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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贯彻落实《矿产资源法》中
,

某些地区地方

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
、

造成危害
、

产生原因及防范措

施
,

谈点看法
,

以期弓}起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的高度重

视
,

采取有效措施
,

加大执法监察力度
,

克服地方保护

主义
,

进一步促进《矿产资源法》的贯彻实施
。

一
、

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
.l 党政领导干预执法

。

个别地区的党政机关成部

门的领导干部
,

为了部门(地区)嚷自身的利益
,

公然违

背《矿产资源法》
,

对明合禁止的事情
,

我行我素
,

一意

孤行
。

一是个别领导干部为了自身的利益
,

或明或暗的

参与非法办矿
,

对矿业秩序治理整顿进行直接干预
,

写

条子
、

打招呼等
,

如有的领导干部与个体户联办的无证

矿山被取缔时
,

四处活动
,

并对有关部门施加压力
,

迫

使将
“

采矿证
”

归还
。

二是有的党政机关及其有关部门

变相参与办矿
,

对《矿产资源法》的落实产生了阻力
。

有

的是以经济实体名义参与办矿
,

有的是暗中进行参与
,

有的是提供服务
、

收取管理费等
。

矿业秩序治理整顿触

及到这些矿的利益时
,

这些部门直接出面
,

或设置障

碍
,

或进行说情
,

阻扰《矿产资源法》的落实
。

三是有的

地方领导为了本地区的利益
,

对本地企业进行保护
,

非

法干扰外地企业的正常采矿活动
。

每当发现本地企业

与外地企业发生资源纠纷等矛盾时
,

首先将外地企业

赶走
。

.2 超越职权行政
。

个别领导机关嚷领导干部
,

超越

自己的权力范围行政
,

为《矿产资源法》的落实设置障

碍
。

一是越权行政
,

对矿产资源主管部门依法下达的处

理决定置若周闻
,

我行我素
。

二是滥用职权
。

如
,

一地质

队在某地发现一处矿产地
,

正在进行地质勘探工作
,

该

县为了尽早在此地开采
,

命合公安干警多次
“

传讯
”

地

质队长
,

还让老百姓到勘探区内
“

找矿寻矿
” ,

遥地质队

一 1 8 一

下山
。

三是公开违法
。

如
, “

三小
”

提金是国务院明节取

缔的
,

有的不但不取缔
,

还给予合法化
,

给小
“

混汞碾
”

发放
“

碾子证
” ,

一个证收 10 0多元钱
,

规定每个混汞碾

每月交 1两黄金等
。

.3 制度与法律相悖
。

个别地方制定的一些规章制

度与国家有关法律相悖
。

如
,

某地制定的黄金管理规

定
,

其中规定自行设立
“

黄金规划区
” ,

这与设立资源规

划区应进行申报
、

由国家或省有关部门审批的法律规

定是相违背的
。

同时
,

还把规划区误认为是开采区
,

自

行进行开采
,

而把依法取得勘探证的国家地质队伍赶

走
。

.4 撞设保护对象
。

一些地方为了本地区的利益
,

值

自划定若干个企业戴地区为重点保护对象
,

国家的法

律及上级的有关规定在这里失去效力
。

一是设立重点

保护单位
,

给予一定特权
,

如免征矿产资源补偿费等
。

二是遭自规定收费标准
。

如有的对各种收费实行
“

税费

包干
” ,

统一由财政部门一次收缴
,

其做法与国务院 15 。

号节直接相悖
。

二
、

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

L 助长乱采滥挖
。

一是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
,

一些个体或集体企业有法不依
、

无证开采
。

一些小矿直

接在国有矿山周围打游击
、

或越层越界开采
。

个别小煤

矿在洪水面以下开采
,

且不设通风
、

排水设施
,

一旦洪

水进入将直接危及大矿的安全
。

某国有矿山为了杜绝

小煤矿的浸袭
,

防止造成涌水
,

在井下布置百余人的
“

救护队
” ,

听到炮声或敲击声
,

就立即进行围追堵截
。

山西省某国有煤矿
,

因小煤矿越界开采打通巷道
,

致使

洪水淹矿
,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亿多元
。

二是由于地方

保护主义存在
,

助长了乱采滥挖
。

如个别国有煤矿
,

将

本应移交地方政府进行统一规划的
“

采空区
” ,

作为自



.

矿产开发管理
·

己利益的
“

法码
” ,

与附近个体戴村民组进行交易
,

擅自

划定
“

回采范围
”

和
“

开采区
” 。

致使小煤矿星罗棋布
,

经

常打穿巷道
,

相互争斗
。

更有甚者
,

对易采区相互争夺
,

弱肉强食
。

2
.

造成资源浪费
。

一是有的为了本地利益
,

一些不

具备办矿条件的也予以优待办证开采
,

这些矿多是采

富弃贫
,

进行凉夺性开采
。

二是
“

三小
”

提金
,

其设备简

陋
,

对富矿选矿率极低
,

更没有回收能力
,

造成了资源

极大的浪费
。

三是众多无证矿
、

个体小矿的存在
,

矿管

部门力量有限
,

无法对其
“

三率
”

进行有效的监控
,

致使

矿产资源浪费现象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

3
.

环境污染严重
。

一是
“

三小
”

提金直接造成环境

污染
。

如
,

某地
“

三小
”

提金每年消耗 40 ~ 50 吨氰化钠
,

除少部分蒸发以外
,

大部分排入河中
,

剪流入水库
,

直

接危害周围群众
。

二是小混汞碾排出的废水中含有大

量的汞
,

渗入地下后造成地下水污染
,

殃及后代
,

贻害

子孙
。

三是有的小矿无尾矿坝
,

有的是白天放尾矿坝

内
、

晚上放坝外
,

更多的是晴天放坝内
、

雨天流入河中
,

污染环境严重
。

4
.

征收补偿费难
。

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是体现矿

产资源国家所有的象征
,

也是保证矿产资源合理开发
、

综合利用和
“

依法
、

科学
、

有序
”

开采的一种措施
。

而地

方保护主义者为了本地利益
,

采取了一系列
“

地方保

护
”

措施
,

对抗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
。

一是采用行政

手段干扰和阻浇征收工作
。

如
,

个别计划单列市采取种

种借口
,

拒绝办理补偿费入库手续
,

使该市矿产资源补

偿费入库为零
。

二是不及时全额上交征上来的补偿费
,

截留
、

挪用现象时有发生
。

如山东某市区政府挪用 87

万元矿产资源补偿费用于城市道路建设等
。

三
、

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措施
1

.

加强法制教育
。

江泽民总书记多次强调
,

要讲政

治
、

讲政治纪律
。

领导干部要带头维护政治纪律
,

维护

全局利益
。

因此
,

要加强对领导干部进行资源国有意

识
、

全局意识
、

法律意识教育
。

法律法规能否贯彻落实
,

重要的一条就是
“

宣传领导和领导宣传
”

工作搞得如

何
,

把对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教育放在普法工作的重

要地位
,

使他们真正树立起全局观念
,

从长远发展考

虑
,

制定
“

可持续发展
”

战略
,

为子孙后代造福
。

.2 开展执法监察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有法不依
,

违

法不究
,

将直接损害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

法规制度

一经制定
,

就须言出必法随
,

坚决执行
。

一是要充分发

挥各级人大的作用
,

开展经常性的执法检查活动
,

检查

各级政府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

二是要加

强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
,

对有合不行
、

有禁不止的
,

要

给予严肃处理
。

三是要加强法律监督
,

检察机关要根据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
,

依法进行法律监督活动
,

决不

允许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存在
,

以保证政合畅通及

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
。

3
.

改善干部考察方式
。

要逐步完善干部考察
、

提

拔
、

使用
、

评价制度
。

首先要考察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政

治敏锐性
,

贯彻党的
“
一个中心

、

两个基本点
”

的情况
,

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情况等
。

其次
,

考察领导干部的
“

政绩
”

也不能仅仅只看几个数字
。

还要从大局着眼
,

从
“

可持续发展战略
”

角度考虑
,

看其为国家贡献多少
,

为

可持续发展打下的基础如何
,

为全面发展创造了什么

条件等
。

其三
,

在考察领导干部个人素质时
,

将其法律

意识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进行考核
,

对于阳奉阴违
、

目无国法
、

个人私欲膨胀
、

自由主义严重
,

不讲政治
,

不

讲政治纪律的干部
,

不仅不能提拔
,

还要追究其法律责

任
。

4
.

加大反腐倡廉力度
。

从一定意义上讲
,

地方保护

主义也是一种腐败行为
。

权力失去监督就会出现权力

被滥用
,

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就会泛滥
。

当前
,

要

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
,

把反对地方保护主义作为领导

干部廉洁自律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

其次要加强监督

检查
,

把自查自纠与组织核查相结合
,

对以权谋私
、

贪

图私利
、

无视法律法规的要采取组织手段进行处理
。

其

三要加大惩处力度
,

对有韦不行
、

有禁不止的要采取坚

决措施
,

尤其对触犯刑律的
,

要绳之以法
,

严惩不怠
,

以

增强法律的威慑力
。

(本文第一作者为河南省地矿厅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