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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一、矿产资源概述

河曲县位于晋、陕、蒙三省区交界处，山西省西北部，地处黄土

高原东部边缘，全县矿产资源储量较丰富，主要有煤、煤层气、铝土

矿、高岭土(岩)、石灰岩、砖瓦用粘土等。目前主要开采的矿产资源

为煤、石灰岩、建筑用砂和砖瓦用粘土为主。其中煤矿 11 座均为中

型矿床，石灰岩矿均为小型矿床。未对煤层气.铝土矿、高岭土(岩) 进

行开发利用。

（一）煤炭资源

煤炭资源为全县的支柱产业，分布面积约 135.52 km2，埋藏浅，

易开采，厚度大，热值高，煤质优，露天开采条件较优越，目前河曲

县生产煤矿企业 9座，其中 3 座为露天开采，6 座井工开采。

（二）建筑石料用灰岩

石灰岩主要分布于县境东南部，资源丰富，目前现有市发证的建

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 7 座。

（三）砖瓦粘土

河曲县境内沟谷及丘陵地带分布有第四系冲洪积物，多为露天堆

积呈丘陵状，易采，质量一般，可作为砖瓦粘土，现有县发证的砖瓦

粘土采矿权 3 座。

（四）建筑用砂

建筑用砂位于县城西口镇东部，易采，现有县发证的建筑用砂采

矿权 1 座。

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概况

河曲县现有市、县发证矿山 11座，分布情况：其中沙泉乡 5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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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口镇 2 座、沙坪乡 1座、楼子营镇 1座、巡镇镇 1 座和土沟乡 1 座。

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7座，砖瓦用粘土矿 3 座，建筑用砂 1 座。

开采方式都为露天开采。

（一）建筑石料用灰岩

河曲县目前有 7 座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其中 6座采矿证已到期关

闭，1 座生产矿山，具体情况如下：

1、河曲县石洼石料厂，矿区面积 0.05 平方公里, 生产规模 6.00

万吨/年，有效期限至2023年5月24日。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量24.53

万吨。

2、河曲县沙坪三鑫石料厂，矿区面积 0.06 平方公里, 生产规模

7.00 万吨/年，有效期限至 2023 年 7 月 24 日。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

量 28.83 万吨。

3、河曲县启辰矿业有限公司，矿区面积 0.0802 平方公里, 生产

规模 5.00 万吨/年，有效期限至 2023 年 8月 15 日。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量 27.84 万吨。

4、河曲县金大石料厂，矿区面积0.076平方公里, 生产规模8.00

万吨/年，有效期限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量 87.82 万吨。

5、河曲县石家梁石料厂，矿区面积 0.0632 平方公里, 生产规模

7.00 万吨/年，有效期限至 2021 年 8 月 20 日。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

量 61.51 万吨。

6、河曲县中天隆水泥有限公司，矿区面积 0.1806 平方公里, 生

产规模 10.00 万吨/年，有效期限至 2021 年 11 月 23 日。矿区范围内

保有资源量 175.18 万吨。

7、河曲县裕茂石料厂为生产矿山，矿区面积 0.0522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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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规模 6.00 万吨/年，有效期限至 2025 年 6月 24 日。矿区范围内

保有资源储量 34.34 万吨。

（二）砖瓦用粘土矿

河曲县目前有砖瓦用粘土矿 3 座，采矿证都已到期关闭。具体情

况如下：

1、河曲县楼大建材有限公司，矿区面积 0.0127 平方公里, 生产

规模 1.50 万立方米/年，有效期限至 2023 年 9月 10 日。矿区范围内

保有资源量 7.6313 万吨。

2、河曲县晋华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矿区面积 0.0045 平方公

里, 生产规模 0.35 万立方米/年，有效期限至 2024 年 3 月 10 日。矿

区范围内保有资源量 1.75 万吨。

3、河曲县正大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矿区面积 0.0128 平方公

里, 生产规模 2.25 万立方米/年，有效期限至 2024 年 3 月 8 日。矿

区范围内保有资源量 9.994 万立方米。

（三）建筑用砂

河曲县有建筑用砂矿 1 座为河曲县三福商贸有限公司，矿区面积

0.0708 平方公里, 生产规模 1.00 万立方米/年，有效期限至 2023 年

6月 30 日。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 8.9 万吨。

第二章 整合工作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按照“标本兼治、疏堵结合”要求，依法依

规，通过关闭一批违法违规、资源枯竭、僵尸矿山，资源整合和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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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一批小、散、乱矿山，公开出让一批符合产业政策、规划、生态

保护要求的资源等方式，深入开展市、县发证矿山资源规范整合，实

现全县市、县发证矿山数量大幅减少、发展质量明显提高、大中型矿

山协调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显著加强、安全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保

障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充分增强，推动我县市、县发证矿山绿色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政府引导、依法推进。以资源为基础，坚持政府引导、 企

业自愿和市场运作相结合，依法推进整合工作。

坚持科学规划、分步实施。综合考虑开采现状、资源条件、市场

需求和生态环境等因素，坚持统筹规划与有序开发并行、资源开发与

生态保护并重，根据我县（市、区）矿产资源规划及相关产业政策，

科学编制市、县发证矿山整合方案，并按照方案有计划、分步骤开展

工作。

坚持就近整合、集中连片。在市、县发证矿山的规划集中开采区

内，在同一矿体范围内开采的连片小矿必须进行整合，改变“多小散

乱”布局。

坚持有偿使用、市场配置。对于拟整合矿山夹缝资源，以及拟新

设立的采矿权，全部实行市场化配置，通过竞争性出让方式竞得，整

合后的矿山达到大中型矿山标准，力争实现“净矿”出让。

坚持统筹兼顾、公开公正。兼顾各方利益，依法保护采矿权人权

益，保障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益，积极稳妥推进，维护社会稳定。公

开资源整合和出让信息，公正解决、处理有关问题，广泛接受社会监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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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体目标任务

（一）矿山开发布局进一步优化

坚持“绿色化、科学化、减量化”，统筹资源禀赋、开发现状、

矿产资源规划、生态红线和安全生产准入条件，科学合理编制市、县

发证矿山企业规范整合方案，重新调整划分矿区范围，初步确定开采

规模，基本解决“大矿小开、一矿多开”等问题，整合后全县砂石土

类矿山总数原则上减少 50％左右。实行区域管控，整合后以大中型

矿山为主，按照本地区资源赋存、民生发展需要提出合理整合设置方

案。通过矿山整合或公开出让，全县所有市、县发证矿山企业基本形

成矿山开发布局有序合理、矿山规模结构整体优化、矿山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开发利用水平逐步提升、安全生产局面全面向好、绿色矿山

建设全面推进的新格局。

（二）培育中型市、县发证矿山企业、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

通过规范整合，鼓励市、县发证矿山企业通过资源产业化管理、

股份制改造、区域集团化重组等方式，组建区域性、综合性砂石土企

业集团，增强企业的资本运营能力、科技创新能力、综合管理能力、

生态保护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三）绿色矿山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

全面推进非煤矿山绿色矿山建设，积极推动提高非煤矿山入选忻

州市绿色矿山创建名录》比例，新建非煤矿山必须按照省市绿色矿山

有关要求进行建设生产。

（四）矿山生态环境及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改善

通过整治整合，矿山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矿山基本建立“绿色、

生态、环保”的开采模式，对地质灾害隐患、环境污染等问题进行治

理，使已损毁的矿山生态环境功能逐步恢复，加快形成自身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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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良性发展、开发利用水平逐步提升、安全生产局面稳定向好的

新格局。

（四）整合范围、标准和方式

1、整合范围

全县所有市、县级发证矿山企业。

（1)持有效《采矿许可证》且有剩余资源储量的。

（2)持市、县两级自然资源部门因矿山企业提供资料不全需补正

资料等而出具不予行政许可或不予受理证明的。

（3)已划定矿区范围的矿山企业。县级政府认为应参与整治整合

的矿山企业。

（4)整合保留的矿山，必须符合忻州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

年—2025 年）。

（5)相邻矿区边界距离在 500 米以内、属同一矿体、且矿区面

积小于 0.1 平方公里、保有资源储量不足 30 万吨的必须整合。

2、整合标准和方式

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分类处理、公开公正，优胜劣汰”

的原则，以符合保留条件的矿山为基础，通过合并矿区、联合改造以

及对已关闭矿山的剩余资源、零星边角的空白资源及相邻矿山所划出

资源进行整合，优化开采布局，实现规模化开采。

3.关闭取缔淘汰矿山基本要求

（1）对两年内曾因非法采矿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非

法采矿行为的，坚决予以取缔关闭。

（2）对属自身原因导致采矿许可证过期失效的，依法予以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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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生态环境保护不达标、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不符合建

材产品技术标准的矿山，责令停产限期整顿。整顿仍达不到要求的，

依法予以关闭。

（4）对位于生态红线和各类保护区内市、县发证矿山按照保护

区主管部门意见办理。

（5）对未参与资源整合的市、县发证矿山，凡按年限公开出让

的，出让年限到期后关闭退出；凡按资源储量出让的，经核查，剩余

资源满足开采条件的，按设计产能限期开采完毕后关闭退出，不得扩

大矿区范围。

（6）对所有参与整合的矿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在明确

矿区规划布局、企业主体及整合对象、明晰产权后，除整合保留矿山

以外，其余参与整合对象依法予以关闭，发证机关根据县级政府的关

闭文件，依法对被关闭矿山的证照予以注销并向社会公告。

（7）坚决淘汰落后矿山。对面积小、规模小、资源枯竭、生产

工艺落后、生态恢复治理不达标且不能参与整合的孤立落后小矿山坚

决关闭退出。

（8）对涉嫌假整合的矿山，必须进行整治，列入整合范围。

（9）集中开采区内在同一实体矿体范围内开采的矿界距离达不

到安全标准的连片小矿，必须进行整合。

（10）整合同一矿体矿界距离达不到安全标准的小矿后的大中型

矿山，治理终了边坡需达到规定需求，同步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11）引导大型矿业集团、当地具有下游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有

能力建设绿色矿山的骨干企业成为整合主体。

4.严格准入条件建设规模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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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设置市、县发证矿山集中开采区。

（1）实行规划总控、计划管控、总量限控“三控”管理。

（2）提高市、县发证矿山准入标准，在符合生态要求、适于生

态修复的区域，避开生态脆弱、敏感区，合理规划、提高矿山绿色建

设标准的前提下，适当少量配置中型以上矿山。

（3）各县（市、区）政府负责此次规范整合工作，进一步提升

市、县发证矿山管理级别，整合工作列入市级考核项目。

二、阶段划分及时限要求

（一）全面调查摸底

河曲县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市、县发证矿山开发利用现状进行

全面调查摸底，委托技术力量较强的地勘单位对所有单独保留和参与

资源整合的矿山进行储量核查，查清有偿使用的剩余储量、生态环境

恢复治理情况等并进行评估，扎实做好开展市、县发证矿山整合的前

期工作。

（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河曲县根据本地经济发展需要，科学研判未来 5—10 年各类矿

产资源的需求量。根据每年各类矿产资源的需求量以及忻州市矿产资

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相关要求，充分征求各行业部门意见，

尽量利用现有矿区确定采石场开采区。每个开采矿区资源储量达到中

型以上，严格按照绿色矿山标准开展矿山建设等要求进行规划。

（三）严密制定整合实施方案

河曲县政府要科学编制市、县发证矿山整合方案，方案应包括市、

县发证矿山资源分布情况、采矿权情况、整合后拟设置采矿权方案（明

确整合保留矿山企业主体名称、坐标、面积、矿种及整合关闭矿山企

业名单等内容），矿山拟减少数量、压减比例、大中型矿山比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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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工作进度、任务分工和责任落实等内容，经听证并在当地主要媒体

公示后，上报市政府审批核准。

（四）资源储量核实备案

河曲县政府组织整合保留矿山主体依据市政府批复的整合方案

中的矿区范围进行储量核实后，上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评审备案。

（五）资产评估

凡参与整合的矿山企业都要自行申报有效投资价值评估报告表，

由县人民政府审核参与整合重组矿山的资源资产评估范围、可利用系

统设施、权利、债务范国后，委托专业评估机构对参与整治整合重组

矿山企业的出让收益缴纳情况、投资资产、生态环境破坏情况、土地

使用权(租赁用地）、债权债务等进行评估。欠缴的矿业权出让收益

原则上由原主体企业系担，或转让合同中明确由整合主体企业承担。

（六）明确整合进度

2023 年 4 月 30 日前，河曲县人民政府完成本辖区市、县发证

矿山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调查摸底和整合方案编制、报送工作。

2024 年 5月 30 日前，市政府完成整合方案核准。

2024 年 8月 30 日前，我县组织整合保留矿山主体依据市政府批

复的整合方案中的矿区范围进行储量核实后，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

2024 年 9月 30 日前,完成整合保留矿山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

2024 年 12 月 30 日前，完成整合出让工作。



10

第三章 矿产资源开发整合方案

一、整合工作的总体安排

根据《忻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忻州市开展市县发证矿山

资源整合实施方案的通知》（忻政办发〔2022〕58 号）文件精神，

为确保此项工作取得实效，县政府成立矿山整合领导组，统筹领导我

县市县发证矿山整合工作。负责我县市县发证矿山整合工作，其组成

人员如下：

组 长：王志浩 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副组长：王伯文 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

白俊峰 县政府办信息科科长

成 员：温贵浒 县监委委员

邢富强 县应急局局长

吕 文 县行政审批局局长

韩 昌 县财政局局长

李剑青 市生态环境局河曲分局局长

柳远文 县司法局局长

张瑞东 县发工科商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

赵喜柱 县市场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

郑永厚 县农业水利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

张保河 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周 涛 县公安局副局长

张 慧 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领导组办公室设在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办公室主任由张慧同志兼

任、负责牵头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明确任务分工，加强业务指导，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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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工作落实。各乡镇均需设置专项办公室、切实抓好深化市县发证矿

山资源整合等工作，确保整合目标任务得以实现。

二、整合实施方案

依据市、县发证矿山现状情况，结合各矿区周边含矿地质体特征，

根据河曲县基本农田分布范围和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对河曲县市县发

证参与整合的 11座矿山企业进行资源整合，整合后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由原来的 7 座，整合为 1 座，建筑用砂 1座单独保留，砖瓦用粘土

矿 3座到期关闭。各矿山企业整合见表 3-1。

表 3-1 河曲县市县发证矿山整合一览表

序号 矿山名称 开采矿种
矿区面积

（km2）
生产规模 备注

1 河曲县裕茂石料厂
建筑石料

用灰岩
0.0522 6.00 万吨/年

整合

2 河曲县启辰矿业有限公司
建筑石料

用灰岩
0.0802 5.00 万吨/年

3 河曲县三福商贸有限公司 建筑用砂 0.0708 1.00 万立方米/年 单独保留

4 河曲县楼大建材有限公司
砖瓦用粘

土
0.0127 1.5 万立方米/年 到期关闭

5
河曲县晋华新型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

砖瓦用粘

土
0.0045 0.35 万立方米/年 到期关闭

6
河曲县正大新型墙体材料有限

公司

砖瓦用粘

土
0.0128 2.25 万立方米/年 到期关闭

7 河曲县石洼石料厂
建筑石料

用灰岩
0.05 6.00 万吨/年 到期关闭

8 河曲县沙坪三鑫石料厂
建筑石料

用灰岩
0.06 7.00 万吨/年 到期关闭

9 河曲县金大石料厂
建筑石料

用灰岩
0.076 8.00 万吨/年

上报延续

资料不全

未批

10 河曲县中天隆水泥有限公司
建筑石料

用灰岩
0.1806 10.00 万吨/年

上报延续

资料不全

未批

11 河曲县石家梁石料厂
建筑石料

用灰岩
0.0632 7.00 万吨/年

上报延续

资料不全

未批

（一）参与资源整合矿山：

将河曲县启辰矿业有限公司和河曲县裕茂石料厂整合，整合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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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名称为：CQ158 河曲县沙坪乡川口村南部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区，整

合原因叙述如下：

①河曲县启辰矿业有限公司和河曲县裕茂石料厂两座矿山均为

建筑石料用灰岩，两个矿区面积不达上级要求，经整合后，矿区面积

达到文件要求；

②河曲县启辰矿业有限公司位于河曲县裕茂石料厂东边，两家矿

山企业相距不足 500 米，符合整合文件要求。

③从矿区周边含矿地质体特征、基本农田分布范围和生态保护红

线范围综合分析，两矿区周边均存在空白资源可以利用，整合后两矿

区之间的夹缝空白资源能得到合理利用，能通过整合扩界达到文件要

求的中型企业。

④根据河曲县六部门联合核查表，整合后矿区范围与Ⅱ级保护林

地（地方公益林）重叠 0.3724 公顷，根据《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

审批管理规范》（国家林业局令第 35 号）的规定，大中型矿山可以

使用Ⅱ级及其以下保护林地。整合后矿区范围距离最近省道 S308 道

路约 350 米，符合《公路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超出大中型公路二百

米。

⑤整合后矿区范围不以山脊划界。

整合后矿区由 18个拐点圈定，面积 0.2192 平方公里，开采矿种

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调整后范围坐标如下

（CGCS2000 坐标系三度带）：

（二）单独保留矿山

河曲县三福商贸有限公司为建筑用砂，矿山主体单一，矿区位于

河曲县 ES98°，距西口镇坪泉村 1.5km 处，距离 S249 省道 2.1km，

周边 500m 范围内无相邻矿山整合，将河曲县三福商贸有限公司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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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

（三）关闭矿山

关闭 8座矿山，分别为河曲县楼大建材有限公司、河曲县晋华新

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河曲县正大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河曲县石

洼石料厂、河曲县沙坪三鑫石料厂、河曲县金大石料厂、河曲县中天

隆水泥有限公司、河曲县石家梁石料厂。

三、整合重组采矿权出让

（一）整合重组采矿权出让方式

1.明晰产权。公开出让后，县政府组织对参与整合的矿山及整合

保留的矿山进行产权明晰，明确整合保留矿山的主体、组成及股比等，

上报明晰产权文件。

2.整合保留矿山完成“开发利用方案”、“三合一”方案的编制

评审及环境影响评价等资料准备及报批。

（二）采矿权出让收益处置方式及时限要求

整合保留及公开出让的矿山，其出让收益缴纳的方式、时限，按

照国家及省颁布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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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矿产资源开发整合方案

一、综合整治措施

（一）对保留矿山和整合重组矿山的整治措施

按照“谁破坏、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原则，严格履行矿山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义务。实行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年

度计划年初编制论证、县局年中督查、年末核实制度，保障矿山土地

复垦保证金、修复基金安全，合理规范使用或划转。整合保留主体在

1年内完成被整合矿山原矿区范围内生态环境的治理恢复工作，并通

过县级验收。

（二）对关闭矿山的整治措施

按照“谁破坏、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原则，严格履行矿山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义务。对于整合关闭的矿山，其矿山地质环境、

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责任由整合关闭矿山履行。

二、整合工作保障措施

（一）法律保障

该方案的编制是新形势下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本行

政区范围内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管理的有力抓手，是实现找矿突

破和创造、巩固良好的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保障性工程。方案一经批

准，必须严格执行。在本区内进行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开发利

用与保护均要以方案为依据，对不符合方案要求的勘查、开采项目，

不得审批或颁发勘查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不得批准用地，对于违反

方案审批或颁发勘查、采矿许可证的，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

责任。本方案还将根据实际需要，实行动态管理，滚动修编。调整和

修改方案必须按照规定程序进行。

（二）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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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这次露天矿山整合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按时完成市政府

下达的工作任务，我县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拨出专项经费用于整合中

所需要的人员办公经费、图纸资料费、车辆经费等各项费用的支出。

（三）技术保障措施

在本方案实施过程中，要强化基础资料的采集和技术服务支撑，

逐步建立矿业权信息管理平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矿业权管理工作效

率和矿政管理工作水平。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矿山企业为主体、产学

研结合、中介服务完善的矿业技术创新体系，多渠道增加矿业科技投

入。完善科技推广、信息服务、技术交流网络，加快重大科技成果的

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实施人才战略，培养造就一支适应矿山及其后续

产业发展的高素质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四）其他措施

县政府加强对整合工作的督导，及时研究解决整合工作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对整合矿区实地检查，确保整合到位，防止走

过场、假整合。负责整合工作的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密切配合，协

调行动，齐抓共管，进一步明确整合工作流程，简化办事程序，提高

行政效率，实行限时办结、现场办公、“一条龙”办公等制度，依法

为整合后的矿业企业换发相关证照。

县政府大力宣传整合工作的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和工作成效，营

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多渠道、多方式宣传这次露天矿山整合工作，

把此项工作当成政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完成。

对被列为整合对象但不愿参加整合的矿山，待有关证照到期后，

相关部门依法不再为其办理证照延续、变更手续，由当地政府依法收

回纳入整合范围。对不按时完成整合任务或者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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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工作的县政府决定暂停对该矿的土地和矿产资源的审批，通过以上

措施，有力的加快了我县的进一步整合工作，迎头赶上全市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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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一、经过本次资源开发整合，使矿山企业“多、小、散”的局面

得到明显改变，矿山开发布局趋于更加合理，矿山企业结构得到优化，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明显提高，矿山安全生产条件和矿区生态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明显增

强。通过以上整合，全县市县发证矿区的矿业权由 11个压减到 2 个，

到期关闭矿业权 8个，单独保留建筑用砂 1座，将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河曲县启辰矿业有限公司和河曲县裕茂石料厂整合为一座，压减比例

为 72.73%。

矿山开发布局明显合理。按照矿产资源自然赋存状况、地质条件

和矿产资源规划，合理编制整合方案，重新划分矿区范围，确定开采

规模，基本解决了大矿小开、一矿多开等问题。通过整合，重点矿区

和重要矿种的矿业权设置符合规划要求。

二、坚持以优并劣，扶优扶强的原则，通过整合使矿产资源向开

采技术先进、开发利用水平高、安全生产装备条件好和矿区生态环境

得到有效保护的优势企业集聚。使整合矿区内的矿山企业实现了规模

化、集约化生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得到明显提高，矿山企业数

量明显减少矿山企业结构明显优化，尤其是我县灰岩矿种得到了充

分、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

三、开发利用水平明显提高。通过整合，使整合区域内的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率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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