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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 今日济南

黄河北煤矿，采不采真纠结
煤矿开采可以缓解济南煤炭需求紧张，但也为北跨后的城市建设埋下隐患
见习记者 张亚楠

崔寨煤矿坐落于济阳
崔寨镇前街村，于2007年7
月26日试运行，2008年8月
正式投产，共有8个可采煤
层，设计年产量为45万吨，
属于中小型矿井。

煤炭企业在乡村落脚，
给这里带来的影响可谓深
刻。作为济阳县规模较大的
煤矿之一，对促进当地经济
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原来
这里根本没有路，全是庄稼
地。”当地人告诉记者。短短
几年的时间，这里的道路宽

敞畅通，周边开始有了市场
和商店，原来“五天一个大
集”显然已经不能满足需求。

据煤矿负责人介绍，这
里的工人许多是从当地招
进的，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居
民在家门口就业。此外，由
于没有铁路，这里的煤矿运
输就成了问题，而村民们自
发买车组成车队，直到现
在，他们还在将一车车的煤
运往诸如济钢等需求单位，
企业解决了难题，村民也以
此充实了腰包。

而对于煤矿等不可再
生资源的开采，“采”、“限”、

“禁”的争论一直持续。在之
前的济南两会上，有代表委
员已经对黄河以北的煤炭
开采予以关注，认为对于一
些开采行为应予以制止，那
些行为是在“吃子孙饭”。

对于这一说法，这些从
事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
源开发的人们并不陌生，这
家煤矿企业的负责人没有
回避地说道，“山东是资源
消耗大省，几年前开始进口
煤炭。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
开采的有效性，提高煤质，
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小对地

面的影响。”
“保护性开采”和“有限

开采”是这家煤企负责人提
出的观点。所谓“保护性开
采”，就是采取回填、绿化、
复垦等措施。而“有限开
采”，该负责人解释说，如今
在北跨机遇面前，此项战略
与煤炭的合理开发与利用
并不矛盾，需要的是协调统
一。“煤炭需求大是事实，而
在一片地下煤炭储量丰富
的地面上盖起大楼或者高
速路，地下显然是不能动
的。所以，要开采，同时也要
按照规划，接受监督，尽量
少开采。”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高王矿区总
面积241 . 15平方公里，煤炭总量大约
为 1 0 0 4 0 0 万 吨 ，能 利 用 储 量 约
77678 . 5万吨，于2002年探明，探矿权
属于山东黄岗集团，属国家规划矿
区。

在2006年、2007年时，从政府规

划到媒体舆论曾掀起一股开发高王
煤矿的高潮。2006年末出台的《济南
市“十一五”能源发展规划》声称，“十
一五”期间，济南市将建设三大煤矿，
启动高王煤田开发，力争新增150万
吨/年生产能力，还明确提出“依托济
北煤田，发展煤炭化工产业”。济南即

将开发大型煤田的消息在当时引发
了省内外众多媒体的追逐。

然而，几年过去了，每年150万吨
的煤没有出现，媒体的关注也销声匿
迹。2007年10月，高王矿区煤炭勘探
探矿权拍卖流拍，之后探矿权拍卖的
消息再没有出现过。

据济南市国土资源局矿产资源
处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最新的矿产资
源规划编修中，高王矿区被列为禁采
区。禁采主要考虑到矿区土地上的济
南化工产业园，高速路、国道等基础
设施以及北跨举措。该负责人介绍
说，采矿对城市建设的不利影响主要
体现在地面沉降和安全隐患两方面。

采矿很容易引发地面沉降，该负责人
告诉记者，在几乎与高王矿同时探明
的靳家矿矿区已经出现了个别村庄
房屋斑裂情况，而在章丘许多接近枯
竭的小矿之上，采矿区地面建设破坏
的治理也面临很大问题。

在2011年2月推出的济南市“十二
五”规划中，推进北跨发展的相关章节

也丝毫没有提及河北煤矿开发，“禁采”
似乎已成为高王矿难违的宿命。不过，
官方的声音又似乎有了些暧昧，近日，
天桥区国土资源局相关工作人员透露，
虽然北跨建设一说由来已久，不过高王
矿区土地的具体用途一直没有详细规
划，矿区采不采将由探矿权所有人和建
设单位双方协商确定。

近几年，随着城市和经济的快速
发展，济南的煤炭需求越来越大，尤
其是到了取暖季，每年的电煤供应都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济南市国土
资源局矿产资源处有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济南的可开采煤炭资源逐年
减少，部分矿井接近枯竭。为了弥补
煤炭供需缺口，除了外购，政府部门
不得不选择往地层更深处找矿和境
外找矿等方式开发新的矿源。

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储量10
亿吨的高王矿区却被封存起来。据了
解，早在2003年，济南市国土部门就
将高王矿区划为禁采区，禁止设立采
矿权，禁止一切开采煤矿资源的活
动。在 2010年的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里，高王矿区仍是禁采区。

在2010年的济南两会上，多名人
大代表联名提交建议，希望济南市政
府阻止有关单位申办高王矿区采矿

权，把高王煤田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
储备起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不开
采。建议提交者之一、济南化工产业
园管委会副主任彭恒信告诉记者，在

2010年两会之时，自己曾耳闻有企业
在私自开采高王矿，这引起了一些代
表的担心，于是大家联名提出了这一
建议。

丰富的地下煤资源给黄河北岸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 本报记者 董钊 摄

既要开采煤炭，又要保证地上建设

部分煤矿提出“有限开采”
本报记者 董钊

北跨建设，煤炭开采。两项原本都是促进济南

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如今却成了一个让人两难的

命题。而深处这一问题核心的部分煤矿的经营者也

在探索这一难题的解决之道，“保护性开采”和“有

限开采”是他们提出的主要观点。

煤矿让村民腰包鼓起来

“有限开采”保证北跨

一说起黄河北岸，大多数济南人可能都会将其和贫穷联系起来。其实，住在黄河北岸的人很

“富”，只在天桥辖区内，就有一个总量为10亿吨的大煤田——— 高王矿。

然而，从其探明到现在十年过去了，对于高王矿区是否开采依然没有定论。开采，可以有效缓

解济南煤炭需求紧张的局面，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同时也会为济南北跨以后的城市建设带

来一定隐患。

10亿吨的大煤田 探矿权没拍出去

开采或带来隐患 采不采都是难题

济南煤炭需求紧张 大煤田却被“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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