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文件
豫自然资发〔2019〕77 号

──────────────────────────────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印发河南省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城市

露天矿山整合布局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各有关省直管县（市）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厅属有关单位，厅机关有关处（室、局）：

《河南省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城市露天矿山整合布局方案》已

经省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方案要求组织

实施。

方案实施过程中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部署

要求，严格遵守各级最新政策规定和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要以“上

大关小”为总体思路，统筹考虑资源禀赋、环境容量、生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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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建设需求等因素，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和

保障资源供给相结合。矿山投放前要严格落实区域环境评价，实

施最严格的开发管控措施，投放后必须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设计建

设，大型建筑石料类矿山应探索建立铁路运输专线，推进矿产品

“公转铁”绿色运输，并统筹建筑用石与机制砂生产比例，保障社

会需求。

附件：《河南省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城市露天矿山整合布局方

案》

2019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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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河南省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城市露天矿山整合

布  局  方  案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201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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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前，随着大气污染治理和露天开采矿山整治力度加大，一大

批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小型露天开采石料矿关闭、整合，有效遏

制了露天开采矿山“小、散、乱、污”等突出问题，污染防治攻坚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但客观上也造成了石料矿生产能力缺口较大，部

分地区建筑石料类矿产供需失衡、价格飞涨已经形成了较为严重的

问题。阻碍了我省建设工程尤其是重点建设项目、民生工程的进程，

扰乱了矿产资源管理秩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连锁负面影响。

我省建筑石料矿主要来源于石灰岩，多分布于安阳、鹤壁、新

乡、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等 10 个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城市，这

些区域既是重要的建筑石料供给区，又是消费主力区域。按照我省

露天矿山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实施方案中有堵有疏的整体

安排，结合当前建筑石料露天矿山开采“规模较小、方式粗放、浪费

严重”等实际情况，在这些区域优化建筑石料矿开发布局，编制《河

南省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城市露天矿山整合布局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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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生态发展理念，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遵循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按照“规划布局科学合理、

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开发利用规模化、保障发展有效供给、结构调

整切实优化”的原则，对郑州市、洛阳市、三门峡市、安阳市、鹤壁

市、新乡市、焦作市和济源示范区等范围内的建筑石料类矿山进行

规划布局，实现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城市建筑石料类矿山开采秩序明

显规范，促进矿山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产业结构明显优化，有效缓

解建筑石料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充分保障重点工程和民生工程对建

筑石料的需求，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

需要。

二、供需形势分析

1．建筑石料需求分析

2018 年河南省水泥产量为 1.27 亿吨，流入与流出基本平衡。按

照水泥混凝土每消耗1吨水泥约需要6吨砂石骨料的比例进行估算，

全省建筑石料需求量估算约为 9 亿吨左右（含非水泥混凝土用砂石，

约占砂石总需求量的 15-20%）。根据 2018 年统计年鉴，大气污染治

理重点城市建筑工程投资占全省建筑工程投资的 55.27%，估算 2018

年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城市建筑石料消耗量约为 5 亿吨，随着城市化

进程加快，未来建筑石料需求将保持小幅增长，建筑石料年需求量

不低于 5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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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石料供给能力分析

2018 年河南省建筑石料类矿山总计 282 个（含停产矿山），证

载生产规模为 2 亿吨/年，虽部分企业通过废石的综合利用来补充石

料产能，但产能远无法满足市场上石料需求，石料飞涨的价格，高

额的利润驱使着有证矿山超能力生产、不法分子非法采矿，长距离

运输的现象更为普遍。随着现有采矿证到期，生产能力逐年递减，

供需形势将更为紧张，必须尽快优化石料矿山布局，科学投放石料

矿业权以满足市场供应。

三、整合布局原则

（一）保护优先，绿色发展。转变发展观念，树立底线思维和

红线意识，统筹考虑资源禀赋、环境容量、生态状况等环境承载力

因素，实行严格的开发管控措施。坚持以生态化为目标，推进绿色

矿山同步建设。坚持边开采、边治理、边修复，加大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力度，推动矿产开发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

（二）规划引领，合理布局。保障当前，着眼长远，科学研判

建筑石料资源供需形势，统筹考虑重点城市城乡建设、重大基础设

施工程建设资源需求，调整优化矿山布局，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着力增强供给对需求的适应性，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加大建筑石料资源供需平衡调控力度，努力实现资源精准保障。

（三）减量调整，优化结构。上大关小，大幅度减少露天矿山

数量，加大矿山建设规模，促进开发利用结构优化调整。以各级矿

产资源总体规划为依据，优先筛选资源整合和修复式开发区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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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规模较大、开采条件好、符合各种条件的规划区块优先投放。开

采规划区块储量规模必须达到 5000 万吨以上，服务年限为 8-10 年，

运输半径不超过 100km。

（四）因地制宜，科学开采。开采规划区块设置充分考虑修路

上顶、超前剥离的要求，满足矿山分台阶开采和安全开采需要。对

可以整体开发的山体，不得分割划界，尽可能实现整座山体移平式

开采。区块设置严禁以行政界线、自然山脊为界，不得在同一独立

山头设置两个及以上开采规划区块。不能整体开发的山体，原则上

按照等高线进行划定，最大程度地减少终了边坡的面积。

（五）与生态功能区主体规划相协调。开采规划区块设置远离“三

区两线”及生态保护区范围，避开生态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安阳、

鹤壁、新乡、焦作、济源等市区块设置还需与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相协调。

四、布局方案

根据以上原则，结合有关市县实际要求，《方案》最终确定了 14

个建筑石料集中开采区，共计划投放 23 个占用资源储量达 5000 万

吨以上的建筑石料类开采规划区块。通过整合，拟设开采区内采矿

权从 78 个减为 23 个，资源储量由 6.2 亿吨增加到 35 亿吨， 按照

8-10 年的开采周期，每年可提供 3.5-4.5 亿吨产量，可大幅度提高石

料市场保障能力，缓解市场供需压力；拟设区块运输半径 50km 以

内为宜，不超过 100km，辐射范围为市域周边不超过 100km 的区域，

空间上分布均匀。具体设置情况见表 1，详细方案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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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建筑石料类露天矿山规划开采区块设置表（单位：万吨）

集中开采区编号及名称
开采区块

编号
开采区块名称

设置类型 面积

（km2）

预估资源储量

（万吨）

开采区块 1 安阳县下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已设采矿权整合 0.84 20000集中开采区一：安阳县水冶镇建筑石料

集中开采区 开采区块 2 安阳县九华山-王家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已设采矿权整合 2.03 31000

开采区块 3 林州市横水镇马涧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已设采矿权整合 0.24 6000

集中开采区二：林州市横水镇马涧沟-东

姚镇洪河村建筑石料集中开采区
开采区块 4 林州市东姚镇洪河村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矿

废弃矿山修复式

开采

3.08 8000

集中开采区三：鹤壁市淇滨区建筑石料

集中开采区
开采区块 5 鹤壁市淇滨区大河涧乡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已设采矿权整合

0.65 14500

开采区块 6 淇县田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已设采矿权整合 1.24 25000集中开采区四：鹤壁市田沟-庙口镇建筑

石料集中开采区 开采区块 7 淇县庙口镇二道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已设采矿权整合 1.08 15000

开采区块 8 卫辉市豆义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已设采矿权整合 3.73 36000集中开采区五：新乡卫辉市豆义沟-米山

洞建筑石料集中开采区 开采区块 9 卫辉市米山洞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已设采矿权整合 3.41 49000

集中开采区六：焦作市四渡沟建筑石料

集中开采区
开采区块 10 沁阳市四渡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废弃矿山修复式

开采

0.7 5000

开采区块 11 济源示范区勋掌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矿
废弃矿山修复式

开采

1.27 7280

集中开采区七：济源示范区克井镇-思礼

镇建筑石料集中开采区
开采区块 12

济源示范区克井镇南樊村西坡建筑石料用白

云岩矿

废弃矿山修复式

开采

0.45 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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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开采区编号及名称
开采区块

编号
开采区块名称 设置类型

面积

（km2）

预估资源储量

（万吨）

集中开采区八：三门峡市陕州区建筑石

料集中开采区
开采区块 13 陕州区硖石乡贾山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已设采矿权整合 1.47 6370

集中开采区九：三门峡市渑池县建筑石

料集中开采区
开采区块 14 渑池县陈村乡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已设采矿权整合 0.52 5000

集中开采区十：洛阳市新安县北冶镇建

筑石料集中开采区
开采区块 15 新安县北冶镇关址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废弃矿山修复式

开采

1.09 10000

开采区块 16 伊川县鸦岭镇老虎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废弃矿山修复式

开采

1.01 8580

集中开采区十一：洛阳市伊川县建筑石

料集中开采区
开采区块 17 伊川县半坡镇老君堂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矿

废弃矿山修复式

开采

0.1959 5085

开采区块 18 偃师市府店镇东山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已设采矿权整合 1.64 20800集中开采区十二：洛阳市偃师市府店镇

建筑石料集中开采区 开采区块 19 偃师市府店镇西山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已设采矿权整合 1.72 20800

集中开采区十三：巩义市小关建筑石料

集中开采区
开采区块 20 巩义市丰门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已设采矿权整合 0.5 8000

开采区块 21 荥阳市贾峪镇南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区块 1 已设采矿权整合 2.56 30000

开采区块 22 荥阳市贾峪镇南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区块 2 已设采矿权整合 0.69 8000
集中开采区十四：荥阳市贾峪镇南建筑

石料集中开采区
开采区块 23 荥阳市贾峪镇南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区块 3 已设采矿权整合 0.75 10000

合计 35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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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山开发要求

《方案》中有关矿山企业应严格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矿山建

设。开采过程中应按照边开采、边恢复的原则，及时对开采终了

平台进行生态恢复，将开采过程对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扰动控制

在可控制范围内，实现矿区环境生态化、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

利用高效化、管理信息数字化、矿区社区和谐化。矿山闭坑治理

后各类场地应达到安全稳定，对周边环境不产生污染，与周边自

然环境和景观相协调，区域整体生态功能得到保护和恢复。《方

案》中有关矿山企业应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要求。在资源

开采、生产、堆存、运输全过程中加强无组织排放污染防治，做

到生产过程收尘到位，物料运输抑尘到位，主要道路硬化到位，

无组织排放监控设施安装到位；在生产过程中加强非道路移动机

械使用管理，禁止使用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国三及以下

专业作业车；在运输过程中加强运输车辆管理，严格落实厂区进

出口进出场冲洗制度，严防车辆带泥出场，减少扬尘污染，严禁

使用国三及以下的重型柴油货车。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

拟设建筑石料类规划区块所在地的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应严密组织，统筹安排。石料矿山开发不仅要符合法律法规，还

要符合本地的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与有关规定相一致；要立足本

地资源条件，科学布设石料类矿产矿业权；科学预测本地经济社



— 16 —

会发展以及外销对石料的需求，确保石料矿山生产供需平衡。

（二）出让采矿权要坚持先勘查后出让。

《方案》中的规划区块出让前应由财政出资进行必要的地质

勘查工作，查明矿产资源符合出让条件后设置和出让采矿权，矿

山建设规模和服务年限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三）试行采矿权净出让。

所有矿权出让通过招标、拍卖和挂牌等市场方式确定实施开

发的主体。各地在采矿权出让前协调应急、环保等相关部门完成

采权设置前的审查与准备工作，使采矿权竞得人可直接进场开展

矿山建设，形成生产能力。

（四）提高矿山建设环保标准。

拟建矿山要引进先进采选、环保设备，提升矿山采、选及环

保技术装备水平，清洁生产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开采区、加工

区和生活区要分离设置，破碎加工生产环节必须采用干式收尘，

破碎加工区、输送廊道及成品堆放等封闭管理，矿区运输道路全

程硬化和洒水降尘。

（五）加强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各级政府要通过建立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使自然资源、环

境保护、安全监督等部门在矿山管理中，按照“谁审批、谁负责；

谁发证、谁负责；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各负其责，共同监管，

实现审批、生产、安全、环保等各个环节无漏洞监管。对违反要

求的矿山，要限期停产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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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重点城市露天矿山整合布局详细方案

集中开采区一：安阳县水冶镇建筑石料集中开采区（包含区

块 1-2）

位于安阳市安阳县水冶镇一带，规划期内可建成 2 座占有资

源储量达 51000 万吨、服务年限为 8-10 年的建筑石料类矿山，石

料供给覆盖安阳及东部平原地区。

区块 1．安阳县下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属已设采矿权整合，面积 0.84km2，预估资源储量 20000 万

吨。区内已设采矿权 2 个（表 1），面积 0.2237km2，资源储量

581.02 万吨。通过资源整合，矿山数量减少了 1 个，面积增加

0.6163km2，资源储量增加了 19418.98 万吨。该区块不在高速公

路和国道可视范围内，不在禁止开采的保护区域内，避开了生态

红线、基本农田范围，远离村庄，符合相关规定。

表 1 区块 1 内已设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基本情况表

序号 矿山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万吨/年）

面积

（平方公里）

采矿权

有效期止时间

1
河南天骄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安河

东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30 0.1077 2017/7/18

2 安阳中联骨料有限公司鸿兴矿 30 0.116 2022/11/7

区块 2．安阳县九华山-王家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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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已设采矿权整合，面积 2.03km2，预估资源储量 31000 万

吨。区块内有原采矿证 6 家（表 2），面积 0.4656km2，资源储量

1360.11 万吨。通过资源整合，矿山数量减少了 5 个，面积增加

了 1.5644km2，资源储量增加了 29639.89 万吨。区块设置不以自

然山脊为界，不在高速公路和国道可视范围内，不在禁止开采的

保护区域内，避开了生态红线、基本农田范围，远离村庄，拟建

矿山实行生态修复式开采。

表 2 区块 2 内已设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基本情况表

序

号
矿山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万吨/年）

面积

（平方公里）

采矿权有效

期止时间

1 安阳中联骨料有限公司兴鑫矿 40 0.0837 2018/9/19

2 安阳中联熔剂骨料有限公司太行矿 10 0.0915 2022/10/25

3 安阳中联熔剂骨料有限公司李长金矿 20 0.0526 2017/2/2

4 安阳中联熔剂骨料有限公司卫祥矿 20 0.0447 2019/3/15

5 安阳县金孚建材有限公司 40 0.1785 2015/12/30

6 安阳县许家沟乡下堡建国石料有限公司 16 0.0146 2016/3/31

集中开采区二：林州市横水镇马涧沟-东姚镇洪河村建筑石

料集中开采区（包含区块 3-4）

位于安阳林州市横水镇至东姚镇一带，规划期内可建成 2 座

占用资源储量达 14000 万吨、服务年限为 8-10 年的建筑石料类矿

山，石料供给覆盖安阳及东部平原地区。

区块 3．林州市横水镇马涧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属已设采矿权整合，面积 0.24km2，预估资源储量 6000 万吨。

区块内有原采矿证 2 家（表 3），总面积 0.1161km2。通过资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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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矿山数量减少了 1 个，面积增加了 0.1239km2，资源储量增

加了 5301.82 万吨。区块设置不以自然山脊为界，不在高速公路

和国道可视范围内，不在禁止开采的保护区域内，避开了生态红

线、基本农田范围，远离村庄，拟建矿山实行生态修复式开采。

表 3 区块 3 内已设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基本情况表

序

号
矿山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万吨/年）

面积

（平方公里）

采矿权

有效期止时间

1 林州市宏正石料有限责任公司张家井石料厂 50 0.0634 2019/9/3

2 林州市宏正石料有限责任公司永旺石子厂 40 0.0527 2018/8/24

区块 4．林州市东姚镇洪河村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矿

属废弃矿山修复式开发，面积 3.08km2，预估资源储量 8000

万吨，区内已设采矿权 1 个（表 4），面积 0.0362km2。通过调整，

面积增加了 3.0438km2，资源储量增加了 7783.6 万吨。该区块不

在高速公路和国道可视范围内，不在禁止开采的保护区域内，避

开了生态红线、基本农田范围，远离村庄，拟建矿山实行生态修

复式开采。

表 4 区块 4 内已设白云岩采矿权基本情况表

序

号
矿山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万吨/年）

面积

（平方公里）

采矿权

有效期止时间

1 安阳鑫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石料分公司 20 0.0362 2021/7/7

集中开采区三：鹤壁市淇滨区建筑石料集中开采区（包含区

块 5）

位于鹤壁市淇滨区，规划期内可建成 1 座占用资源储量达

14500 万吨、服务年限为 8-10 年的建筑石料矿山，石料供给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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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及东部平原地区。

区块 5．鹤壁市淇滨区大河涧乡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属已设采矿权整合，面积 0.65km2，预估资源储量 14500 万

吨。区块内现有采矿权 5 家（表 5），面积 0.0736km2，纳入 2015

年非煤矿山整合，未办理延续等相关手续，现整合为 1 个采矿权，

实现规模开发。通过资源整合，矿山数量减少了 4 个，面积增加

了 0.5764 平方公里，资源储量增加了 14207.18 万吨。区块设置

远离“三区两线”及特定生态保护区，避开了生态红线、永久基本

农田范围。

表 5 区块 5 内已设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基本情况表

序

号
矿山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万吨/年）

面积

（平方公里）

采矿权

有效期止时间

1 鹤壁市淇滨区大河涧宏达石料厂 30 0.0282 2015/12/21

2 鹤壁市淇滨区岩昌石料加工厂 30 0.0083 2015/11/5

3 鹤壁市淇滨区大河涧乡兴建石料厂 30 0.013 2015/12/31

4 鹤壁市淇滨区大河涧乡石鼓沟清堂采石厂 30 0.0088 2016/2/2

5 鹤壁市淇滨区振富石材加工厂 30 0.0153 2016/1/31

集中开采区四：鹤壁市田沟-庙口镇建筑石料集中开采区（包

含区块 6-7）

位于鹤壁市淇县西部山区，规划期内可建成 2 座占用资源储

量达 40000 万吨、服务年限为 8-10 年的建筑石料矿山，石料供给

覆盖鹤壁及东部平原地区。

区块 6．淇县田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属已设采矿权整合，面积 1.24km2，预估资源储量 25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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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区块内现有采矿权 3 家（表 6），面积 0.092km2，待采矿权到

期后，整合为 1 个采矿权，实现规模开发。通过资源整合，矿山

数量减少了 2 个，面积增加了 1.148 平方公司，资源储量增加

24564.7 万吨。区块设置远离“三区两线”及特定生态保护区，避开

了生态红线、永久基本农田范围。

表 6 区块 6 内已设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基本情况表

序号 矿山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万吨/年）

面积

（平方公里）

采矿权

有效期止时间

1 鹤壁市固鑫石材有限公司 50 0.02 2022/2/28

2 鹤壁市业晟石材有限公司 50 0.032 2023/2/28

3 淇县卓凡石材有限公司 50 0.04 2028/01/01

区块 7．淇县庙口镇二道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属已设采矿权整合，面积 1.08km2，预估资源储量 15000 万

吨。区块内现有采矿权 2 家（表 7），面积 0.138km2，待采矿权到

期后，整合为 1 个采矿权，实现规模开发。通过资源整合，矿山

数量减少了 1 个，面积增加了 0.942 平方公里，资源储量增加了

14157.8 万吨。区块设置远离“三区两线”及特定生态保护区，避开

了生态红线、永久基本农田范围。

表 7 区块 7 内已设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基本情况表

序号 矿山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万吨/年）

面积

（平方公里）

采矿权

有效期止时间

1 淇县万通石材有限公司 50 0.073 2023/03/16

2 鹤壁市宏祥建材有限公司 50 0.065 2020/12/16

集中开采区五：新乡卫辉市豆义沟-米山洞建筑石料集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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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区（包含区块 8-9）

位于新乡卫辉市，规划期内可建成 2座占用资源储量达 85000

万吨、服务年限为 8-10 年的建筑石料矿山，石料供给覆盖新乡、

郑州及东部平原地区。

区块 8．卫辉市豆义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属已设采矿权整合，面积 3.73km2，预估资源储量 36000 万

吨。区块内现状采矿权有 9 个（表 8），面积 2.409km2，在原采矿

权到期后，整合为 1 个采矿权，重新出让，在出让时扣除基本农

田范围。通过资源整合，矿山数量减少了 8 个，面积增加了 1.321

平方公里，资源储量增加 17090.64 万吨。区块设置与生态红线、

禁止开采区不冲突，远离村庄，符合远离“三区两线”要求及其它

相关政策。

表 8 区块 8 内已设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基本情况表

序号 矿山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万吨/年）

面积

（平方公里）

采矿权

有效期止时间

1 卫辉市天瑞水泥有限公司韩窑采石场 30 0.179 2015/12/10

2 卫辉市天瑞水泥有限公司麦常岭采石场 30 0.14 2015/12/10

3 卫辉市东陈召麦常岭采石场 30 0.285 2019/3/28

4 卫辉市太公镇亚平采石场 45 0.119 2020/5/6

5 卫辉市太公镇古子涧采石场 45 0.104 2019/3/28

6 卫辉市太公泉镇金山石场 30 0.027 2020/4/29

7 卫辉市天瑞水泥有限公司西大脑采石场 30 0.282 2020/12/10

8 卫辉市天瑞水泥有限公司第一采石场 220 0.626 2027/6/3

9 卫辉市天瑞水泥有限公司第二采石场 220 0.647 2027/6/3

区块 9．卫辉市米山洞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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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已设采矿权整合，面积 3.41km2，预估资源储量 49000 万

吨。区块内现状采矿权有 9 个（表 9），面积 1.509km2，原采矿证

到期后，整合为 1 个采矿权，重新出让。通过资源整合，矿山数

量减少了 8 个，面积增加了 1.901 平方公里，资源储量增加了

22635.2 万吨。区块设置与生态红线、禁止开采区不冲突，远离

村庄，符合远离“三区两线”要求及其它相关政策。

表 9 区块 9 内已设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基本情况表

序号 矿山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万吨/年）

面积

（平方公里）

采矿权

有效期止时间

1 卫辉市天然资源有限公司三车间 100 0.371 2023/5/31

2 春江集团有限公司第四采石场 50 0.11 2020/5/11

3 春江集团有限公司第五采石场 50 0.133 2020/5/11

4 春江集团有限公司第六采石场 50 0.123 2020/5/11

5 春江集团有限公司第七采石场 50 0.114 2020/5/11

6 春江集团有限公司第八采石场 50 0.11 2020/5/11

7 春江集团有限公司第九采石场 50 0.121 2020/5/11

8 春江集团有限公司第十采石场 50 0.142 2020/5/11

9 新乡平原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场 49 0.285 2018/7/4

集中开采区六：焦作市四渡沟建筑石料集中开采区（包含区

块 10）

位于焦作市西部山区，规划期内可建成 1 座占用资源储量达

5000 万吨、服务年限为 8-10 年的建筑石料矿山，石料供给覆盖

焦作、郑州地区。

区块 10．沁阳市四渡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属废弃矿山修复式开采，位于常平乡山路平村西北，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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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7km2，预估资源储量约 5000 万吨。区块内原有 1 个采矿权

沁阳市常平乡山路平采石加工厂，设计生产能力 4 万吨/年，面积

0.0091km2，2015 年 5 月到期注销。通过调整，区块面积增加了

0.6909km2，资源储量增加了 4960.57 万吨。区块设置符合矿产资

源总体规划，远离“三区两线”及特定生态保护区，且与南太行地

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不冲突。在划定矿区范围时应

避开生态红线、永久基本农田范围。拟建矿山实行生态修复式开

采，符合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与相关规划协调。

集中开采区七：济源示范区克井镇-思礼镇建筑石料集中开

采区（包含区块 11-12）

位于济源示范区克井镇与思礼镇交界处西部山区，规划期内

可建成 2 座占用资源储量达 12386 万吨、服务年限为 8-10 年的建

筑石料矿山，石料供给覆盖济源、焦作、洛阳、郑州地区。

区块 11．济源示范区勋掌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矿

属废弃矿山修复式开采，面积 1.27km2，预估资源储量 7280

万吨。区块内原有 1 个采矿权济源市双峰石料厂，设计生产能力

5 万吨/年，面积 0.0102km2，2017 年 12 月到期注销。通过调整，

面积增加了 1.2598km2，资源储量增加了 7000 万吨。区块设置远

离“三区两线”及特定生态保护区，不在禁止开采区内，避开了生

态红线、永久基本农田。拟建矿山实行生态修复式开采，符合绿

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与相关规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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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 12．济源示范区克井镇南樊村西坡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矿

属废弃矿山修复式开采，面积 0.45km2，预估资源储量 5106

万吨。区块内原有 1 个采矿权济源市燎原矿业有限公司，开采矿

种为水泥用石灰岩，设计生产能力 40 万吨/年，面积 0.0276km2，

2020 年 12 月到期。通过调整，面积增加了 0.4224km2，资源储量

增加了 4786 万吨。区块设置远离“三区两线”及特定生态保护区，

不在禁止开采区内，避开了生态红线、永久基本农田。拟建矿山

实行生态修复式开采，符合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与相

关规划协调。

集中开采区八：三门峡市陕州区建筑石料集中开采区（包含

区块 13）

位于三门峡市陕州区，可建成 1 座占用资源储量达 6370 万

吨、服务年限为 8-10 年的建筑石料矿山，石料供给覆盖三门峡地

区。

区块 13．陕州区硖石乡贾山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属已设采矿权整合，面积 1.47km2，扣除基本农田后区块面

积为 1.41km2，预估资源储量 6370 万吨。区内有现状采矿权 2 个

（表 10），面积 0.822km2，到期后整合为 1 个采矿权。通过资源

整合，矿山数量减少了 1 个，面积增加了 0.648 平方公里，资源

储量增加 5767.20 万吨。区块设置与基本农田、生态红线、禁止

开采区不冲突，符合“三区两线”及其它有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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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区块 13 内已设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基本情况表

序号 矿山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万吨/年）

面积

（平方公里）

采矿权

有效期止时间

1 河南锦荣水泥有限公司磨云山石灰岩矿 200 0.277 2017/4/25

2 三门峡云山矿产品有限公司 70 0.545 2022/6/29

集中开采区九：三门峡市渑池县建筑石料集中开采区（包含

区块 14）

位于三门峡市渑池县，可建成 1 座占用资源储量达 5000 万

吨、服务年限为 8-10 年的建筑石料矿山，石料供给覆盖三门峡地

区。

区块 14．渑池县陈村乡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属已设采矿权整合，新设区块面积 0.52km2，预估资源储量

5000 万吨。区内有现状采矿权 2 个（表 11），面积 0.1221km2，

到期后整合为 1 个采矿权。通过资源整合，矿山个数减少了 1 个，

面积增加 0.3979 平方公里，资源储量增加 4477.87 万吨。区块设

置与基本农田、生态红线、禁止开采区不冲突，符合“三区两线”

及其它有关政策。

表 11 区块 14 内已设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基本情况表

序号 矿山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万吨/年）

面积

（平方公里）

采矿权

有效期止时间

1 渑池县西山建材石料有限公司 20 0.1034 2013/11/7

2 河南省华兴钡业有限责任公司石料厂 10 0.0187 2016/8/13

集中开采区十：洛阳市新安县北冶镇建筑石料集中开采区

（包含区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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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洛阳市新安县，可建成 1 座占用资源储量达 10000 万吨/

年、服务年限为 8-10 年的建筑石料矿山，石料供给覆盖洛阳地

区。

区块 15．新安县北冶镇关址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属修复式开发，面积 1.0932km2，预估储量为 10000 万吨。

区内原有 1 个采矿权新安县国强工贸有限公司北冶乡关址建筑用

石灰岩矿区，该矿权 2015 年 6 月 8 日到期已注销。通过调整，

面积增加了 1.02km2，资源储量增加了 9600 万吨。区块设置与基

本农田、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区、禁止开采区不冲突，远离村庄，

符合“三区两线”及其它相关政策。

集中开采区十一：洛阳市伊川县建筑石料集中开采区（包含

区块 16-17）

位于洛阳市伊川县，可建成 2 座占用资源储量达 13665 万吨、

服务年限为 8-10 年的建筑石料矿山，石料供给覆盖洛阳、郑州地

区。

区块 16．伊川县鸦岭镇老虎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属已设采矿权整合，面积 1.018km2，预估资源储量 8580 万

吨。区内原有采矿权 3 个（表 12），面积 0.1546km2，采矿权到期

已注销，拟设区块实行修复式开发。通过资源整合，矿山数量减

少 2 个，面积增加 0.8634 平方公里，资源储量增加 7910.07 万吨。

区块设置与基本农田、生态红线、禁止开采区不冲突，符合“三区

两线”及其它有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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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区块 16 内已设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基本情况表

序号 矿山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万吨/年）

面积

（平方公里）

采矿权

有效期止时间

1 洛阳富通矿业有限公司 1 0.0663 2014/9/2

2 洛阳珏华矿业有限公司 0.7 0.0715 2016/6/15

3 伊川县大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0.7 0.0168 2016/2/25

区块 17．伊川县半坡镇老君堂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矿

属修复式开发，面积 0.1959km2，预估资源储量 5085 万吨。

区内原有采矿权 1 个，面积 0.0527km2，2016 年 6 月采矿权到期

已注销，拟设区块实行修复式开发。通过调整，面积增加了

0.1432km2，资源储量增加了 4985 万吨。区块设置与基本农田、

生态红线、禁止开采区不冲突，符合“三区两线”及其它有关政策。

集中开采区十二：洛阳市偃师府店镇建筑石料集中开采区

（包含区块 18-19）

位于洛阳偃师市府店镇南部一带，石灰岩资源丰富，规划期

内可建成 2 座占用资源储量达 41600 万吨、服务年限为 8-10 年的

建筑石料矿山，石料供给覆盖洛阳、郑州地区。

区块 18．偃师市府店镇东山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属已设采矿权整合，面积 1.64km2，预估资源储量 20800 万

吨。该区块沿山包设置，区块范围内有现状采矿权 5 个（表 13），

面积 0.23km2，原矿权到期后整合并开展地质工作，达到条件后

以市场竞争的方式重新出让矿权。通过资源整合，矿山数量减少

了 4 个，面积增加 1.41 平方公里，资源储量增加 18615.3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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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范围远离生态红线，未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但与永久基本农

田共线，出让矿权时，应按相关规定办理。

表 13 区块 18 内已设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基本情况表

序号 矿山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万吨/年）

面积

（平方公里）

采矿权

有效期止时间

1 洛阳富山佛光钙业有限公司 49.4 0.087 2018/10/6

2 偃师市佛光交通建材厂 49.4 0.037 2019/3/20

3 偃师市车李村李占清石料厂 49.4 0.041 2018/11/3

4 偃师市府店镇金美石料厂 49.4 0.029 2019/1/14

5 偃师市佛光西山进卿石料厂 49.4 0.036 2018/11/7

区块 19．偃师市府店镇西山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属已设采矿权整合，面积 1.72km2，预估资源储量 20800 万

吨。该区块沿山包设置，区块范围内有现状采矿权 4 个（表 14），

面积 0.118km2，原矿权到期后整合并开展地质工作，达到条件后

以市场竞争的方式重新出让矿权。通过资源整合，矿山数量减少

了 3 个，面积增加了 1.602 平方公里，资源数量增加了 18966.22

万吨。区块范围远离生态红线，已避让基本农田，虽有零星永久

基本农田，在出让矿权时，应按相关规定办理。

表 14 区块 19 内已设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基本情况表

序号 矿山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万吨/年）

面积

（平方公里）

采矿权

有效期止时间

1 偃师市佛光东山世忠石料厂 49.4 0.029 2019/8/17

2 偃师市佛光乡中心石料厂 49.4 0.031 2019/7/17

3 偃师市佛光向阳石料厂 49.4 0.029 2019/4/6

4 偃师市佛光安乐第一石料厂 49.4 0.029 2021/3/22

集中开采区十三：巩义市小关建筑石料集中开采区（包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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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20）

位于巩义市小关镇，可建成 1 座占用资源储量达 8000 万吨、

服务年限为 8-10 年的建筑石料矿山，石料供给覆盖巩义、郑州地

区。

区块 20．巩义市丰门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属已设采矿权整合，整合区块面积约 0.50km2，预估资源储

量 8000 万吨。区块内现有采矿权 1 家、废弃采矿权 1 家（表 15）、

历史遗留废坑多个，现整合为 1 个采矿权，实现规模开发，对废

弃矿坑和历史遗留矿坑实施综合治理。通过资源整合，矿山数量

减少了 1 个，面积增加了 0.4083 平方公里，资源储量增加了

7527.43 万吨。区块设置不在“三区两线”及特定生态保护区内，无

基本农田，不在生态红线范围内。

表 15 区块 20 内已设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基本情况表

序号 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万吨/年）

面积

（平方公里）

采矿权

有效期止时间

1
巩义市小关全成石料有限公司全成开

采分公司
45 0.0821 2023 年 4 月

2 巩义市小关兴旺治业石料厂 7.5 0.0096 2008 年 9 月

集中开采区十四：荥阳市贾峪镇南建筑石料集中开采区（包

含区块 21-23）

位于郑州荥阳市南部，可建成 3 座占用资源储量达 48000 万

吨、服务年限为 8-10 年的建筑石料矿山，石料供给覆盖郑州地区。

区块 21．荥阳市贾峪镇南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区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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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已设采矿权整合，位于荥阳市石板沟东南部一带，面积

2.56km2，预估资源储量 30000 万吨。区块内现有采矿权 10 家（表

16），现整合为 1 个采矿权，实现规模开发。通过资源整合，矿

山数量减少了 9 个，面积增加了 1.502 平方公里，资源储量增加

了 25832.01 万吨。区块设置不在“三区两线”及特定生态保护区内，

无基本农田，不在生态红线范围内。

表 16 区块 21 内已设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基本情况表

序号 矿山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万吨/年）

面积

（平方公里）

采矿权

有效期止时间

1 荥阳市建安石业有限公司 80 0.182 2017/12/16

2 郑州瑞隆建材有限公司 80 0.057 2018/1/23

3 荥阳万欣建材有限公司 100 0.175 2018/1/30

4 郑州市弘益建材有限公司 100 0.086 2018/1/19

5 荥阳市丰益实业有限公司 60 0.055 2017/12/27

6 荥阳市贾峪荫发石材有限公司 100 0.071 2018/1/19

7 郑州市昌利建材有限公司 100 0.105 2018/1/6

8 荥阳市汇丰石材有限公司 100 0.085 2018/1/6

9 郑州安泰建材有限公司 100 0.14 2018/1/1

10 郑州鼎安建材有限公司 100 0.102 2018/1/26

区块 22．荥阳市贾峪镇南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区块 2

属已设采矿权整合，位于荥阳市盆地坑西部一带。面积

0.69km2，预估资源储量 8000 万吨。区块内现有采矿权 3 家（表

17），现整合为 1 个采矿权，实现规模开发。通过资源整合，矿

山数量减少了 2 个，面积增加了 0.463 平方公里，资源储量增加

了 7756.64 万吨。区块设置不在“三区两线”及特定生态保护区内，

无基本农田，不在生态红线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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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区块 22 内已设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基本情况表

序号 矿山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万吨/年）

面积

（平方公里）

采矿权有效期

止时间

1 荥阳长九石料有限公司 100 0.098 2017/12/17

2 荥阳市永烨商贸有限公司 100 0.071 2018/3/11

3 荥阳市永盛石料有限公司 100 0.058 2018/3/11

区块 23．荥阳市贾峪镇南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区块 3

属已设采矿权整合，位于荥阳市莲花脑东部。面积 0.75km2，

预估资源储量 10000 万吨。区块内现有采矿权 3 家（表 18），现

整合为 1 个采矿权，实现规模开发。通过资源整合，矿山数量减

少了 2 个，面积增加了 0.4732km2，资源储量增加了 8641.79 万吨。

区块设置不在“三区两线”及特定生态保护区内，无基本农田，不

在生态红线范围内。

表 18 区块 23 内已设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基本情况表

序号 矿山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万吨/年）

面积

（平方公里）

采矿权有效期

止时间

1 荥阳市海盈石料有限公司 100 0.051 2018/1/15

2 荥阳市龙泉矿业有限公司 100 0.121 2018/1/18

3 河南龙祥矿业有限公司 100 0.105 201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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