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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一个盗采者进矿区”
泰山玉石上演保卫战

本报记者 李虎 本报通讯员 张新

2011年农历正月二十
三，节日的气氛还未远去，
泰山西部荒凉的泰山玉石
矿上，早已经不再平静。为
了保护泰山玉矿，国土部
门又增加了护矿人手，同
时在矿区安装了监控设
备，利用高科技来看守泰
山玉矿，与盗采者展开周
旋，力争不让一名盗采者
进入矿区。

25 日，记者跟随泰安
市国土资源局岱岳区分局
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亲
身经历了这些玉矿守护者
与盗采者之间的“猫鼠”游
戏。

目击：

岗哨监控立体防范

要进矿区有些难度
25 日早上 9 点，记者一行沿迎宾大

道一路向西，在靠近岱岳区石腊村附近，
路两边一家挨一家布满了泰山玉石经销
店。同行的岱岳区国土局工作人员白洪
涛说，近几年随着市场上泰山玉逐渐升
温，很多原来做泰山石生意的人看到商
机，也开始经营泰山玉了。

顺着石腊村的乡间公路，汽车一路
颠簸到达玉矿山下。由于靠近矿区，周围
的土路上覆盖了一层下雨时从山上冲下
来的细小蛇纹石。当汽车靠近进山口时，
在路边的岗亭中突然跑出一名护矿员，
上前拦车询问，待国土局工作人员亮明
身份后，车辆才获准上山。

“泰山玉矿一共有 5 个矿坑，拦车的
岗亭所处位置是车辆上山的必经之地，
这是护矿的第一道防线，所有无证上山
的车辆都将被拦在这道防线之外。”白洪
涛说，从 2009 年他们就开始在山上部署
了巡逻队，并在关键地带设置了岗哨。

通过第一道防线后，记者乘坐一辆
跑了还未超过 100 公里的新车向玉矿核
心区进发，但由于上山的路坡度很大，汽
车上坡十分吃力，最终因为马力不足，车
辆停靠在路边。记者步行来到一座山头
前，白洪涛指着一个山口对记者说：“进
去这个山口，里面就是 3 号玉矿坑。

记者看到，唯一通向 3 号矿坑的一
条道路已经被堆起来的高土堆封死，两
侧巨石林立，只能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
翻过高土堆，面前又是一个大深坑。白洪
涛说，春节前，他们雇了挖掘机上山，在
进矿口堆起土堆，又在土堆后面挖了深
坑，这样做就是为了防止非法车辆进入。

走进矿坑，四五个监控摄像头耸立
在矿区的制高点，矿区的所有景象都可
尽收眼底。“为了防止私采滥挖，我们把
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了。现在，别说大型
车辆，即使单人什么也不拿，想走到矿山
里也是颇费周折。”白洪涛说。

交锋：

东张西望摸进矿区

电子监控让其现形
下午 1 点左右，记者正在矿区的电

子监控室里看监控录像，突然看到有几
个身着普通便服的村民出现在监控画面
里。这些人从矿坑西侧的山坡上摸上来，
快速地向矿坑底部移动，还不时东张西
望。

正坐在岗亭里监控的护矿队长刘西
辉马上用对讲机向正在矿区巡逻的队员
发指令：“5 号矿区，你们那里进去几个

人，快看看是干什么的。”“收到，马上过
去。”对讲机里传回巡逻队员的回答。

记者跑出岗亭，只见几位村民模样
的人正低着身子在山坡的小道上奔跑。
跑过来的巡逻队员看到他们，隔着山头
向他们喊话：“你们是干什么的？来这里
做什么？没事快走！”

“我们来刨地的，我家的地就在这
里。”一位身穿毛大衣的妇女回答说。

“这里已经被列为禁区了，你别进来
了，现在才什么时候，你刨啥地啊。”守矿
员喊道。

“现在天旱，我家刨地浇水。”妇女答
道。

“要刨地找水，来矿坑里干什么？”守
矿员问道。

“我们就是过来看看。”妇女一边说，
一边沿着刚才进矿坑的路往外走。

看着妇女和几位村民走出矿坑，白
洪涛对记者说：“泰山玉矿以前都是用作
生产磷肥，周围都是老百姓的庄稼地。虽
然要保护玉矿，但也不能影响老百姓种
地。所以，很多想来偷采玉石的人就逮住
这个空子，每次被护矿员逮住，就说是来
种地的。人家老百姓种地，都拿铁锨、镐
头、锄头等工具，但这些想偷采玉石的人
都拿着撬棍、锤头等工具，一看就是来侦
察的。”

背后：

玉石身价涨了百倍

暴利驱使甘愿冒险
正在记者与护矿队员交谈间，又有

一名背工具包的中年男子走进了矿区，
正好被巡逻队员看到。“喂，你是干什么
的？”白洪涛看到这个人，马上迎上前追
赶并大喊一声。那个男子原本正专注地
寻找矿石，被白洪涛一声大喊吓了一跳。
抬头看到护矿队员，马上调转方向，沿来
时的道路返回。

“喂，你别走，把工具留下。”白洪涛
边追边喊。那个男子跑得越来越快，奔跑
的过程中还没忘回头说：“我是济南的，
来这里玩的。”由于距离较远，男子跑得
又快，一会儿时间就消失在山间的路上。

护矿队员和白洪涛只好往回走，一
回头看到，原本已经赶跑的妇女和几个
人正蹲在山坡上往这里看。护矿队员又
一次上前驱赶，她们才起身翻过山梁走
出矿区。

护矿队长刘西辉对记者说：“这几
年，泰山玉石价格疯涨，以前一半挂车玉
石料才 5000 块钱，现在都涨到 50 万了，
很多人铤而走险来偷矿石。我们驱赶他
们，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国家的矿产资源，
另一方面就是担心这些人做贼心虚，稍
不注意掉下矿坑或者被山上滚下的石头
砸伤，实际上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

“春节前这块石头就从山上滚下来
了，那时我们刚刚赶走了在这块石头下

面捡石头的村民，如果再多呆一会儿，后
果不堪设想。”护矿员焦河军指着一块足
有几吨重的泰山玉原石对记者说。

苦恼：

位置特殊偷采猖獗

两地联手也难除根
“我们这个泰山玉矿地理位置比较

特殊，位于两市、两区、三镇交界处，这也
为我们平时执法增添了很多困难。”白洪
涛指着 5 号矿坑内的一潭水湾对记者
说：“你看见矿坑底部的那潭水了吗？那
潭水北侧属于济南市长清区界首镇管
辖，东侧属于岱岳区粥店办事处管辖，西
侧属于岱岳区道朗镇房庄村管辖。所以
来偷采矿石的人员成分也很复杂，每次
护矿员看到有偷采玉石的人员驱赶时，
这些人就从泰安跑到济南去了，跟执法
人员打游击。迫不得已，我们只能紧盯岱
岳区这一管辖范围，严禁这些人进入。”

白洪涛说，现在济南方面也派上专
人看矿了，现在两方联手，效果十分明
显，那些偷采者基本上无路可走了，但还
是有人偷偷摸进山。

翻过山梁，记者走进济南方面派出的
护矿员所在的看守点——— 一辆已经报废的
大客车。只见客车内的座位已经全被卸掉，
护矿队员把床和被子都搬到了客车里，车
上还有烧水用的液化气炉，一只靠电瓶供
电的小灯泡挂在车顶。“我们前几天进驻矿
区时，不仅是周边的村民，还有济宁的、河

北的，大约 400 多人在这里偷采，场面十分
热闹，现在矿区济南一侧也有两道防线，不
经过允许，车辆一律不准入内。”执法队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延伸阅读：

地表几无泰山玉

早在春节前，记者曾跟随
山东省第五地质勘察院的泰山
玉矿研究专家李泽才前往泰山
玉矿现场勘察。

李泽才告诉记者，根据品
质的不同，泰山玉分为翠斑
玉、碧玉、墨玉三类。泰山玉集
中分布在泰安市岱岳区粥店街
道石腊村山区，矿床呈带状，
作业面积约 4 平方公里，矿体
延伸大约在 100 米以下。

“泰山玉都是由蛇纹石形
成，但并不是所有蛇纹石都是
泰山玉。”李泽才介绍，很多人
因为欠缺专业知识，现在都把
没有太多价值的蛇纹石当成泰
山玉进行买卖。

岱岳区国土资源局工作人
员介绍，玉石都埋藏在地下，
现在地表基本上已经没有真正
的泰山玉了。

位于进山口的两座陡峭石壁，如同两扇大门，紧紧把守着矿区。

▲护矿人
员在值班室用
对讲机汇报监
控情况。

外来人
员背着布包匆
匆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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