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2023年底
海南已完成

101 个
历史遗留矿山修复

面积426.75 公顷

投入资金3.3亿元

其中社会资金1.2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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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县雷鸣镇原金鸡岭农场十二队，
几处山坡间其实有公路可直达，但在过去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里几乎成了无人敢
入的“禁地”。“偶尔有牛羊误入，不是摔死
就是摔伤。”海南农垦母瑞山农场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维亮说，“禁地”
里让人避之不及的“陷阱”，其实是一个个
藏在杂草下的废弃矿坑。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开
德石场、开山石场、108石场、创业石场等
4处矿山在这里接连开采。一车车玄武
岩运往各地，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
生态环境留下累累“伤痕”：“矿疤”遍地、
危岩崩落、植被破坏……

黑乎乎的玄武岩，还只是最“平平无
奇”的矿石之一。

海南省地质局数据显示，海南岛先后
发现矿产89种，探明矿产地542处。依托
如此丰富的资源，过去几十年间，海南大
规模进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部分越界违
法开采行为，也留下沉重的“生态欠账”。

经相关部门2020年初步统计，全省
共有342个历史遗留和闭坑矿山。

“欠账”要不要还？“不还不行！”定安
县资规局地质与矿产资源管理室负责人
王才胜直言，就拿金鸡岭这处矿区来说，
长年的开采行为严重破坏原生地形地貌
景观，不仅留下较大安全隐患，土壤污染
等问题也严重制约了当地的产业发展。

可拖了几十年的“旧账”，还起来并非
易事。“矿山恢复治理有一套复杂的流程，
技术难度高，工程量浩大。”王才胜粗略罗
列了几道工序——

先要“化危为安”，清除危石、降坡削
坡，以消除崩塌隐患，并覆土复绿使其进
一步保持稳定；再“换装披绿”，平整清理
场地，完善排水系统，通过植树造林逐步
恢复自然生态功能。

“整个治理周期长达3年，我们算了
一笔账，差不多要花5000多万元。”张维
亮无奈地露出苦笑，如此巨款，让他们实
在心有余而力不足。

缺少修复资金，是许多矿山面临的共
性问题，这也曾让昌江黎族自治县叉河镇
三狮岭V2矿山的修复工作寸步难行。

因粗放式开采，这片矿山山体大面积
裸露、水土不易保持等问题突出，经估算，
修复费用大概需要1500余万元。

“如果严格按照开采设计进行阶梯型
开采，修复难度和成本不会这么大。”该县
资规局生态修复室负责人周萌萌直言，包
括三狮岭V2矿山在内的许多民采矿山，长
期对矿山不分层垂直剥离，使得一些开采
面垂直落差达几十米，修复难度极大，这才
导致这笔“生态欠账”需“连本带息”偿还。

除了资金压力，矿山修复后期管护也
是一个大问题。

“矿山复绿不是简单把树种下去就完
事了，后续至少还需要两到三年的管护。”
周萌萌说，三狮岭V2矿山的石料是建筑
用花岗岩，裂隙少、表层光滑，植物的种子
很难发育，更进一步增加管护难度系数，

“昌江共有68处矿山，倘若修复管护工作
全部依赖政府部门，显然不切实际。”

谁来负责？如何修复？钱从哪来？几
个问题，问出矿山生态修复的解题关键。

工程量浩大，修复成本高，谁来负责？
如何修复？钱从哪来？

旧账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尹建军 实习生 陈思帆

整个元旦假期，儋州市兰洋镇番开村村民叶建豪忙得脚不沾地。
自从家门口的莲花山成了景区，他便辞掉外地的工作，在山里开了间小卖

铺，“节假日游客多，一天的营业额能有七八千元。”
让叶建豪留下来的莲花山，几年前却让人避之不及。
山体裸露、植被损毁、水土流失……半个多世纪的采矿史，曾在这里留下

遍地“矿疤”，暴雨来袭时，山体滑坡常有发生，周边不少住户纷纷搬离。
“生态欠账”怎么还？莲花山的选择是，将“欠账”重新变成“资产”：通过

“矿山修复+文旅”，将工业遗迹进行改造再利用，推出的矿坑剧场等文旅产品
成为景区吸引物，实现废弃矿坑的“复绿生金”。

“修复+”后的答案，不只是文旅。将视线转移至省内其他市县，会发现随
着多类型主体积极参与、多维度产业综合集成，海南正不断拓宽“废弃矿山—
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实现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绿色平衡。

从“复绿”到“生金”，在海南，“矿山修复+”还有更多可能。

新生

儋州莲花山，无人机的航拍画面中，
一个深50多米、长宽各400多米的巨坑
赫然出现。巨坑并非天然形成，而是矿
山关停后的遗存。20世纪50年代以来，
原蓝洋农场大量开采石灰矿，在莲花山
共留下6个这样的巨型矿坑。

如此巨坑，该怎么填？2018年，当人
们启动对莲花山的生态修复工程时，一
道难题摆在面前。

“如果采用整体填埋等传统修复方
式，高昂的成本将让人难以承担。”海垦
旅游集团氡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郑超超说，随着原蓝洋农场转企改制
成立海垦旅游集团，“矿坑变景区”的设
想应运而生——

矿坑太大难以填补，那就顺势改造成
露天剧场、人工湖；矿坑边坡反正也要修
整，干脆“艺术加工”为景观雕塑；针对植
被难以成活的破碎山体，则通过网丝铆钉
加固修复后再依山就势地进行美化……

坐上观光电瓶车，绕景区转上一圈，
会发现这样的“巧思”随处可见。

以“矿山修复+文旅”为方向，莲花山
在修复基础上充分挖掘矿山特殊地质地
貌景观，将原先招人嫌的“矿疤”改造成
为景区吸引物，先后获评全国矿山生态
修复示范工程、国家级4A景区，如今累
计接待游客已超百万人次。

“按照‘一矿一策’的治理原则，宜耕
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建则建，海
南正持续探索‘矿山修复+’的多种模
式。”省资规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譬如临高县新盈镇，便选择了将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切入点。

“为统筹解决土地碎片化、利用低效
化、生态质量退化等问题，我们将全镇的
工矿废弃地与撂荒地、低效园地、荒草地
等，于2022年全部‘打包’纳入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试点项目，进行系统修复、综合
治理。”新盈镇党委副书记王亦鑫说。

经过5个多月的“改头换面”，位于该镇
和贵村的108个矿坑，如今地平整、田成方。

“除了复垦造大田，我们还结合村庄
周边的古村落、红树林等旅游资源，特地
保留了个别矿坑，今后将改造成池塘垂
钓，发展乡村旅游。”山乡集团金坤（海南）
土地发展公司董事长马光金是新盈镇按
照“不予不取”原则引进的社会投资方，在
他看来，抚平“矿疤”不是一填了之，因地
制宜导入产业，才能真正“变废为宝”。

矿山变农庄，矿山变景区，矿坑变良
田……当海南将“矿山修复+”的后半篇
文章不断写出新意，推动废弃矿地资源
向一、二、三产业蜕变时，提高的是矿产
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水平。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
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浪费造成的。”在
省资规厅相关负责人看来，要想从源头
减少矿山生态破坏问题，必须推进矿产
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

如何从源头确保高效利用？2023年
11月，海南给出“新招”——

建立新旧采矿用地挂钩制度，明确要
求未纳入国家重大项目清单及省级重点
（重大）项目清单的采矿项目用地，实行新
旧矿山用地挂钩机制，用地计划指标原则
上由市县或企业通过复垦修复存量采矿
用地腾退的指标予以保障。也就是说，采
矿权人只有履行完了复垦修复义务，才有
资格获得新的采矿用地指标。

激励与约束并举，集约开发与循环
利用并重，如今在海南，越来越多矿山正
由“灰”转“绿”生“金”。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

石场在哪儿？驱车驶入东方市大田
镇好德石场，望着眼前的莽莽青山，众人
不禁好奇。

“这些山就是。”海南好德实业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冼以鸿说，在连续开山采石
7年后，该公司于2019年7月开始对山体

进行生态修复，通过削坡减载、挂网
喷播、覆土绿化，如今石场几乎与周
边环境融为一体。
“谁破坏、谁治理”，这是海南推进

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始终坚守的准则。
但矿山生态修复不能都是“事后补

救”。除了督促矿业权人积极履行法定义
务，早日还清“旧账”，如今，海南也正将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监管关口再前移，确保不
欠“新账”。

位于澄迈县福山镇的文兴石场，开采
与复绿都始于2016年。“我们自上而下台
阶式开采，开采完一级，就复绿一级。”石
场相关负责人华世柏说，这一过程中，资
规部门始终实时跟踪掌握采矿进展，并督
促石场严格按照矿山“三合一”方案，边开
采、边治理、边恢复，努力将采矿活动对生
态影响的程度降到最低。

“三合一”，即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矿山土地复垦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合三为一，同时编制、
同时审查、同时实施。从“事后补救”到建
立“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机制，目前
全省81个生产矿山均已按要求编制“三合
一”方案，确保开采、治理、复绿“齐步走”。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也有不少历史遗
留矿山无法确定修复责任人或责任主体
灭失，只能由政府兜底。当一笔笔动辄上
千万元的修复治理费用叠加，于是又回到
这一关键问题：钱从哪来？

解题思路的打开，始于一纸文件的下
发。2019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探索
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
见》，提出“通过政策激励，吸引各方投入，
推行市场化运作、科学化治理的模式，加
快推进矿山生态修复”。

怎么个政策激励？换言之，就是让社
会资本看到“盈利点”。

2020年11月，海南绿满岛实业有限
公司通过投标拿下三狮岭V2矿山修复
项目。吸引该公司的，是一份长达30年
的经营协议——

由企业出资种植经济树种复绿，产生
的经济效益由政府与企业按1：9的比例分
成，期限为30年。期间，政府免收矿山旧
址涉及的国有后备用地租金，并一次性付
清涉及的村集体和农户承包地租金。

这种合作模式，让生态治理与经济效
益双赢找到了结合点，修复资金与管护问
题迎刃而解。

马占相思、银合欢、印度紫檀、花梨木
……随着4万多株苗木开枝散叶，“换装披
绿”的三狮岭V2矿山修复点，如今通过

“矿山修复+废弃资源利用+产业融合”，正
完成从“生态包袱”到“绿色财富”的转身。

再将视线转回定安，“矿山修复+”已
然结下硕果。

“光是收获的百香果，就已卖了约90
万元。”连日来，位于原金鸡岭农场十二队
的一片“农庄”里，海南建达盛实业有限公
司定安分公司（以下简称建达盛公司）相
关负责人王唐诗穿梭在成片的经济作物
与观赏性植物间，浇水管护忙碌不停。

“农庄”不在别处，正位于那片曾满目

疮痍的废弃矿区。
吸引建达盛公司的，同样是一份双赢

的协议：由该公司出资修复，并以每年每
亩80元的低廉租金，从母瑞山农场公司
获得该矿区修复点20年的土地使用权。

“我们花了近4年时间，才解决这里的
地质灾害隐患、水土流失等问题。”尽管前
期投入大，王唐诗却并不担心回本问题，

“我们将在这里打造一处农旅文融合的现
代化农庄，除了卖水果，也能卖风景。”

“谁修复、谁受益”，这是昌江、定安成
功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矿山修复，共同遵循
的底层逻辑。这一过程中，海南出台系列
政策文件，借助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乡村
振兴等政策工具和目标手段，着力拓宽资
金筹措渠道，积极探索“政府主导、政策扶
持、社会参与、开发式治理、市场化运作”
的矿山生态修复新模式。

压实主体责任，吸引社会资本，“谁破坏谁治理，
谁修复谁受益”

双赢

截至去年底，海南完成101个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持续拓宽“矿山修复+”转化路径

从采矿山到“ ”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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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矿一策，因地制宜，越
来越多矿山由“灰”转

“绿”生“金”

目前全省81 个生产矿山

均已编制“三合一”方案

确保 开采 治理 复绿 “齐步走”

① 俯瞰修复中的定安
金鸡岭矿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② 儋州莲花山矿坑变
景区，吸引众多游客打卡。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③ 曾经的废弃矿区如今
种下成片百香果。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修复前（上）和修复后（下）的昌
江三狮岭V2矿山第三生态修复区。

（昌江资规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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