂消耗，就连燃烧残质的粉煤灰
也被作为提取氧化铝等高附加值产品
的原料再次利用。神华准能集团自主
研发的“一步酸溶法”粉煤灰提取氧化
铝技术，以粉煤灰为原料提取氧化铝，
打开了氧化铝循环经济产业项目的一
片新天地。神华准能人充分发挥准格
尔煤田“高铝、富镓”煤资源优势，遵循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建设
氧化铝循环经济产业项目，打造“煤－
煤矸石发电－粉煤灰提取氧化铝－电
解铝－铝型材、镓、硅等系列产品”一体

化循环经济产业链。
一个产业的废弃物是另一产业的

原料，这个循环实现了对煤中伴生的
铝、镓等资源的多元、梯级与高附加值
利用，既减少粉煤灰大量堆积导致的环
境污染问题，也实现了煤炭资源的“吃
干榨尽”。

杨汉宏说，这是神华准能集团在发
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方面的一次革
命，是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技术创
新与产业变革。神华准能集团通过绿
色开采，清洁利用，形成绿色产业，实现
高碳产业的低碳发展，让神华准能集团
行进在煤炭行业发展的前列。

不久的将来，准格尔矿区荒凉的
“鸡爪子山”将被大片的绿色平原所替
代。经过准能人的不懈努力，高碳产业
将实现低碳发展，自然资源将得到超越
自身经济价值的开发利用，神华准能集
团也将为中国企业绿色发展模式的一
个标杆。

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煤田开发并重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煤田开发并重
黑色煤海再现生态绿洲

露天煤矿复垦区人造湖露天煤矿复垦区人造湖

◆郭薇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蕴藏
着丰富的煤炭资源，这里地处黄土高
原边缘，沟壑纵横，植被稀疏。当地人
称为“鸡爪子地貌”的不规则丘陵地
带，地表植被覆盖率不足 25%，水土流
失严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神华准
能集团位于准格尔旗的黑岱沟露天煤
矿和哈尔乌素露天煤矿是亚洲最大的
露天煤矿，核定生产能力分别为 3400
万 吨/年 和 3500 万 吨/年 。 在 自 然 条
件如此恶劣的地方进行这样大规模的
露天开采，这里的生态环境不是要雪
上加霜吗？

但是，当笔者来到准能集团矿区，
看到的却是一幅意想不到的景象：满
眼绿色，一望无际的原野披上了绿装，
万亩良田庄稼长势喜人，瓜果飘香、牛
羊满圈，一片生机勃勃的田园风光。

眼前的这一幕，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
经是沟壑纵横、植被稀疏的荒原。

据悉，神华准能集团每年为国家
的经济建设贡献几千万吨优质的煤
炭。但是，大规模露天煤矿开采对植
被和环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特别是
开采后的矿山，如果不进行科学的治
理和复垦，将对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
破坏。为此，神华准能集团在煤炭开
采过程中坚守绿色发展理念，把保护
生态环境作为企业必须担负的社会责
任，和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

经过多年经营，神华准能集团探
索出了一条在矿山开采中保护环境，
更要改善环境的良性循环之路，将采
矿过后废弃的矿坑进行复垦，将沟壑
纵横的丘陵地貌改造为万亩绿原。如
今，这片绿色矿区成了准能集团的金
字招牌，成为全国露天煤矿开采复垦
绿化的代表。

矿山开发与生态保护、水土保持“三同时”

神华准能集团董事长杨汉宏告诉
笔者，露天煤矿在开采中需要剥离煤
层上的岩石及覆盖物，导致原生地表地
形地貌被破坏，从而加剧生态环境的恶
化。“治理露天矿区的生态环境，首先
必须解决好水土流失问题。”他说，公
司从建设之初就确定了“生态环境保
护与煤田开发并重”的方针，全面落实
开发建设与生态保护、水土保持“三同
时”原则，为保护矿区生态环境，建设
绿色矿区，促进矿区良性发展进行了
积极探索。

神华准能集团党委副书记秦泰
介 绍 说 ，神 华 准 能 集 团 在 黑 岱 沟 矿
区 周 边 的 上 游 布 设 了 拦 泥 蓄 水 防
洪并保障矿区生产建设安全的拦洪
坝 ，下 游 布 设 了 以 拦 渣 拦 沙 为 主 要

目 标 的 拦 渣 坝 ，目 的 是 避 免 流 失 水
土。在生产作业现场，则根据采掘、
排 土 的 进 程 ，按 照 排 土 场 的 排 弃 工
艺 和 排 弃 时 序 ，排 土 前 在 排 土 场 底
部 沟 道 内 逐 级 修 建 临 时 土 坝 ，有 效
拦 截 上 游 来 水 对 下 游 排 弃 物 的 冲
刷 ，防 止 排 土 场 在 主 体 构 筑 过 程 中
的水土流失。

目前，黑岱沟露天矿上游已修建
拦洪坝 20 座，下游修建拦渣坝 10 座，
在北排土场、东排土场、西排土场共修
建临时性拦水坝 16 座。经过治理，黑
岱沟矿区范围内的水土流失基本上得
到了治理，水土流失控制程度达 90%
以上，水蚀模数已由原始地貌的每年
每平方公里 1.3 万吨，降至目前的每年
每平方公里 1500 吨。

生态修复，重新构建生物多样化的绿洲

为实现水土保持目标，神华准能
集团设计了连环相扣的生产工艺，形
成了从地表黄土、中部岩层、下部煤炭
3道工艺接力完成的玻璃采掘链条。

黑岱沟煤矿在排弃剥离物时，根
据有利于复垦种植和防止水土流失的
要求，合理安排“一体化工艺”排弃方
式，形成了从“表土采集堆存到土地生
态复垦”的科学作业流程，保证排土场
的地质结构及景观与周围未开采地区
协调一致，减少水土流失，满足植被复
垦要求。同时，在坡面挖鱼鳞坑、水平

沟 等 ，并 种 植 沙 棘 等 耐 旱 灌 木 进 行
固土。

神华准能集团董事长杨汉宏说，
过去这两个矿区所处的地方想找块平
地都很难。现在他们却“要在黑色的
煤海上造出一片绿洲来，让复垦区展
现出勃勃生机。”

经过土地平整和固土绿化，矿区
地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也为煤海变
绿洲打下了坚实基础。

生态环境修复和重建的另一个关
键问题是筛选出适宜当地生长的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复垦后的土
地经过 5 年周期才能养成可种植的良
田。经过复垦的矿山土地土壤熟化后，
表层土壤结构得到很好的改善，土壤有
机质、氮、磷显著提高。

2012 年，神华准能集团在以植树
造林为主的矿区复垦绿化工作基础上，
提出了“通过现代生态农业建设，使准
能集团形成集生态设施农业、农业种植
基地、现代畜牧养殖、生态景观防护林、
农业观光、未来城市规划功能区、工业
园区建设为一体，具有鲜明的煤炭矿区
特色和一定规模的生态农业产业化示
范基地”的新思路。

杨汉宏说，“黑岱沟露天煤矿和哈
尔乌素露天煤矿开采完以后，将形成约
18 万亩复垦治理土地。准能集团已经
作了详细规划，准备建设成现代产业科

技示范园区，打造既彰显矿区工业旅游
特色，又兼具休闲农业观光功能的新型
产业园区，不断改善矿区生态环境。”

根据规划，复垦治理土地将打造形
成“ 一 心 、一 带 、六 区 ”的 示 范 园 区 格
局。其中，“一心”即园区综合管理服务
中心；“一带”即景观大道观光带；“六
区”即生态养殖区、果树种植区、设施农
业区、林下休闲区、小杂粮种植区和工
业旅游区。项目的实施，将在改良土
壤、涵养水源、防风固沙等方面取得显
著效果，成为鄂尔多斯地区一道绿色屏
障，减轻水土流失，保护水源，降低空气
污染指数，调节气候，使农业生态环境
得到改善，实现可持续发展。

截至 2016 年底，神华准能集团共
投入土地复垦资金 14.02 亿元，完成复
垦总面积 2319.59 公顷，种植各种乔、灌

复垦矿山建设生态产业的新思路

开拓高碳产业的低碳发展之路

物。为此，神华准能集团成立了课题
组，开展物种选择及植被优化配置模式
的研究，并对复垦工作进行技术管理。

秦泰介绍说，早在 1992 年，神华准
能集团就与内蒙古环境科学研究所合
作组成了生态重建研究课题组，针对适
宜性植物的筛选、生态结构模式的建
立、农业及林业复垦技术、土壤改良技
术以及水土流失防治对策等开展研究，
为矿区的生态重建工作提供了强有力
的技术保障。通过多年研究和试验，课
题组筛选出适宜当地生长的植物已增

加到 60余种。
秦泰说，目前准格尔矿区植物群落

的布局与配置，在空间上形成了草、灌、
乔相结合的混交配置，建立了灌草型、
乔草型、乔灌型和乔灌草型等较为科学
的生态结构模式。在时间上采用短期、
中期、长期相结合，布局上有经济植物
区、生态植物区，形成了不同种、不同组
合类型的生物群落，从而增加了矿区范
围内物种和生态的多样化。改造后的
土地平坦宽广，农作物试种中比原有农
田增产 3倍，牧草增产 3~5倍。

木 6439.7802 万株，地被植物 17.13 平方
公里，植被平均覆盖率达 80%以上，比
自然地貌提高 2 倍至 3 倍。昔日的荒坡
秃岭，如今已变成草木茂盛的人工生态
区，雨季流入黄河的泥沙也大幅减少。
生态系统正向着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杨汉宏介绍，在大量矿区土地复垦
实践的基础上，2016 年，神华准能集团
与准格尔旗政府合作，在哈尔乌素外排

土场建立现代光伏农牧业示范区，其中
包括“万亩草场千头肉牛繁育及育肥基
地”生态养殖区，并计划用 3 年的时间，
在哈尔乌素和黑岱沟矿区约 4.3 万亩的
内外排土场范围内，建设神华准格尔露
天矿复垦治理区现代农牧业示范园区
和具有鲜明煤炭矿区特色的工业旅游
示范区。“在不久的将来，荒凉的古陆荒
原将成为气势恢宏的人造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