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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保障重大项目实施的建筑材料供给、促进经济可持续健康

发展，根据《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三十九

条规定，铜川市自然资源局王益分局委托作业单位编制了《王益

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年）调整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 

《方案》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办法》等部门规章，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技术

规程>和<市县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

资厅发[2015]9 号）、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规划调整及上图入

库操作指南》等相关文件，《陕西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年）》、《铜川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年）》、《王益区矿

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等相关

规划。 

《方案》是在《规划》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对王益区采矿权的

设置做出调整，为本区采矿权的设置和调整提供依据。 

《方案》适用于王益区所辖行政范围内的采矿权设置。适用

期限为 2020年 1月至 202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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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的批复及实施情况 

根据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开展第三轮市县级矿产资源规

划编制工作的通知》（陕国土资规发【2014】137号）精神要求，

2017 年 8 月，铜川市国土资源局王益分局区委托陕西省一九四

煤田地质有限公司编制了《规划》。2018年 3月，铜川市国土资

源局组织陕西省国土资源规划研究院有关专家对《规划》进行了

审查。《规划》审查通过并予以实施。 

2015年底，王益区共设置各类采矿权 17处，其中煤炭 5处，，

水泥用灰岩 2处，建筑石料用灰岩 5处，砂岩矿 1处，砖瓦用粘

土矿 4处。《规划》中提出，2020年底，王益区保持灰岩矿采矿

权 5处，建筑用砂石采矿权 1处，砖瓦用粘土采矿权 1处。截至

本次调整前，煤矿采矿权已全部取消，《规划》中建筑石料用灰

岩的 2处资源整合已经完成，符合《规划》中采矿权设置的相关

要求。 

截止本方案编制前，王益区矿山总数由 17 个减少至 6 个，

其中水泥用灰岩矿区块 2 个，生产规模 540 万吨/年，建筑石料

用灰岩矿区块 3 个，生产规模 110 万吨/年，砖瓦用粘土矿区块

1 个，生产规模 6 万立方米/年。除了由于停产未办理矿权延续

的王益区兴运石渣厂采矿权已过期，其余所有矿山采矿权有效期

均在 2020年 5月以后。 

《规划》实施以来，王益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进一步优

化；全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稳步推进，区人民政府始终



 

3 

 

坚持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相结合，对新设立采矿权一律以“招、

拍、挂”等市场竞争方式出让，基本建立了公平有序的矿业权市

场，矿产资源规划、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矿山环境保护与

治理等矿政管理步入正轨。 

二、规划调整的原因 

黄堡安村绿色建材产业园项目已列入 2020 年省级重点项

目，计划总投资 12 亿元，占地 679亩，一期规划建设年产 1000

万吨骨料生产线，二期规划建设年产 20 万吨制灰生产线，最终

建成集绿色矿山开采、精品建筑骨料加工、高品质混凝土及预拌

砂浆生产、建筑固废资源化利用、装备式建筑及物流运输“六位

一体”的石灰石绿色建材产业园。项目全部建成后，年销售额约

15.8亿元，年纳税约 2.8亿元，解决就业 1000余人，同时与陕

西铁路集团合作建设高铁 PC预制件生产基地。 

为了配合该项目建设，需要在黄堡镇投放一个建筑石料用灰

岩的采矿权，而《规划》并未在该区域设置石灰岩集中开采区，

需要新设置集中开采区适合采矿权的投放。 

三、规划调整依据 

1、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

资源部令第 55号）；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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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令第 241号）； 

（4）《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

〔2006〕12号）； 

（5）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规划调整及上图入库操作指南》； 

（6）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矿产资源开采审批登记管理有

关事项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16号）。 

2、规划文件 

（1）《陕西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年）》； 

（2）《铜川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年）》； 

（3）《王益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年）》。 

3、地质矿产信息及其它依据 

（1）王益区探矿权管理数据库、采矿权管理数据库。 

（2）王益区新设矿山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主要矿山开发

利用方案等。 

四、规划调整的基本原则及思路 

1、规划调整的原则 

（1）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要求的原则 

采矿权的设置应符合《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

院 241号令）、《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

知》（国土资发〔2006〕12号）、《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采

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14 号）、《关

于深入开展开山采石专项整治切实加强采石场管理的通知》（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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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办发【2015】4号）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 

（2）与上级矿产资源规划和行业规划相衔接的原则 

矿业权的设置应与上级规划衔接。同时，要符合王益区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旅游发展规划、国民经济发

展规划及环保、林业、水利、交通、农业、住建等相关行业规划。

做好与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三条控制

线的统筹衔接。 

（3）保护环境、保障安全的原则 

矿业权设置充分评估矿业活动对当地自然环境、水源、植被

的破坏程度，或对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地表建筑物等的安全造

成的影响，重要的水源地保护区、自然风景保护区、历史文化保

护区、重要基础建设保护范围内不得新设采矿权。 

（4）保障当地矿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从实际情况出发，在科学论述拟设矿权基本情况的基础上，

合理划定矿权范围；同时，充分考虑矿种的特点，发挥资源优势，

保障当地矿业经济可持续较快发展，同时促进当地劳动力的就

业。 

2、规划调整的思路 

依据国家有关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对《规划》进行局部

调整。在统筹考虑区域资源特点、地质勘查程度、矿产开发条件、

市场需求等因素，坚持有利于规划的实施和保护环境的方向，原

则上不突破规划的各项限制指标，合理投放矿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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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调整方案 

1、规划分区调整 

《方案》中增加了集中开采区 1 个（设区块 1 个），用于本

次新设采矿权的投放，其它规划分区不变。 

2、采矿权设置区划调整 

（1）注销的开采规划区块 

《方案》注销建筑用砂岩矿开采规划区块 1处（铜川市王益

区金桥建材有限公司），该区块为《规划》中保留的开采区块。

由于开采规模为 5 万吨/年，达不到采石矿山最低生产规模（10

万吨/年），按照铜川市人民政府《铜川市开山采石专项整治行动

方案》（铜政办发〔2015〕31号）要求，本次调整对其进行注销。 

（2）新增的开采规划区块 

空白区新设开采规划区块 1处（铜川市王益区郝口村建筑石

料用灰岩矿），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铜川市王益区郝口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区块编号为 CQ15,区

块面积 0.4070平方公里，查明资源储量 6427.7万吨（铜自然资

储备 2020【1】号文），设计生产规模为 300万吨/年，服务年限

为 19年，满足石灰岩矿新建矿山不低于 100万吨/年的要求。 

经核查，新设开采规划区块范围与其他矿业权无重叠，不属

于各类自然保护区，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区块位于黄堡镇以西

9 公里，区内无村庄以及重要交通干线等，符合矿业权投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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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采矿权投放后，将采用现代化采矿工艺，布置高产高效的

开采工作面，实现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同时加强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在开采过程中做到“边开采、边治

理”，实现绿色开采，加快绿色矿山建设。 

本次调整以后，王益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采区块共计为 4

个，开采规模为 410 万吨/年，为黄堡安村绿色建材产业园项目

和高铁 PC预制件生产基地的建设提供了原料支撑。 

矿业权投放时序为 2020年。 

六、调整方案结论 

《方案》调整和新设的规划区块符合法律、法规、规划规定，

不存在禁止开采矿种，新设矿山不在禁止开采区内。 

《方案》新设集中开采区（块）1个，在区内拟设 1个建筑

石料用灰岩开采规划区块，注销开采规划采矿权区块 1个。规划

指标、规划分区变化小，不涉及重点工程等其他规划内容调整。 

《方案》符合《王益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年）》

三区管理要求和主要规划指标，对规划实施的影响较小。 

《方案》中开采规划区块的调整，促进资源规模化集约化开

发，提升矿山经济效益；新设的集中开采区（块）为黄堡安村绿

色建材产业园以及陕西铁路集团高铁 PC 预制件生产基地提供了

原料支撑，解决了数千人的就业问题，给当地居民带来一定的经

济收入；矿山在未来的生产过程中，在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同时，要加强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坚持“在保护中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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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最终实现矿产资源绿色开发以及民生改

善的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