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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部分违法分子猖狂开
采“济南青”，给大马桥等村
居民的生命安全带来危险。
靠近矿坑的部分楼房，有的
墙体多处严重开裂，最宽的
缝几乎可以放进成人拳头。
另外，放炮炸石导致有的住
户家里天天像闹地震，炸起
的碎石砸破建筑屋顶、玻璃
以及汽车。

对于盗采“济南青”，记
者了解到，大马桥村多数村
民强烈反对，只是忌惮采矿
者的势力，不愿意出面。但
也有一部分村民，作为违法
采矿的既得利益者，暗中支
持盗采行为。

济南市国土资源执法
监察支队魏忠俊告诉记
者，他们对大马桥村盗采

“济南青”一事的取证已经
开始，调查工作十分细致，
必要时要还需报请省一级
国土部门评估认证。视情
况将考虑是否立案处理。
另外，针对盗采者使用炸
药炸石，公安部门正在对
炸药的来源进行追查。

北京盈科（济南）律师
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文剑
南律师说，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和《刑
法》的规定，擅自采矿可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拒不
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
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严重的最高可
判七年有期徒刑。

本报记者 乔显佳

记者3日来到大矿坑
北侧看到，不过十天工夫，
矿坑北面再次出现大面积
坍塌。绿油油的麦苗跌入
深坑，有的还挂在坑壁上。
经过连续多年的疯狂开
采，大坑最深处将近百米。
可以预料的是，随着雨季
来临，坑口四周还有继续
坍塌的危险。

大矿坑中迄今残留的
山头便是马桥山，由于常年
滥采，如今距离华山风景区
不过数公里之遥的这座小
山已然旧貌无存。

山东省地质调查院副
院长李壮听了记者对大矿
坑现状的描述，明确表示很
难治理。即便要投巨资治
理，整个过程也将很复杂。
必须邀请有关专家，从安
全、经济、周边环境等多方
面考量，拿出治理方案。因
为坑太深，无法改为蓄水
湖，渣土填埋也将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格相关新闻

格专家说法

多数村民反对

滥采“济南青”

即便投巨资

治理也挺难

本报自3月21日起，就
滥采“济南青”进行连续报
道。图为相关版面。

本报自3月21日起，对优质“济南青”遭滥采贱卖的现象进行了

连续报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4月2日，济南市有关部门组织联

合执法，拆除了采矿大铁架，并计划将采矿点辟为渣土填埋场，以

彻底杜绝违法分子滥采“济南青”谋取暴利的念头。

填埋大矿坑
拯救“济南青”
本报连续报道引关注，200多人执法队伍联合行动

大矿坑或变成渣土填埋场

本报济南4月3日讯（记者
乔显佳） 本报有关优质“济

南青”遭滥采贱卖的系列报道，
引起有关部门重视。从2日起，
济南市多部门联合执法，出动
200多人的执法队伍，填埋盗采
“济南青”的济南历城区华山办
事处大马桥村大矿坑，并彻底
拆除了采矿设备。

2日上午，根据联合执法方
案，现场调来两台重型起重机、
两台挖掘机，另有一台16米长的
低平板车，顺着坡道倒车下到坑
底，准备运走拆下来的设备。

一名技术工人爬上采矿用
的大铁架，将其中一台重型起
重机“长臂”垂下的挂钩牢牢勾
在大铁架的顶部，另一台起重
机勾住底部。随后，两台起重机
同时用力，将大铁架吊起来，平
稳地放在空地上。

在拆大铁架的同时，两台挖
掘机对矿坑采矿点进行初步填

埋。为架设大铁架而砌出的平
台，也被执法人员用挖掘机捣
毁。下一步，有关部门考虑通过
设置渣土填埋场的办法，杜绝盗
采可能。

历城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冀慎军透露，渣土填埋是根除
大矿坑的选项之一。近期，国土
部门曾邀请济南市渣土办负责
人到场调研。据目测，大矿坑体
量太大，需要辟出专门的渣土
车路线，另外还必须考虑尽量
减轻车辆运送和倾倒渣土对村
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大坑的形
成和治理都不是一日之功，我
们正在考虑长效办法。”冀慎军
说。

据大马桥村村民介绍，这个
大矿坑至少存在二十几年了。自
2006年以来，历城区和华山办事
处多次关停。但受利益驱使，违
法分子将大矿坑圈在围墙内，盗
采“济南青”。

“腰斩”大铁架 用了1小时

因为滥采“济南青”的大矿
坑深近数十米，要想开采并运
出坑底的矿石，必须架设大型
起吊设备。所以彻底拆除“大
铁架”是拯救“济南青”的关键
一步。

大铁架足有二三十米高，
直径近两米，由粗大的三角铁
等焊成。据现场技术工人介绍，
大铁架近20吨。要想用16米长
的低平板车运走，必须将其“腰
斩”成两截。

来自济南某专业公司的十
几名技术工人，对大铁架进行
拆解。一名工人弯腰钻进大铁

架中，使用扳手拧螺丝，感觉十
分困难。不得已，只好用大锤猛
敲，希望能震开被锈死的螺丝
和焊接缝。约半个小时后，仍没
有拆开的迹象。随后，切割设备
派上了用场，几名工人手搭手
一起干，现场火星直冒。

记者看到，因场地空间受
限，更多的工人很难插上手，只
能在一旁看着，或者轮番上阵，
整个拆解过程足足花了1个多
小时。直到大铁架被分成两截，
众人才松了一口气，现场发出
一阵欢呼声。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格现场直击

2日，对济南市历城区华
山办事处大马桥村村东大矿
坑进行联合执法中，历城区供
电部门派人来到现场，对非法
采矿坑实行断电。

“作为一次由区委、区政府
联合组织的执法行动，执法本身
必须先做到程序合法”。历城区
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冀慎军说，为
此他们几次研究、完善的行动方
案，还特别查了近期天气情况，
避开大风和降雨天气，确保专业
施工队伍能施工。

“前期准备工作中，寻找
施工队伍最为麻烦。如果找不
到合适的施工队伍，我们考虑
将采矿设备推倒、捣毁，或者
使用炸药爆破等备选手段。”
冀慎军说。

2日早上，相关负责人在联
合执法行动前提出明确要求：一
是必须确保人员安全；二是坚决
彻底地拆除采矿设备。

根据分工，来自公安、国土
等单位约200人的执法队伍在大
马桥村村口、大矿坑围墙以外，
以及大矿坑周围设置三道“警戒
线”。尽管如此，大矿坑周围还是
出现一些不明身份的人，不时交
头接耳。有几名男子的穿着与记
者前期采访时看到的盗采矿人
员一致。一名50多岁男子向记者
低声说道：“你们这是砸我们的
饭碗啊！”

“砸你的饭碗就是保护你子
孙的饭碗。”一位在现场执法的
国土执法人员当即回应道。

本报记者 乔显佳

为方便运输，工人用切割设备将大铁架从中间割断。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砸你饭碗，
就是保你子孙饭碗”

▲用来盗采“济南青”的设备
被大型平板车运走。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拯救“济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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