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久拖不决，整改造成二次破坏

31座矿山中20座被野蛮开采
废土废石积存总量达1亿多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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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岑溪市中心往周边山上眺望，连
绵的青山中，土黄色的采石场特别显
眼。这些采石场的产品是岑溪重要的
特产之一——花岗岩。

记者随督察组在现场看到，一些采
矿企业正在作业，轰鸣的切割机正在一
座山的山顶切割石材。机器旁边的山
体已经被切掉一半，遗留的采石面直上
直下，如同一面近百米的高墙，看上去
触目惊心。

在一家采石企业，采石作业已经形
成了一个几十米深的矿坑。而根据企
业所获得的采矿权，这座山还要继续向
下开采几十米。督察人员对将来开采
后形成的巨大矿坑如何处理表示担忧。

据介绍，梧州岑溪市是全国最大的
花岗岩生产基地之一，花岗岩开采历史
已有30余年。全市探明花岗岩储量约

21亿立方米，共31座矿山。
岑溪市31座花岗岩矿山中有20

座未严格按照设计进行阶梯型施工，长
期野蛮开采，对矿山“开膛破肚”。一些
开采面垂直落差甚至达上百米，造成山
体严重受损，生态破坏严重，复垦难度
极大，安全隐患和地质灾害隐患突出。

不仅如此，岑溪市花岗岩矿体利用
率仅为20％左右，约80％成为废土废
石。督察组现场抽查9座现有矿山，只
有1座按规范设置了废土废石场，其他
均将废土废石从开采区域直接倾倒。

30多年来，岑溪市历史产生的废
土废石积存总量达1亿多吨，大多沿山
体、沟谷等区域随意丢弃，其中一些甚
至将山谷中的树木直接掩埋，造成大量
植被被毁，水土流失，严重影响周边群
众生产生活。

去年汛期，我国南方多地发
生较重洪涝灾害，今年防汛形势
如何呢？汛期哪些地方地质灾
害高发易发？在第13个全国防

灾减灾日即将来临之际，应急管
理部有关负责人于7日国新办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详细解读
了今年的防灾减灾形势。

全国最大的花岗岩生产基地之一的广西岑溪野蛮采矿：

山体被“开膛破肚”、废土随意丢弃……

今年会有严重汛情吗？
哪些地方地质灾害高发易发？
——应急管理部详解防灾减灾形势

原本青翠的山林被“开膛破肚”，劈山采石作业面落差近百米如一面
高墙，废土废石随意丢弃掩埋大量树木植被……

今年4月，记者随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广西壮族自治区
开展督察发现，梧州岑溪市花岗岩矿山粗放开采问题突出，随意倾倒废
土废石、洗砂废泥等现象普遍，造成严重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记者了解到，2019年3月，岑溪市
出台《关于加快绿色矿山建设工作的通
知》等文件，提出到2020年矿山全部达
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但截至2020年
底，31座花岗岩矿山仅有10座完成绿
色矿山建设。

一些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如果不
能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可能会影响
到企业采矿权证的续证。但即便如此，
督察人员现场抽查其中2座，发现所谓
绿色矿山连最基本的开采规范和生态
环保要求都达不到。

岑溪市糯垌大福花岗岩矿于2020
年9月获批梧州市市级绿色矿山。考
核意见指出矿山绿化率达到85％以
上，督察组现场核实绿化率不足20％；
考核意见指出废水经处理后循环使用，

督察组现场核实发现，地面污水横流，
污水处理设施形同虚设，在矿山下游形
成“牛奶塘”。

督察组指出，2017年梧州市和岑
溪市虽然在整改方案中都对岑溪市花
岗岩矿山提出了整改要求，但综合整治
缺乏总体谋划部署，相关措施统筹推进
缓慢。矿山企业整合力度偏弱，闭坑矿
山环境治理恢复推进不力，全市11座
闭坑矿山无一开展环境治理恢复工
作。2020年在产的9座矿山中，有7座
超量开采，其中3座实际开采量超出设
计规模1倍以上。

梧州市有关负责人现场表示，要对
企业制定的方案进行重新评估。督察
组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按要
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 （据新华社）

岑溪市采石企业野蛮开采并非此
次督察才发现的新问题，而是一个久治
不愈的顽疾。

记者了解到，2016年第一轮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就曾指出，广西采石
等行业产生的扬尘、废水污染和生态破
坏问题严重，并具体指出了岑溪市采石
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

2017年梧州市制定的整改方案明
确要求，组织对岑溪市花岗岩矿山等矿
产资源开采企业开展整治。岑溪市整
改方案明确提出，2018年底前完成矿
山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和
尾矿库废渣清理整治工作，2020年底
前恢复已被破坏的矿山生态环境。

虽然整改方案已经明确，但当地的

整改举措却迟迟推不动。
2019年 7月，岑溪天马石业股份

有限公司河口花岗岩矿发生山体崩塌
事故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要求强化整
治采石场“一面墙”违规开采行为。

但此次督察组发现，一些采石企业
整改过程中，缺少科学规划，造成二次
破坏。岑溪市永裕石业有限公司永裕
花岗岩矿为降低垂直面高度，仅2020
年就三次非法占用林地进行边坡建设，
产生的废土直接倾倒，水土流失严重。

为解决废土废石等问题，岑溪市推
动矿山固废的综合利用，但缺乏有效监
管。一些矿山固废综合利用企业直接
沿山体倾倒洗砂废泥，造成新的环境污
染和安全隐患。

5月8日至14日是今年的
防灾减灾宣传周。提高全社会
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做好全
民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教育十分
重要。

对此，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
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介
绍，应急管理部重点安排三方面
工作：一是重点普及洪涝、台风、
地震、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知识
和防范应对技能；二是聚焦城乡
社区、学校、医院、福利院等人员

密集场所，以及建筑工地、旅游
景区、机场码头、城镇燃气、地下
管网等重要工程设施，进行风险
隐患排查和治理；三是组织开展
包括灾害预警、应急指挥、人员
疏散和搜救，以及伤员救助等内
容的应急演练，提高社会公众的
应急能力。

“我们希望更多人能参与
到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共同
筑牢防灾减灾的人民防线。”申
展利说。 （据新华社）

“今年前4个月，全国高度
危险森林火险等级的天数为
116 天，为 4 个月总天数的
97.5％，而去年同期的总天数
是104天，2019年的总天数为
84天。”应急管理部森林消防
局副局长、火灾防治管理司司
长彭小国说，这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今年森林草原防灭火压力
较大。

彭小国表示，“五一”之后，

全国有10个省份结束了春季
防火期，但这并不意味着防控
压力就会大大缓解。特别是进
入5月份，北方地区火灾防控
形势日趋严峻，西南部分地区
火险形势持续居高，呈现出南
北重叠的特点。他进一步表
示，下一步将重点抓好强化源
头管控、推进标本兼治、加快补
齐短板、抓实扑救准备、守牢安
全底线等方面的工作。

进入汛期，地质灾害风险
也越来越高。对此，应急管理
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
闵宜仁介绍，根据专家预测，
2021年地质灾害总体趋势接
近常年，局部地区可能加重。
汛期，南方部分地区，尤其是西
南、中南和东南沿海以及西北
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高发易发。

闵宜仁表示，针对这种形
势，应急管理部会同其他有关
部门，立足于综合“防”，采取了
多项举措：一是强化责任落实，
确保群众生命安全；二是强化
隐患排查，确保风险管控有效；
三是强化会商监测，确保预警
信息传递到位；四是强化科学
避灾，确保安全转移避险。

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周学文
表示，今年汛期我国气候状况
总体为一般到偏差，旱涝并重，
区域性、阶段性旱涝灾害明显，
极端的天气事件偏多，夏季主
要多雨区在我国北方，黄河上
中游、海河流域的局部、松花江
流域，以及南方的珠江流域东
部可能有比较重的汛情。

周学文进一步表示，对此，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将强化
六个重点环节的工作，包括：强
化防汛抗旱责任落实、强化隐
患排查整改、强化方案预案修

订、强化群众转移避险、强化灾
害防范应对、强化抢险救援救
灾。

“洪涝灾害中人员伤亡绝
大多数是山洪灾害导致的，因
此，国家防办在调研基础上，专
门制定印发了《关于加强强降
雨期间山丘区人员转移避险工
作的指导意见》，对转移避险工
作中的‘转移谁’‘何时转’‘谁
组织’‘怎么转’‘转移人员管
理’五个关键环节提出了具体
要求，我们要督促各地进一步
抓好落实。”周学文说。

黄河上中游可能有较重汛情

今年地质灾害总体趋势接近常年

5月北方地区森林草原防火形势严峻

“共同筑牢防灾减灾的人民防线”

绿色矿山建设流于形式，多座矿山违规超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