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三率
”

管

理是县 (市 )矿

管部门的主要

工 作 任 务 之

一
。

我局结合

本市乡镇矿的

实际 情况
,

对

. 矿管工作交流

口 钟祥市地质矿产局

制 定 开 采 方

案
。

大部分乡

镇矿均无开采

设计方案
,

因

而也无
“

三率
”

指标
。

技术中

心根据矿山实

开展乡镇矿
“

三率
”

管理进行了初步探索
。

一
、

收集地质资料
,

开展地质工作

地质资料是开展
“

三率
”

管理工作的基础和

前提
,

没有储量就无法考核开采回采率
,

没有原

矿地质品位就无法考核采矿贫化率
。

为此
,

对我

市有些 已作过地质工作的矿种
,

我局是想方设

法收集地质资料
。

对新开办的乡镇矿山企业
,

都

要求有简单的地质资料
。

对 已生产而未做地质

工作的井下开采矿山
,

则要求边采边探
,

做到地

质工作先行
。

如今
,

除乙类矿产外
,

大部分甲类

矿产都已具备简单的地质资料
,

为开展
“

三率
”

管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二
、

建立健全
“

三率
”

管理制度

为使
“

三率
”

管理有章可循
,

我局制定了《钟

祥市矿山企业
“

三率
”

管理规定 》
,

该规定从
“

三

率
”

管理的基础工作 (地质资料
、

开采方案
、 “

三

率
”

指标
、

必备图件及台帐等 )
、 “

三率
”

考核 (
“

三

率
”

指标的审批认定
、

管理制度
、

考核办法等 )
、

“

三率
”

指标的监督管理 (
“

三率
”

考 核工作做 为

年检内容之一
,

回采率系数与矿产资源补偿费

挂钩
,

奖励与处罚等 ) 都作了明确而详 细的规

定
。

同时
,

还要求每个矿 山企业都建立
“

三率
”

管

理制度
。

目前 1 35 家乡镇矿
,

已制订
“

三率
”

指标

的 1 2 0 家
,

制订
“

三率
”
管理制度的 1 2 5 家

。

三
、

成立服务机构
,

开展技术服务

根据乡镇矿基础差
、

底子薄
、

人员缺的实际

情况
,

我局于 1 9 9 2 年成立了市矿山技术服务中

心
,

主要是为乡镇矿开展技术服务
。

一是开展地

测服务
。

主要为矿山企业测绘井上井下对照图
,

矿区范围平面图
、

储量计算图
、

采场验收平面

图
、

采剥工程剖面图等
。

目前 90 %以上的矿山

企业都测绘了图件
,

指导无地质资料的矿山边

采边探
,

为矿山开拓
、

掘进提供技术服务
。

二是

际情况制定出具体的开采方案
,

确定
“

三率
”

指

标
。

对开采乙类矿产的矿山编写
“
开采方案要素

表
” 。

目前
,

80 %以上的乡镇矿都制定了开采方

案和
“

三率
”

指标
。

三是开展
“
三率

”

考核
。

根据

矿 山的生产 规模大小
,

每年开展 1 至 2 次
“

三

率
”

指标的考核
。

具体办法是
:

回采率采用直接

法
,

即测量计算当年开采范围内的矿产总储量
,

再测量计算损失矿量
,

然后算出损失率
,

最后换

算成 回采率
。

贫化率是通过取样化验直接计算
,

即采出矿石实际品位 (技术中心建有化验室 )除

以原矿地质品位
。

如无原矿地质品位
,

则通过刻

槽取样化验确定
。

乙类矿产不考核贫化率
。

通过开展技术服务
,

大大提高了资源效益
、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例如秦冲村磷矿
,

办矿之

初由于乱采滥挖
,

不仅浪费矿产资源达 1 万多

吨
,

平均回采率约 75 %
,

且安全事故年年发生
,

特别是 1 9 8 9 年
,

由于 山洪暴发造成地表塌陷
,

竟造成一次性死亡 5 人的恶性事故
,

直接经济

损失达 10 万元以上
。

自从开展技术服务
、

指导
、

实行规范办矿以来
,

严格按设计方案施工
,

虽然

已采至海拔 一 78 米
,

在开采难度愈来愈大
,

安

全系数愈来愈低的情况
,

该矿却是呈现生产量

增加
、

经济效益增长
、

安全事故 户零的大好局

面
。

如今
,

开采回采率 已达 80 %
,

比规范办矿前

提高了 5 个百分点
,

开采成本 比以前下降了 2

元 /吨
,

每年综合经济效益达 43 万元
。

四
、

办示范矿以点代面
“

三率
”

管理工作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
,

要想一两年都搞好是不现实的
。

为此
,

我们从办

示范矿入手来摸索乡镇矿
“

三率
”
管理的经验

。

从 1 9 9 1 年开始
,

我们选择了几个条件相对较

好
、

矿山领导比较重视技术工作的乡镇矿作示

范矿
。

具体做法是三优先
:

一是优先为他们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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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资料
、

提供开采方案和
“
三率

”

指标
; 二是优

先为他们考核
“
三率

”

指标
,

建立
“

三率
”

台帐和

储量台帐
;
三是优先为他们开展技术咨询服务

,

进行现场指导
。

为今后进一步搞好乡镇矿
“

三

率
”

管理工作
,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第一
,

制定
“
三率

”
管理政策

。

鉴于乡镇矿
“

三率
”

管理无人抓 的实际情况
,

国家要 出台有

关
“

三率
”

管理的可操作性的法律
、

法规或规定
,

对不过问
“

三率
”

管理 的乡镇矿 山的主管部门

(不将
“

三率
”

指标纳入年度主要经济考核指标

之一进行考核 )要有制约措施
,

对拒不搞
“
三率

”

管理的矿山企业要处罚
。

第二
,

建立新的矿产资源分配制度
。

过去在

计划经济体制下
,

矿产资源是被无偿占用
、

无偿

开采
。

时至今 日
,

矿产资源才开始实现有偿开

采
,

矿产资源仍被无偿占用
。

实行矿产资源有偿

占用
,

即按占用矿产资源的价值的一定比例向

国家缴纳占用金后
,

方能取得采矿权
。

实行有偿

占用制度
,

一是体现了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
,

二是增强了采矿权人
“

三率
”

管理的自觉性
。

第三
,

建立专门机构
、

充实技 术人 员
,

设立

专项 资金
。

乡镇矿由于条件所限
,

大部分矿山不

能设立专门的
“

三率
”

管理机构
,

也无技术人员

从事
“
三率

”

管理工作
,

更缺少从事
“

三率
”

管理

的仪器
、

设备
。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
,

上级业

务主管部门应明确规定
,

县 (市 )级矿管部门设

立专门的地测机构
,

进一步充实技术人员
,

配备

必要的仪器
、

设备从事
“

三率
”

管理工作
。

同时
,

应从矿产资源补偿费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或上级

地矿主管部门拨专款保证
“

三率
”

管理工作的正

常进行
,

因为
“

三率
”

管理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强
、

难度大
、

投资较多的技术性工作
,

仅靠有偿服务

难以维持生计
,

更谈不上发展壮大
。

第四
,

建立
“

三 率
”
管理体系

。 “

三率
”

管理可

以说是一件系统工作
,

要搞好的确不是一件易

事
。

所以
,

乡镇矿
“

三率
”

指标如何制定
、

审批
、

考

核
,

需要哪些表格和何种图纸
、

如何计算等
,

从

上到下应建立一套行之有效
、

具有可操作性的

模式
,

逐步形成
“

三率
”

管理体系
。

认真开展
“
三率

”

监督管理工作

口 鸡西市地矿局

黑龙江省鸡西市矿产资源丰富
,

年产煤炭

2 0 0 0 万吨
,

居全 国第二
; 石墨

、

夕线石储量
、

产

量位居亚洲前列
。

近年来
,

我们积极探索以
“

三

率
”

考核为中心
,

提高矿产资源效益为目的的矿

产监督管理工作的新路子
,

促使全市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水平有了明显地提高
。

一
、

把握好审批环节
,

为实施监督管理打好

基础

我们在审查申请办矿过程 中
,

除按 正常办

矿条件审查外
,

主要侧重于
“
三率

”

指标制定是

否符合要求
,

是 否做到合理 开采
、

综 合利用资

源
。

对于不符合要求的设计方案一律退 回
。

把好合理开采关是我们审查时把握的另一

个关 口
。

审查时我们除审核资源综合利用方案

外
,

主要还审查其设计损失和开采损失
; 开拓方

案和采矿方案
。

设计损失确定的是否合理
,

直接

关系到设计回采率的高低
。

对于不合理的设计

损失认真地纠正
,

做到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

尽

量减少设计的损失量
,

避免了采厚弃薄
、

采富弃

贫现象的发生
。

我们注重于开采方法的审查
,

以

确定实际开采回采率是否合理
。

开拓方案和采

矿方法直接关系到开采回采率的高低
。

几年来
,

为了更好地发挥资源效益
,

我们对不合理的开

拓方案和采矿方法不予审批
。

推荐矿量损失小
、

回采率高的方案
,

尽可能地避免
“

房柱式
” 、 “

花

垛式
” ,

以挖代采和
“

掏沟式
”

的采矿方法
。

二
、

培训骨干
,

健全地测机构为实施监督管

理建好队伍

为了提高矿山企业对
“

三率
”

的认识
,

为指

标制定与考核打下基础
,

我们根据国营矿 山的

规范和做法
,

结合乡镇
、

集体矿山的实际情况
,

组织编写了《乡镇
、

集体矿山
“

三率
”

讲义》
,

为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