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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岱政办发〔2023〕14号

岱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浙江省岱
山县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岱山县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 年)》已

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岱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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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岱山县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

一、总则

“十四五”时期，岱山将在综合实力、科技创新、改革

开放、生活品质、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四个岱山”和“重要窗口”海岛风景建设取得重要标志性

成果，综合发展实力位居全国县域前列，为高水平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为保障岱山县“十四五”经济社

会发展所需矿产资源的有效供给，确保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

协调发展，推进矿业高质量发展。依据矿产资源法，结合《岱

山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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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舟山市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

年）》、《岱山县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年）》及相关专项

规划，在总结上一轮规划编制和实施成效基础上，按照《浙

江省市、县矿产资源规划编制指南》要求，编制《浙江省岱

山县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规

划》重点阐明岱山县“十四五”时期矿业发展主要任务，明

确政府宏观调控重点，引导矿业市场行为方向，是政府出让

登记、依法监管的重要依据。

《规划》是《岱山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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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项规划，是舟山市矿

产资源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岱山县矿产资源调查评

价与勘查、开发和保护活动的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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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基准年为 2020年，目标年为 2025年，展望到

2035年。

《规划》适用范围为岱山县所辖行政区域。

二、现状与形势

（一）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岱山县位于浙江省沿海北部，舟山群岛新区中部，地处

长江口南端，杭州湾外缘的舟山群岛中部，岱山本岛是舟山

第二大岛，素有“蓬莱仙岛”、“海上千岛湖”之美誉。

2020年，全县下辖 7个乡镇，74个行政村。全县陆域

面积 326.55平方千米，海域面积 4915.45平方千米；户籍人

口 17.37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384.80 亿元，比上年增长

58.10%，增速居全省首位。矿业总产值 44.48亿元，占 GDP

比例达 11.56%，较好的保障了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二）矿产资源现状

1、矿产资源特点

经数十年地质矿产勘查，岱山县矿产资源已基本查明，

发现有铜、铅、锌、地热及建筑用石料等 5个矿种，3处矿

产地。岱山县的矿产资源特点是非金属矿产建筑用石料丰

富，是唯一有开采价值矿产资源，除此以外，其他矿产资源

贫乏。

（1）金属矿产

冷峙铅锌矿为小型矿床，分布在衢山岛东北部，矿山多

年开采，资源量枯竭，已闭坑。龙王山铅铜矿为矿化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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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高亭镇西部，品位低，不具开采经济价值。

（2）非金属矿产

建筑用石料：岩性为凝灰岩、花岗岩，分布广，资源量

大。可开采加工成碎石、机制砂，作混凝土粗细骨料；或作

宕渣开采，用作工程填料。

（3）能源矿产

地热：秀山吽唬村 XRT4井地热水温低、水量小，不宜

开发利用。

2、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现状

“十三五”时期，岱山县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相

关决策部署，统筹资源保障与生态保护，坚持优化矿山布局，

推进矿业绿色发展，实施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完善矿产资

源管理机制，圆满完成了“十三五”目标任务（表一），为

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截至 2020年底，全县共有采矿权 15宗，均为建筑用石

料矿山，其中经营性矿山 4宗，工程性矿山 11宗。

表一 岱山县“十三五”矿产资源规划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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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基准年

（2016）

目标年

（2020）

指标

目标年

（2020）

完成情况

开采总量 建筑用石料 万吨 7100 5000 7649.92

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与保护

矿山总数 个 18 20 15

经营性矿山 个 7 4 4

矿业转型升级

与绿色发展

建筑石料新建矿山准入

规模

万吨/

年

20 50 95

大中型矿山比例 % / 100 100

矿山“三率”水平 % / 100 100

绿色矿山建成率 % / 100 100

矿山生态（地

质）环境保护与

治理恢复

矿山生态（地

质）环境治理

数量 个 / 21 33

治理率 % / 100 157

矿山粉尘防治达标率 % / 100 100

注：到期矿山不列入总数指标。

（1）取得成效

资源保障更加有力。全县新设采矿权 18个，全部为工

程性矿山，出让金地方财政总收入共计 6.77亿元，出让资源

储量 2.48亿吨，累计开采建筑用石料 5.14亿吨。建立了矿

产资源与土地、岸线综合开发统筹使用的海岛模式，形成矿

地资源 1740亩、可利用岸线资源 2.85千米，有力保障了城

镇化建设、石化项目、工业园区、交通道路等重点工程用料

和用地要求。

矿山开发布局更加合理。采矿权全部位于禁采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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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森林公园、饮用水源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等）

以外，矿业权总数从 2015年的 30个缩减为 15个，缩减率

50%，在规划的 20个矿山数量内。经营性矿山 4个全部位于

开采区，符合“禁采区关闭、限采区压缩、开采区集聚”的

矿山布局。

矿山规模调整更加优化。建筑用石料最低开采规模从 20

万吨提高至 95万吨，大中型矿山比重全面达到 100%，经营

性矿山 3个分布在衢山镇，1个分布在长涂镇，提升了矿产

资源开发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

矿业绿色发展更加深入。全面完成绿色矿山建设三年专

项行动，建成绿色矿山 7个。至 2020年纳入全国绿色矿山

名录库 2个，培育出以衢山万南万北矿山为代表的国家级绿

色矿山。

矿山生态保护更加到位。全面落实露天矿山综合整治、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部署，投入治理资金 7922万元，共完

成废弃矿山治理 33处，完成治理面积 0.37平方千米。已形

成终了边坡的在采矿山“边开采、边治理”率 100%，露天

矿山粉尘达标率 100%。

矿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推进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

成立由市领导牵头的自然资源和空间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工

作领导小组，提升了矿业权设置的审批层级和规格；通过

“浙政钉.APP掌上执法系统”数字化监管平台，矿山日常检

查和多部门联合执法工作常态化；加强工程建设项目多余石

料管控和处置，矿产资源管理能力与水平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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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地质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扎实。“十三

五”期间，完成了海岸带综合地质调查、火山列岛环境地质

调查评价、特定区域压覆矿产资源调查等工作，为岱山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翔实的基础地质资料。完成土地质量地质调

查工作，累计取得近 15000条高精度数据，查明了全县耕地

质量状况。

（2）存在问题

矿山管理水平需进一步提升。部分矿山企业生产工艺和

技术装备还有待改进，精细化管理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待

提高，矿山开发智能化、数字化程度有待提升。

优质矿产资源调查、勘查的研究程度仍需提高。未开展

过针对性的专题调查评价，优质石料资源情况不明，制约了

机制砂、石材等矿产资源的深度开发。

（三）矿产资源形势

1、矿产资源面临形势与要求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岱山县发展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机

遇。长三角一体化、中国（浙江）自贸试验区、舟山江海联

运服务中心、全省“四大”建设等战略持续推进，岱山面临

着新的历史定位。放眼“十四五”，全县将着力打造海洋科

技创新示范区、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海上枢纽节点、对外开

放的海上前沿阵地、长三角美丽的海岛大花园、城乡一体化

发展的海岛样板以及县域治理现代化典范。但也要看到，传

统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瓶颈、资源要素、发展空间和生态环境

约束趋紧。从目标、途径、方法等多维度指明了岱山今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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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和脉络，因此，矿产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

础要素，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工作必须提前谋划，主动

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保障重大项目用地用矿需求对矿业开发模式提出新要

求。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一大批涉及油品储运、新

型城镇化、新型材料和海洋产业等重大建设项目即将落地。

要求探索矿地综合开发利用、废弃矿区生态修复治理新模

式，多渠道保障全县重大项目用地、用料需求。

高水平打造美丽中国海岛样板对矿业绿色发展提出新

要求。推动全域美丽建设，实施山体、海岛的绿化、美化和

彩化工程，实施岸线整治和修复工程，全面改善生态景观。

要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深入推进矿业绿色发展，推动矿山绿色升级。

国土空间规划对矿业勘查开发布局提出新要求。落实国

土空间“三条控制线”和海洋生态红线刚性管控，科学划定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区块，形成矿业发展新格局。

高质量发展对数字矿山建设提出新要求。“十四五”时

期，舟山市全面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目标，要求推

进矿山数字化，操作智能化。岱山县重点围绕矿山布局、开

发、监管等环节开展数字化应用，促进生产、经营、管理、

资源等整体协调优化，引导矿山企业转型升级，打造智能化

现代矿业，助推全县矿业高质量发展。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对矿产资源要素保障提出新要求。

“十四五”期间，全县石料市场供大于求的基本面不变。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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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长三角一体化持续推进，依托资源禀赋和海运天然优势，

落实市级战略统筹部署，合理参与保障区域协同发展用料需

求。

2、矿产资源供需预测

需求预测：根据《岱山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纲要）》、《舟山市散装水泥、

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十四五”发展规划》、岱山县“十

三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相关数据，从人

均消耗、城市化率、固定资产投资、水泥产量和混凝土消耗

着手，对全县建筑用石料、机制砂的需求进行预测分析，预

测“十四五”期间建筑用石料、机制砂需求量分别约 930万

吨、185万吨。年均需求量约 186万吨、37万吨。

供应能力：岱山县各岛屿主要由火山碎屑岩构成，衢山

岛北部分布有一定面积的变质岩，可作为宕渣或加工成各级

碎石料。总体上，建筑用石料资源丰富，资源保障度高；对

矿石质量和矿产品质量要求较高的重大建设工程，由于勘查

程度不足，优质资源情况不清，保障度不明。

2020年，全县石料矿山年设计开采规模约 1亿吨，实际

年开采量 7387万吨，根据现有矿山布局规划，预计未来五

年的年开采规模可达 4000万吨。矿山生产机制砂产品一般

按照 10%进行加工，平均可达 400万吨/年。

供需分析：“十四五”规划重大建设工程需要的建筑用

石料矿产品有宕渣、碎石料、建筑用砂等。本地矿山生产的

矿产品（碎石料、宕渣、机制砂等）可供性高，岱山县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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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便利，辐射半径大，石料矿供给可有效满足岱山县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多余石料可协同保障长三角市场用料需求。

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

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落实省委十四届八次、九次全会部署，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发

展与安全，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坚持新发展理念，积极

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以国土空间规划为统领，以绿色发展

为主线，以项目保障为目标，以“山海地”综合利用为方向，

以数字化管理改革为动力，确保资源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相适应，矿产勘查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为“四个岱山”

和“重要窗口”海岛风景建设取得重要标志性成果，为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高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

定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1、坚持生态优先，落实绿色发展常态化

牢牢把握生态优先这个根本前提，深入贯彻“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为导向，

将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融入到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全过程，

推动矿业生产生活方式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2、坚持项目保障，推进“山海地”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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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导向，坚定不移将服务保障重大建设

项目作为矿产资源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转变矿业开发模

式，完善矿地综合开发利用机制，建立“矿山、土地、岸线、

产业”综合开发、统筹使用的“山海地”海岛特色新资源保

障模式，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资源保障和拓展空间。

3、坚持布局提升，推动矿产资源集约利用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刚性管控，以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

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和海洋生态红线为基础，科学构建矿

产资源勘查开发保护布局，提高准入门槛，明确管控措施，

推动矿业集聚和矿产资源高效利用。

4、坚持数字创新，助推矿政矿业全面发展

坚持“整体智治、唯实惟先”理念，以数字化改革为引

领，加快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全面推进矿山数字

化、智能化建设，积极融入省级统一的数字化治理平台，实

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引入创新科技，推动新工艺、新技术、

新方法的应用。

（三）规划目标

2035年远景目标。基本实现全县矿业现代化，矿业发展

与生态文明高度融合，基础地质、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支撑性作用更加明显，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全生命周期绿色

管控全面实现，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更加聚集高效，智能化绿

色矿山建设全面推进，数字地矿基本建成，未来矿山初见成

效，全县矿产资源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基本实现。

2025年规划目标。锚定 2035远景目标，对标“四个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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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和“重要窗口”海岛风景建设取得重要标志性成果总体

目标，加快打造以“山海地”模式为重点的矿产资源保障新

格局，以“三条控制线”和海洋生态红线为基础的矿产资源

开发保护新格局，以智能化绿色矿山为引领的矿产资源绿色

发展新格局，以数字赋能为核心的矿产资源治理新格局。到

2025年，构筑与岱山县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海岛特色矿产

资源开发新格局，具体目标如下（专栏一）。

矿产资源保障水平全面升级。全面保障本地重大工程矿

地、石料需求，有序投放一批大型建筑用石料矿采矿权，持

续形成 4000万吨的年产能力。积极引导机制砂石行业高质

量发展，深入推进“山海地”统筹开发新模式，预计新增可

利用矿地面积 600公顷。

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全面提升。全县建筑用石料采矿权数

量保持在 7个以下，矿产资源开采规模化、集约化明显提高，

集中开采区内新设矿山生产规模不小于 500万吨/年。落实矿

山机制砂生产比例，引导矿企产品升级。

矿业绿色发展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全面推进，应建

绿色矿山建成率达 95%以上，新增入选全国绿色矿山名录库

2个。全面落实“边开采、边治理”，矿山粉尘防治水平达标

率达到 100%，智能化绿色矿山有序推进。

地质工作支撑能力全面增强。协调推进舟山市工程建设

项目地质资料汇交工作，地质工作服务理念、服务功能、服

务领域、服务方式加快转变，地质成果转化取得新进展。

矿产资源管理水平全面提高。数字化改革全面推进，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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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开发、储量、监管等核心业务管理进一步完善，权责对

等、分工明确、风险可控、高效协同的管理机制基本形成。

专栏一 岱山县“十四五”矿产资源规划指标体系

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基准年

（2020）

目标年

（2025）
指标属性

矿产资源勘

查与开发

建筑用石料矿山 个 15 7
约束性

大中型矿山比例 % 100 100

矿山综合利用率 % ≥95 ≥95
约束性

结构调整 集中开采区内矿山准入规模 万吨/年 / ≥500

矿业

绿色发展

绿色

矿山

建成率 % / ≥95

预期性

五年新增纳入全国

绿色矿山

名录库数量

个 / 2

矿山粉尘防治达标率 % 100 100 约束性

新增可利用矿地面积 公顷 / 600 预期性

注：矿地综合开发利用项目纳入指标管理，废弃矿山、地质灾害等修复治理项目不纳入。

四、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布局

根据岱山县矿产资源分布规律、勘查和开发利用现状，

按照生态优先原则，坚持本地保障和绿色发展，构建“山海

地”海岛特色新资源保障模式；严格落实国土空间“三条控

制线”和海洋生态红线刚性管控要求，实行差别化管理政策，

落实上级划定的建筑用石料集中开采区 1个，划定县级开采

规划区块 12个。

（一）矿产资源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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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地质成矿规律和市场规律，重点开展地热勘查，提

高清洁能源的勘查开发利用强度，与当地旅游产业发展结

合。允许勘查矿种：地热。

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内开展矿产资源勘查活动，禁止在

永久基本农田内进行除地热、矿泉水以外的矿产资源勘查活

动，禁止在城镇开发边界内进行除地热、矿泉水和矿地综合

开发利用项目之外的矿产资源勘查活动。

（二）建筑用石料集中开采区

落实上级划定的建筑用石料集中开采区 1个。

衢山岛南部建筑用石料集中开采区。分布在岱山县衢山

岛南部沿海一带，区块面积 27平方千米。现有采矿权 1宗，

年产规模 3250万吨；拟设采矿权 6宗，设计生产规模>1000

万吨/年，采矿年限 5-6年，建筑用石料资源总量为 39160万

吨，设矿方向为矿地综合开发利用为主，新建矿山须落实配

套生产不低于 20%开采规模的机制砂。

（三）开采规划区块

结合本级规划权限、资源禀赋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落实空间管控要求，按照划定原则、划定技术要求、生

态环境保护要求和安全生产距离要求等因素，划定开采规划

区块，并将其作为采矿权设置的依据。

1、划定原则

以岱山县“十四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为基础，充分考

虑全县重大项目、重要基础设施、城镇化发展用地和用料需

求，结合环境承载能力、区位与交通运输条件、周边环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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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社企和谐等因素，按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矿山生态环

境保护、安全生产以及矿地综合开发利用等要求，选择在历

史废弃宕口的位置上划定开采规划区块。

2、禁止开发区域

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进行矿产开发活动，禁止在永久

基本农田内进行除地热、矿泉水以外的矿产资源开发活动，

禁止在城镇开发边界内进行除地热、矿地综合开发利用项目

之外的矿产资源开发活动。

3、划定结果

划定建筑用石料开采规划区块 12个（专栏二），按设置

类型可分为矿地综合开发利用和废弃矿区生态修复治理 2

类。

矿地综合开发利用项目。围绕本地城镇融合发展、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绿色产业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需

求，在保障项目用地和用料的情况下，结合矿区生态保护和

资源利用等要求，合理划定开采规划区块。

废弃矿区生态修复治理项目。修复治理性开采矿山结合

用地或生态景观进行单体设计，加强矿山空间资源使用功能

的统筹谋划，实现基于矿山国土空间资源的系统转型利用，

形成具有增值潜力的矿山空间资源，实现持续、有序、绿色

开采，在治理修复面积最大化的情况下，减少生态环境破坏，

合理划定开采规划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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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二 岱山县“十四五”时期开采规划区块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类型
面积

（km2）

预计开采矿

量（万吨）

开采规模

（万吨）

规划期

限（年）

投放

时间

预计截

止时间

1 DSCQ01 岱山县衢山镇樟木山村桂花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开采规划区块
矿地综合

开发利用
0.37 2160 550 4 2022 2026

2 DSCQ02 岱山县高亭镇渔山村鱼山岛北部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开采规划区块
矿地综合

开发利用
0.73 8800 2000 5 2025 2030

3 DSCQ03 岱山县衢山镇竹管套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开采规划区块
矿地综合

开发利用
0.8 8500 2200 4 2024 2028

4 DSCQ04 岱山县衢山镇长萌村下洞礁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开采规划区块
矿地综合

开发利用
0.12 500 250 2 2023 2025

5 DSCQ05 岱山县衢山镇打水村小黄沙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开采规划区块
废弃矿区

生态修复
0.84 2000 500 4 2023 2027

6 DSCQ06 岱山县衢山镇大沙碗村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开采规划区块
矿地综合

开发利用
0.76 9000 2000 5 2023 2028

7 DSCQ07 岱山县衢山镇高厂墩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开采规划区块
矿地综合

开发利用
0.53 10000 2500 4 2023 2027

8 DSCQ08 岱山县衢山镇小衢村小衢山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开采规划区块
矿地综合

开发利用
2.16 1000 500 2 2023 2025

9 DSCQ09 岱山县衢山镇万南万北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开采规划区块
矿地综合

开发利用
1.24 15000 3000 5 2024 2029

10 DSCQ10 岱山县长涂镇背阴山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开采规划区块
矿地综合

开发利用
0.52 6400 2200 3 2025 2028

11 DSCQ11 岱山县长涂镇饭进山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开采规划区块
矿地综合

开发利用
0.86 10000 3500 3 2025 2028

12 DSCQ12 岱山县长涂镇杨梅坑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开采规划区块
矿地综合

开发利用
0.50 6300 2100 3 2025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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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业结构

（一）开发利用强度

落实上级规划下达指标，实施指标调控，科学设置、计

划管理、合理投放采矿权。到 2025年，矿山（除地热）数

量控制在 7宗以内，矿地综合开发利用项目纳入规划指标管

理，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不受指标控制。

（二）开发利用结构

强化差别化准入和开发管理，强化以集中开采区为引领

的开发利用格局，促进矿业转型升级。

规模结构调整。集中开采区内落实总量、规模、出地和

岸线“四控”制度，即最低储量规模原则上不小于 2000万

吨、生产规模不小于 500万吨/年、矿地综合开发利用项目形

成矿地面积原则上不小于 300亩、可利用自然岸线与平整腹

地连片。集中开采区外仅允许设置批准立项的矿地综合开发

利用、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和工程建设等项目类采矿权，新设

矿山不受最低开采规模、形成矿地和开发利用时间限制。

技术结构调整。结合市场需求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引

导企业进行信息化、现代化和数字化改革。鼓励矿山企业采

用新技术、新设备和新工艺，全面提升石料爆破和开采条件。

强化配备粉尘防治设备，确保粉尘防治达标率为 100%。

产品结构调整。优化矿产资源开发结构，提高资源利用

水平。鼓励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发展矿产品深加

工和产品系列化，生产块石、各级碎石和机制砂，构建混凝

土搅拌站，沥青站、三合土搅拌站、机制砂加工站一体化生

产，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提升矿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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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发利用水平

以建筑用石料矿山精细勘查成果为依托，实施分类开采

和应用，优质优用，对建筑用石料矿体、宕碴矿体实施分采、

分运和分用，确保矿产品综合利用率在 95%以上。优化产品

结构，补齐短板，生产系列产品；拓宽利用渠道，延伸矿业

产业链，建立矿山废水治理和循环利用系统，实现水资源循

环利用。统筹协调各类资源的融合利用，科学布局，推进矿

产资源向土地等资源转换，生态环境治理最小化。

鼓励矿山企业技术创新、工艺创新，提高机械化和数字

化作业水平，按照“整体规划、分类引导、有序开发、有效

供给”的原则，针对不同的市场需求，引导企业向精细化、

科技化发展。

六、矿业绿色发展

（一）绿色矿山建设

根据《浙江省国土资源厅等六部门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

等六部委（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浙

土资规〔2017〕12号）要求，绿色矿山属于矿山开采的配套

建设项目，矿山开采必须根据标准建设绿色矿山。落实上级

规划下达的指标要求，有序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到“十四

五”末，应建绿色矿山建成率达到 95%。预计新增 2家矿山

纳入全国绿色矿山名录库。

新建矿山。矿企必须在矿山正式投产后 6个月内完成绿

色矿山建设工作，并按照“企业主建、第三方评估、达标入

库、信息公开”的绿色矿山建设评价程序执行。

生产矿山。定期开展矿山监管，引导矿山企业工艺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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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设备改造，提升绿色矿山建设质量。完善出入库机制，绿

色矿山建设任务完成后质量有所下降的矿山企业，6个月内

需完成整改工作；整改后第三方评估仍不合格的矿山从名录

库剔除，并进行公开曝光，同时将矿山企业和相关负责人列

入行业诚信“黑名单”。

推进智能化绿色矿山建设。重点围绕数字化、智控化、

无人化、可视化四个方面，对标定海册子大皇山智能化绿色

矿山的建设标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推进全

县绿色矿山智能化建设。

（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修复

严格落实矿山生态（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和土

地复垦制度，建立健全矿山建设、生产、闭坑全生命周期、

全矿区和全环节的生态保护与治理修复监管机制。严格落实

“边开采，边治理”要求和粉尘防治措施，矿山全部建立粉

尘实时监测系统。压实在采矿山企业主体责任、强化日常监

管，实现粉尘达标排放，矿山闭坑前全面完成生态环境治理

修复任务。

七、重点任务

（一）“山海地”海岛特色资源保障工程

将矿地综合开发利用、废弃矿区生态修复治理与后续产

业发展、土地资源整合等需求结合，发挥土地和岸线资源优

势，形成“山海地”综合开发、统筹使用的海岛特色新资源

保障模式。新设矿山形成的矿地提前谋划布局，最大限度促

进岸线和腹地资源的结合利用，释放最大的集约效益。明确

矿区资源储量、开采规模、开采期限、岸线保护整理和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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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期限等相关事项，“十四五”期间开展“山海地”海

岛特色资源保障工程 12个。

（二）智能化绿色矿山建设工程

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为主体，以册子大皇山智能化绿色

矿山建设试点项目为标准，部署实施“164”智能化绿色矿

山建设，形成 1个模型（矿山三维模型）、6个系统（越界预

警、视频监控、粉尘监测、智能卡车调度、人员车辆定位、

机制砂砂粒形貌监测）、4大平台（数据、管理决策、精准管

控、场景应用），推动全县绿色矿山建设再深化。

（三）“天人合一”监管工程

全面落实矿产资源监管职责，维护矿山资源开采秩序，

推进矿业权事中事后监管，落实数字化改革工作目标，2021

年岱山县创建“天人合一”矿产资源动态监管新模式试点。

“五网”联动监管新模式具体措施：

1、围绕“点、线、面”（爆破点、边界线、矿区面），

增加特殊监控点位，组成生产作业面、运输道路、产品加工

作业面、界桩、粉尘等可视化监控系统，实现矿山的实时“天

网”。

2、引入电子界桩，主要包括 GPS定位、防斜、防拆卸、

信号发送、蜂鸣提示等功能，打造“无形”的边界电网。

3、探索无人机测量与 3D建模技术，以全自动、快速、

专业精度为一体的无人机航拍处理技术，将采集结果自动三

维建模，呈现立体直观的三维效果，组建监管“数网”。

4、建立监管巡查机制，以市县镇级矿山开采三级监督

管理体系为基础，完善多部门协管的联动检查制度；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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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以月通报的形式告知企业主体责任人，强化落实整改，

形成闭环管理，优化提升“人网”。

5、推进监管法制化，通过地矿工作会议、企业“三服

务”及讲座形式，宣传管矿用矿法律法规，提升责任人法律

意识；推进地矿信用体系建设，落实“红名单”、“黑名单”

制度；严格依照相关文件，对屡禁不止、屡改屡犯企业依法

查处，进一步织密监督“法网”。

八、矿政管理

（一）多部门联合，建立齐抓共管责任机制

各乡镇要切实提高依法管矿用矿意识，正确处理开发与

保护、政府与市场、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切实

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规范工程采矿监督管理，落实工程采

挖石料报备、审查、验收机制。强化源头管控，完善以地方

政府为主体，公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水利、应

急、港航、市场监督等部门齐抓共管责任机制，建立健全矿

产资源综合执法机制。

（二）政府调控，实施计划管理

县自然资源部门要编制年度出让计划，报市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汇总，建立年度矿业权出让项目库，经市自然资源和

空间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方可开展报批。

提高准入门槛，实行指标和总量双控管理。加强矿产资源集

约节约利用，市级集中开采区和开采规划区块外，不得新设

采矿权。集中开采区内新设矿山最低储量规模原则上不小于

2000万吨、生产规模不小于 500万吨/年、矿地综合开发利

用项目形成矿地面积原则上不小于 300亩。根据上级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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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指标总量调控规定，适时发布全县年度出让资源总量管控

要求。因浙江自贸试验区鱼山岛、黄泽山岛、双子山岛、小

衢山岛、衢山岛六条溪、鼠浪湖岛和秀山东锚地 7个区块等

重点项目原因新设采矿权，需对《规划》进行修编，增设开

采规划区块。

（三）数字赋能，提升矿产资源治理现代化水平

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建，分类分别开展矿山数字化建

设，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接入省级平

台“绿矿智用”场景信息自动采集系统、在线监测系统、视

频监控系统、动态监管系统等，全面推行“掌上执法监管”，

构建“天人合一”的立体监管体系。加强信用评价结果综合

应用，提高企业失信成本，进一步完善矿业权人信用监管体

系。集成全县建筑用石料开采、加工、销售、物流等各环节

数据信息，整合砂石价格资源信息，推动砂石料供需市场互

联互通，接入浙江省砂石行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平台，推动砂

石行业高质量发展。

（四）简化审批，落实“最多跑一次”目标

进一步落实“放管服”、“最多跑一次”改革理念和目标，

优化调整审查环节、简化优化要件材料、不断提升行政效率，

高效服务矿业权人，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深化“净矿”出让

机制，以用地用林用海有保障、无干扰无阻碍无纠纷地顺利

进场施工、直接办理矿业权登记为标准，确保健康有序发展。

九、规划实施管理

（一）加强规划组织领导

在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由自然资源部门牵头，与县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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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财政局、生态环境局、住建局、交通局、文广局和应急

局加强配合，做好规划组织实施工作。形成推动规划实施的

合力。及时研究解决规划实施中的重大问题，将规划实施列

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规划实施共同责

任制。

（二）加强规划实施管理

县人民政府落实责任分工，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在

规划实施过程中，要坚决贯彻本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和重点

任务，落实上级规划下达的各项指标，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

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均以本规划为依据。建立规划实施目

标责任制，乡镇人民政府承担规划实施的主体责任，按照权

限分工落实目标任务，并将其纳入年度考核体系。

（三）加强规划实施评估

县自然资源部门跟踪规划实施全过程，及时总结矿产资

源规划实施的进展、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分析规划面临的经

济社会发展形势和影响规划目标任务落实的主要因素，研究

提出规划调整和完善的政策建议，开展规划中期和总结评

估。需要修订《规划》时，应经县人民政府同意，报市人民

政府批准。

（四）加强规划监督管理

建立健全政府领导、部门协同、群众参与、社会监督的

规划实施监督管理工作机制，加强对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监督

管理，创新规划实施监督方式。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牵头制定

监管重点和工作部署，强化对集中开采区等重点区域的监督

管理，强化矿业权人诚信体系建设，及时纠正违法规划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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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规划实施管理台账，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及时公布规划

实施进展。

（五）加强规划宣传力度

加强规划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利用地球日、环境

日等主题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广泛宣传矿产资

源管理法律法规，宣传全县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情况和面临

形势，提高矿情认识，增强法制观念，引导社会各界关心和

支持矿产资源管理工作。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

察院，部、省、市属在岱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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