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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无垠的茵茵碧草、满目青翠的重重

山峦、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这些都是生

机勃勃的绿色。绿色，是人们描绘美丽生态

时用得最多的词语。绿色发展，也是建设美

丽中国的必由之路。

所谓绿色发展，并不是为了绿水青山而约束

发展，而是不能再粗放发展，不能再依靠增加要

素投入、消耗自然资源、追求数量扩张来实现增

长。我们只有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

求，培育壮大绿色经济，才能实现绿色发展。

放眼世界，绿色发展早已成为各国共同的

发展方向。过去的十年间，我国的绿色道路也

越走越宽阔。“十一五”首次设立节能减排约

束性指标，如今已经从 2 项拓展为 4 项，6 年来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21%；从巴厘岛到

哥本哈根、德班的历届气候大会上，我国带头

许下并切实履行绿色发展的庄严承诺；山野

里，石头裸露的喀斯特地貌重披绿装，城市

里，绿地绿道给水泥森林增添更多生机⋯⋯

绿色，离每一个人越来越近。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资源与环境已经

成为我国发展的最大瓶颈，资源约束趋紧、环

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仍然十分

严峻；我们必须看到，随着我国进入中等偏上

收入国家阶段，人民群众的温饱需求、富裕需

求、保障需求、文化需求正逐步得到满足，优

良的生态环境越来越成为城乡居民的普遍追

求。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加快绿色发展步伐。

加快绿色发展，核心内容是构建绿色的经

济体系，即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

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正如环境保护

部部长周生贤所说，“离开经济发展讲环保，那

是缘木求鱼；离开环保谈发展经济，那是竭泽而

渔”。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

经济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正是奠定了一个

坚实的基础。那种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环

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增长，以及单纯依靠行政手

段来保护环境的做法，必须切实改变。要真正

使环境保护融入经济发展之中，更多地运用市

场的机制和规律，来解决环境保护的问题。

加快绿色发展，也需要树立绿色的政绩

观。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

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

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

奖惩机制。这就为树立绿色政绩观作出了坚

实的制度保障。要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制

度，尤其需要加强顶层统筹和整体规划。这

是因为生态文明建设是个系统工程，涉及面

非常广，环保、林业、水利、国土、城市建设、农

业、海洋等多个部门都与此相关。目前分割

的环境管理模式亟待完善。

加 快 绿 色 发 展 ，离 不 开 绿 色 的 生 产 方

式。这就要求企业在承担经济责任的同时也

积极履行环境责任，节约资源，绿色生产。具

体一点说，矿山要绿色，伴生矿要综合利用，

废弃矿山要复绿；建筑要绿色，要最大限度地

节能、节地、节水、节材⋯⋯

加快绿色发展，呼唤更加绿色的环境。森

林是实现绿色发展的物质基础，虽然近年来我

国陆续实施了天然林资源保护、京津风沙源治

理等系列生态工程，在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方面取得显著成效，6168万公顷的

人工林面积居世界首位，但是森林生态系统的

整体功能还有待提高。必须加快建设现代林

业，增加森林资源和生态总量。

加快绿色发展，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

绿色生活和绿色消费。广大民众生活和消费

方式的点滴改变，涓涓细流可以汇成大海，对

生产方式形成倒逼机制，发挥巨大的推动作

用。绿色消费，购买生产过程中对环境友好

的绿色产品和节能产品，适度消费，注重节

俭；绿色生活，节约用水，垃圾分类，少用塑料

袋；绿色出行，多采用公共交通⋯⋯这些微小

的行动，并不难做到。关键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发展绿色了，中国更美丽。建设美丽中国是

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行动！就从此刻做起！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

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

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

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

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本期主题

绿色发展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全面

促进资源节约，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矿产资源勘

查、保护、合理开发。

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在行动 ①①

再造“资源河南”
——“中华环保世纪行”河南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纪实

□ 来 洁

河南是矿产资源大省，全省的 101 种资
源储量矿产中有 13 种位居全国首位；矿业是
河南省重要的支柱产业，2011 年全省规模以
上矿产采选及后续加工业实现工业增加值
5853.45 亿 元 ，占 全 部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的
49.26%。

然而，经过长期高强度的开发利用，后备
矿产资源紧张，一些矿产面临枯竭也成为河
南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如何再造一个“资源
河南”，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近日，记
者随“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组走访河南平顶
山、洛阳、三门峡等地，进行了深入采访。

◆开源◆

新机制挖出新矿产

玉米地里的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高高
的钻孔机直插云天。沉睡中原地下亿万年的
矿产资源宝藏，即将被人类地质勘查的脚步
声唤醒。

“这个钻孔目前已经打到地下 939 米深
处，还有 10 到 20 米就能见矿了。从相邻的
钻孔看，估计矿厚 20 到 30 米，磁铁矿含量 35
到 50 多，品位较高。”在位于庙街枣林村的舞
阳地区深部铁矿整装勘查现场，河南省有色
地矿局第四地质大队工程师贾兴杰告诉记
者，在舞钢 15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场总
投资达 2 亿多元、规模空前的地质找矿“大会
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舞钢市过去只是个小镇，因发现铁矿石
资源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矿业城市。
1956 年到 1981 年的 25 年间，累计查明铁资
源储量 6.34 亿吨，占河南省已查明铁矿总资
源储量的 70%，勘查深度多在 500 米以浅。
自此之后，该区再未取得更大的找矿突破。

2011 年 6 月 15 日，地质找矿新机制示范
项目——舞阳铁矿整装勘查正式开工。该项
目由河南省国土资源开发投资管理中心、河南
省有色地矿局第四地质大队、安阳钢铁集团舞
阳矿业公司、舞钢中加钢铁有限公司四家合作
投资。目前，该项目取得重大找矿突破，在已
竣工的钻孔中发现多处大厚度磁铁矿层，预计
提交磁铁矿资源量可达5亿吨以上。

“按正常情况，找矿从立项到形成可以开
发利用的勘查报告，大概需要 10 年。这个项
目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重新探明了一个
新的舞钢，实现了快速突破，显示了勘查新机
制的巨大活力。”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郭
公民总结道。

在未知区及深部找矿，既需要投入大量
人、财、物力，也有一定的风险，单靠哪一方的
力量都很难承担。如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
素，把过去各自为战的找矿活动整合起来，形
成合力，并尽快取得突破性进展？

早在 2009年，河南省嵩县矿集区探索出
整合矿业权、勘查资金、找矿技术、组织管理
等要素，按照合作互利共赢的思路组建股份
公司、开展矿产勘查的新机制，被国土资源部
总结为“嵩县模式”。2010 年 4 月，国土资源
部推出了“公益先行，商业跟进，基金衔接，整
装勘查，快速突破”的地质找矿新机制。

“前三项，实际上说的是不同阶段由谁来
投资的问题。不管由谁来投资，都是为了尽
快实现找矿突破。这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郭公民说，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河南
以整合勘查要素、推行合作勘查为抓手，在全
国率先启动了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大力推进

整装勘查和深部找矿，探索实践了以“嵩县模
式”为代表的找矿新机制，地质找矿取得一系
列重大突破。

河南省新发现和查明了一大批矿产资
源，取得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显著的找矿
成果：新发现和部分查明煤炭资源储量与目
前累计保有的资源储量（251.63 亿吨）相当，
新增铝土矿资源储量超过历史探明资源的总
和，新增黄金资源储量 300 多吨，新查明铁、
锰、钒、镍、铜、铅、镁、岩盐、重晶石、白云岩、
橄榄岩、方解石等矿产资源储量超过前 55 年
之和，新查明金、铝土矿、锌、锑、铁矾土、水泥
灰岩、煤、钼、银、萤石等矿产资源储量是前
55 年的 50%左右，非常规油气勘查在全国率
先取得突破性进展。

◆节流◆

“吃干榨净”变废为宝

再造“资源河南”需要“开源”，通过不断
推进地质找矿突破，用新增储量来形成后备
接续力量。同时，也必须“节流”，加快转变资
源利用方式，加大矿产资源的节约和综合利
用，对资源“吃干榨净”、变废为宝。

在洛阳栾川钼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段玉贤骄傲地对记者说：“我到洛钼集团的第
一大贡献，就是把伴生矿白钨的综合利用搞
成功了。”洛钼集团是全球第四、国内最大的
钼生产供应商。洛钼集团三道庄矿区既是一
座特大型钼矿床，又是一座低品位的特大型
白钨矿床。如何把白钨矿“变废为宝”？

2001 年，洛钼集团与俄罗斯国家有色金
属研究院“低品位白钨回收技术”联合攻关取

得成功，并集中建设了生产能力与钼选矿配
套的 3 个白钨回收选厂，实现了浮钼尾矿中
白钨资源的综合回收。在原矿品位较低的条
件下，目前回收率已达到 72%。2011 年回收
白钨精矿 11670 吨，实现产值 11.66 亿元，利
润总额 7.8 亿元。钨精矿已成为洛钼集团重
要的经济和利润增长极，洛钼集团也成为国
内第二大钨精矿生产企业。

“现在洛钼集团的利润主要来自对伴生钨
矿的综合利用。”河南省国土资源厅总工张兴
辽说。由于钨是伴生矿，其采选成本大大降
低。在产能过剩、多数矿山企业徘徊在微利、
保本边缘的国际大背景下，综合利用不仅节约
了资源，更成为企业转型升级新的增长点。

郭公民感慨地回顾道：“随着时间推移，
人们对好矿坏矿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过去
认为没用的矿，若干年后可能就会变成宝
贝。现在大家都在研究如何变废为宝，很多
地方也正在把尾矿变成宝。”

近年来，河南省矿山企业高度重视资源
节约与综合利用，金属矿山露天开采回采率
达到 90%以上,特别是一大批低品位、共伴
生、难选冶的金银多金属矿得到开发利用，尾
矿、废石、煤矸石及粉煤灰等固体废弃物得到
普遍利用.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工作已成为
河南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矿山
地质环境、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

◆建设◆

绿色矿山成为企业共识

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卢展
工说：“建设中原经济区，河南的发展绝不能

以牺牲农业和粮食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
和环境为代价，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对河南的
要求。”

过去，由于资源开发利用理念落后、监督
管理和约束机制不健全等原因，河南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也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盲目无
序和急功近利，矿山环境污染及引发的地质
灾害等问题日益突出。

近年来，河南从强化监督管理入手，建立
起健康有序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秩序，持续
开展了矿产开发利用秩序整治工作，建立了
多部门联动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监督管理长
效机制，有力遏制了私挖乱采、越界开采、无
证盗采的混乱秩序。

同时，河南以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为平
台，扎实推进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
作。对矿山环境破坏较为严重的地方实行
以治理促开发，持续加大矿山环境恢复和治
理工作力度；对矿山环境破坏较为轻微或者
新建矿山实行边开发边治理，全力推进绿色
矿山建设。从 2004 年至 2011 年，各级财政
共投入资金 23.65 亿元，安排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项目 307 个，已治理恢复面积 12.58 万
亩。截至 2012 年 8 月，河南省共有 11 家国
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获得认定。目前，创
建绿色矿山已成为河南矿业企业的共识与
行动。

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张文台表
示，在河南采访期间，到处是绿色，沿途基本
不见土山，说明生态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据
了解，河南省已建设世界地质公园 4 个、国家
地质公园 7 个、国家矿产公园 3 个、省级地质
公园 12 个、省级矿山公园 2 个、国家级恐龙
蛋化石群自然保护区 1 个，其中世界地质公
园数量居全国第一。

随着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全面
推进，再造“资源河南”必将为中原崛起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服务和保障作用。

“

本报记者 杜 铭

海南、吉林、黑龙江、福建等 15 个省（区、
市）开展了生态省建设，有 38 个县（市、区）建
成了生态县（市、区），1559 个乡镇建成国家
级生态乡镇。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标志着我们党
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规律、自然资源永续利
用规律和生态环保规律的认识进入了新境界。

我们摘录了十年来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
几个方面，以飨读者。

10年生态文明路

我们这样走来

重金属污染防治深入推进，饮用水安全
保障工作进一步强化，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
治取得新进展，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新标
准》发布，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得到全面
强化。

最新环境监测结果表明：今年上半年全
国 地 表 水 国 控 断 面 好 于 三 类 水 比 例 为
51.5%，同比提高 2.7 个百分点；环保重点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94.2%，
比去年提高 3.6 个百分点；环保重点城市空
气 质 量 总 体 良 好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平 均 为
92.1%，同比提高 1.3个百分点。

建立了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提高了火
电、钢铁、水泥等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环境准
入门槛，颁布实施清洁生产标准，建立落后产
能淘汰机制。

“十一五”期间，累计关停小火电机组
7683 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 1.2 亿吨、水
泥 3.7亿吨，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

生态文明建设体系初步建立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经济结构更加绿色

突出环境问题有所缓解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按照“保护生态环境，打造秀美山川”的环保思路，投入 400 多万元，将水首沟排渣场变成生态小康示范基

地，开创了国内矿山行业植被恢复的先河。 本报记者 杜 铭摄

本版编辑 鲍晓倩

一大批找矿成果涌现，其
中新增铝土矿资源储量超过
历史探明资源的总和

加大矿产资源的节约和
综合利用，尾矿也能变成宝

河南的发展不能以牺牲
生态和环境为代价

2011 年，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为 2499.9
万吨，比上年下降 2.04%；氨氮排放总量为
260.4 万吨，比上年下降 1.52%；二氧化硫排
放总量为 2217.9 万吨，比上年下降 2.21%；氮
氧化物排放总量为 2404.3 万吨，比上年上升
5.73%。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扎实推进

“美丽中国”大家谈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