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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转型促发展

▲▲ 石材矿山生态复
绿后平台种植麦子

随县坚持绿色生态、低碳环保，坚守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底线，始终将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牢牢扛在肩上，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全力推动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彩蝶变。

深度开展矿山园区生态复绿工作。扎实推动矿山生态修复。截止 2023
年底，随县矿山生态修复累计投入资金约 5.23 亿元，人力 12 万余人次，栽种
树苗 500 万余株，播撒草籽、橡子 30 万余斤，完成复绿面积共 1.85 万余亩，补
植树苗 65万余株，播撒草籽 1.75万余斤，完成提档升级面积 1.25万余亩。大
力督促矿山企业在开采过程中严格按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复绿方
案》边开采边修复，将矿山生态修复贯穿至矿山开发利用的全周期。进一步
提升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意识，利用生态修复+增减挂钩模式对废弃矿山采取
宜耕则耕、宜林则林的方式增加耕地面积约 1100 亩、林地面积约 1600 亩，有
效保障了全县用地指标。为进一步提升矿产资源管理水平，随州市通过人大
立法出台了《随州市矿山生态修复条例》，该条例将于 7月 1日实施，实施后将
有力提升全市矿山生态修复监管工作的法制化水平。

高位推动绿色矿山建设。随县编制了《随县饰面用花岗岩矿绿色矿山建
设总体方案》，5个已摘牌矿区均编制了《绿色矿山建设方案》，根据自然资源
部等七部委关于绿色矿山建设的最新精神，迅速指导矿山企业开展创建工
作。目前，取得安全生产许可的随州吴联矿业有限公司、湖北福昌集团矿业
有限公司、随州鸿盛矿业有限公司等 3 家矿山企业已完成自评，列入了 2024
年省级绿色矿山第二批申报计划，有望于 7 月底之前通过省级验收，建成省
级绿色矿山，申报部级绿色矿山。

努力增加产业发展新动能。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
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是随县石

材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下一个课题，随县牢固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加快绿色科技

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
体系，持续优化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打造高效生

态绿色产业集群，加快发展
方式绿色转型，进一步培育
随县石材产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的科技内涵。

下一步，随县将以创建
活动为起点，坚定不移走“绿
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和谐
共存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全
力推动石材产业转型升级，
努力推动矿产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工作再上新台阶，奋力
实现随县石材产业绿色、规
范、高质量发展。

矿产资源是“工业的粮食”，推进矿产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对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近年来，随县县委、县政府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探索节约集约利
用矿产资源的有效途径，提升矿产资源的利用
效益和开发水平，持续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守护矿山“绿”底
色，为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的资
源保障和基础支撑作用。

随县不断探索矿产资源管理制度创新，加大监管力度，规范矿产资源开发
秩序，为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立了长效管理机制。

为加强创建活动的组织领导，随县成立自然资源(矿产类)节约集约示范县
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对主要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政策等落实情况加强考
核，切实推动自然资源（矿产类）节约集约示范县创建措施落实落地。各地也建
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认真组织落实，确保创建工作顺利开展。

随县把创建活动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路径，不断
加大创建活动的宣传力度，宣传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典型经验、重要进展等，
努力营造鼓励节约集约的良好氛围，形成节约集约的社会共识，大力宣传矿产
资源节约集约“随县模式”。

为建立健全矿山监督管理长效机制,随县制定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规范，不仅对程序和形式进行审查，更对实质内容进行严格审查；健全以安
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为核心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
体系。强化执法动态巡查，坚持有案必查，查处必严，层层落实动态巡查机制，
及时发现、制止和查处矿山违法开采等行为，指导矿山企业依法依规开发利用
矿产资源。为了强化自然资源管理，随县严格落实矿山动态巡查责任制，划片
包干，责任到人，强化监督执法力度，依法打击违法行为，2022年以来，累计开展
动态巡查 1700 余次。对矿山生态修复质量不高、效果不好，且拒不整改的部分
矿山企业，坚决停产整顿。同时，建立矿区驻守值班制度，严厉打击盗采矿山资
源、污染环境、破坏复绿成果等违法行为，坚决落实违法案件查处交办制度，做
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机制引领强监管

矿业要可持续发展，科学的规划布局必不可少。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随
县坚持规划先行，推动矿产开发从“散”到“聚”，资源利用从“粗”到“精”，实实在
在地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了经济优势。

谋定后动，规划先行。随县精心编制了“十四五”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和地质
灾害防治规划、生态修复规划等专项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做到布局
合理、规划先行。目前，按照中央统一部署，随县还在编制县级“战略规划”，将
上述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石材产业发展规划及石材工业园区规划等充分融
入，通过全面规划布局，促进了资源的合理开发、规模发展、节约集约利用。

石材产业是随县支柱性产业之一，发展至今已近 15年历史。为了助力石材
产业科学发展，随县制定了《随县石材产业十年规划》和《加快随县石材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明确石材产业转型发展重点任务、责任领导及
责任单位，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有规可依、有章可循。规划建设“中国随县花
岗岩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出台优惠政策，引导延伸产业链企业到随县设立总
部，构建融合物流运输、石材贸易、配套设备制造及销售、综合服务业等于一体
的区域特色产业集群。

2021 年 1 月所有采矿权全部到期后，随县组织制定了《随县饰面用花岗岩
矿权整合出让实施方案》，按照“数量压减、规模适度”的原则进行矿权整合，鼓
励国有企业、政府平台公司参与石材矿权整合，整合后的矿权实行“净矿”出
让。为摸清规划区块的资源家底，随县以地方财政出资的方式，开展了 6个区块
的地质勘查工作，查明饰面用花岗岩矿矿石量约 5.48 亿立方米、综合利用的尾
矿尾渣约 14.41 亿吨，可满足未来约 30 年的石材开发需求。日前已完成“净矿”
挂牌出让采矿权 5 宗，摘牌企业均为政府平台公司控股、民营资本联合参股构
成。

让每一块石料物尽其用是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随县着力推动
废弃石料综合利用,促进全县石材产业由“粗放式”发展向集约高效发展转变。
按照“每个矿权配套一个尾矿综合利用项目、每个园区配套一个生产废料综合
利用项目，优先发展生产废料综合利用项目”思路，先后引入中润、华亿丰、
闽昌等市场主体，探索开发人造板材、发泡陶瓷、石材工艺品、机制砂、
装配式建筑等新型建筑材料，全面推动石材尾料变废为宝。

为实现石材产业转型发展，做强补足产业链文章，随县统筹
考虑石材产业发展，合理确定各园区产业功能定位及产业分
工，实现错位协调发展。一方面，针对范围内矿山开采、
荒料贸易、石材加工、石材销售、生产服务、研发设计、
商贸会展等石材全产业链各环节统筹谋划。另一
方面，针对各石材产业园现状建设粗放，提出
园区产业功能、市政交通、配套设施、环境景
观、厂区建设五大提档升级方向，优化培育特
色石材产业发展新动能。

规划先行筑根基

矿产资源节约集约的核心是提高“三率”（开采回采率、选矿
回收率、资源综合利用率），关键是采用先进技术。随县强化科技
创新、推广先进技术，以科技创新推动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让
矿山建设更加绿色智慧。

坚持科技赋能，加速产业智慧发展。加大与湖北省地质局第
八地质大队的战略合作，引入研发的“矿保姆”（露天矿山三维动态监测系
统与可视化管理平台）软件系统，对新投放的石材矿山开展三维动态监测
试点应用，不断提升矿产资源管理能力和水平。随县还与华为公司合作，
投资 1.2亿元，建立了数字化智慧矿山系统，按照信息化、数字化、可视化的
思路，建设集车辆调度、矿山监管、荒料调配、环境监测、安全生产等多元一
体的现代化智能矿山大数据管理平台，建设荒料、尾渣、锯泥等矿产品跟踪溯源体
系，实行闭环管理，做到“来源清楚、去向明白、轨迹可循”，丰富监管手段，提升管理
科技化水平，提高对石材开采、运输、生产加工等全环节的监管能力，为产业重大决
策提供科学依据。

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和先进、适用的采、选、冶及精深加工技术，改造、提升传统
矿业，淘汰落后设备、技术和工艺。调整矿产品结构，增强矿产精深加工产品开发
和生产能力，延长产业链和产品链，提高矿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为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随县引导石材开采、加工企业采用新
方法、新技术，在矿山开采中改变凿底式开采方式，推广使用绳锯托底开采方式，此
一项可提高资源开采利用率约 10%;在石材加工环节改传统的盘锯大切方式为推广

使用塔锯大切方式，锯片的厚度由
盘锯的 7.5mm 缩小到塔锯的 4mm，
新工艺更加节约能源资源，此一项
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约 10-15%，还
大幅减少了锯泥及污水等的污染物
排放量。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升级
污水处理工艺，新建污水干湿分离
设施 180 余套，既提升了环境质量，
又实现了水资源再生循环高效利
用，将锯泥干湿分离后实现砂、石综
合利用，变废为宝。

科技创新激活力

▲▲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诗兵带队，到随县吴山镇吴
随、吴联矿区开展《随州市矿山生态修复条例》立法调研

▲▲ 石材加工园区
污水处理新工艺

▲▲ 石材工业园厂区面貌石材工业园厂区面貌

▲▲ 随县召开省级绿色矿山申报工作推进现场会

▲▲ 石材矿山生
态复绿过程中

▲▲ 数字化数字化智慧矿山系统

▲▲ 石材矿山
绳锯开采设备

▲▲ 矿区雨水处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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