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遂昌金矿矿区生态修复的实践和成效

赖信强

长期来，遂昌金矿主要依托矿产资源而生存。如何做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并举，走绿色矿业发展之

路，是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近年来，遂昌金矿有限公司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实

际出发，修复生态环境，强化资源整合，发展旅游产业，全力推进遂昌金矿可持续发展。2018年，遂昌金

矿实现营业收入 6.25亿元，与上年同比增长 15.7%，再创历史新高。

生态修复实践

遂昌金矿位于典型的“九山半水半田”的山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81.9％，植被保护良好。由于矿区的

生产活动，给周边地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生态破坏，特别在某些生产区周围，废石堆放，植被破坏，大片

山体呈现“黄土外露”现象，尤其是存在弃渣、废水、废地等环境隐患。面对这些问题，遂昌金矿是如何

解决的呢？

酸性污水治理。

在遂昌金矿成立以前，衢州化工厂曾在这里开采过黄铁矿，留下了众多的含硫废石堆，造成地质灾害

隐患和含硫重金属废水污染。针对含硫重金属废水的污染，遂昌金矿投资建成酸性污水治理工程，并投入

运行，最大处理污水能力每日 5000立方米，年运行费用 50多万元，酸性污水排放合格率稳定在 96%以上，

污染物综合排放合格率保持在 98%左右。

含硫弃渣治理。



针对含硫重金属废石堆，采用排水隔气的防治方法，利用废弃物电石渣覆盖废石场，含硫弃渣、废石

与电石渣反应，形成一层坚硬密闭的碳酸钙外壳作为保护层，隔绝了空气；在保护层上面覆以土壤，种上

植被，使废石与空气相隔离，减少废石酸性滤沥水量，起到以废治废、恢复生态的良好效果。在治理过程

中，遂昌金矿共覆盖了废石 90多万吨，面积达 15万平方米。

废弃场地利用。

遂昌金矿依据《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浙江省土地复垦办法》等法律法规，在遂昌县政府的

支持下，完成矿区闲置废弃场地的复垦工作，整治废弃场地 240亩，其中复垦废弃场地 120余亩，成为矿

山公园的建设用地、绿化用地；实施矿区荒坡果园化战略，种植金针菇、金银花、玉米、大豆、瓜果蔬菜

等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所有裸露的山体荒坡、废石堆、矿渣堆全部披上绿装。

工业废水治理。

在矿产开采的过程中，大量使用矿坑涌水和回水，通过循环利用，既减少了废水排放量，又节约了水

资源；严格控制新污染源的产生，在建设氰化冶炼工程时，配套建成含氰污水处理车间，确保含氰污水达

标排放；根据井下西矿段矿石的特性，进行全泥氰化工艺技术改造，技改后含氰废水处理量减少 90％以上，

并且全部返回流程循环利用，实现了含氰废水零排放，每年增效达 20万元以上。

清污分流工程。

清污分流工程就是在渣场的周边开挖截（排）水沟，尽量减少地表水进入废石渣堆场，按各废石堆的

实际形状规划好截水沟和排水渠，保证水流畅通并能将地表水迅速排出渣场。通过清污分流工程，可以将

雨水直接引至总排口排放，尽量减少雨水对酸性废水的产生以及酸性废水处理的影响，保证在雨季或暴雨

情况下酸性水库不出现外溢现象。近年来，遂昌金矿先后在 6.3 平方公里范围实施了清污分流工程，新建

清污分流渠道 4000多米。

做好植被绿化。

在矿山公园范围内，圈定保护省级公益林 1万余亩，补偿费由遂昌县财政和遂昌金矿各承担 50％；矿

区绿化布局合理，栽有桂花、广玉兰、雪松、茶花、红枫等名贵花木达几十种，开辟山坡种植水果、毛竹

等经济林 600多亩，培植草坪 4200平方米，种植树木和花卉盆景 20多万株，可绿化面积的绿化率达 99.9%

以上，充分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生态修复成效

走进遂昌金矿矿区，映入眼帘的是绿草与繁花为伴、绿树与群山携手的亮丽风景，给人的感觉像是一

座花园。资源型矿山变成“花园”，这是遂昌金矿致力环境治理、修复矿区生态、建设绿色矿山所带来的

良好效应。

（一）打开“两山”转化通道

遂昌金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植环保意识文化土壤和环保行为的培育，采

取绿色发展措施，使生态环境变“美”、产业结构变“洁”、发展模式变“绿”，着力打造“生态文明”



的“绿色样本”。

遂昌金矿在有序规范开采矿产资源的同时，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努力实现了矿产资源利用集约

化、开采方式科学化、生产工艺环保化、矿区环境生态化。

企业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离不开生态环境的保护。遂昌金矿通过实施治理修复，发展旅游产业，建

成矿山公园，绿水青山转化成了金山银山，使矿山环境不断改善，矿业遗迹资源得到保护和科学利用，对

开展矿床学研究、弘扬灿烂悠久的矿业历史文明以及矿业遗迹抢救性保护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实现

了资源综合利用方向转型，充分释放了绿水青山的经济价值，从而确保矿山在资源枯竭或闭坑后的可持续

发展，为企业发展增强了后劲，用实干实效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谛。

（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作为资源性企业，矿产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有没有什么办法，既能治理生态环境，又能让企业长

期生存下去？”唯一的途径就是矿区“竭而不废”。遂昌金矿探寻了一条新路径，发展旅游业，实现产业

的转型升级。

遂昌金矿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利用矿区青山绿水的环境、古采区的文化底蕴以及人们对黄金的崇尚心

理等独特资源，把国家矿山公园建设和黄金旅游开发结合在一起，推出以“探千古黄金谜，圆往昔黄金梦”

为主题的“黄金之旅”，建成黄金博物馆、“唐代金窟”“明代金窟”、古代采矿冶炼模拟场景、现代黄

金冶炼工艺展示区等大小景点 30多处，成功探索了一条废弃矿区改造和综合利用的新路子。

遂昌金矿矿山公园自 2007年揭碑开园以来，经过 10多年的努力，既有效保护了矿山生态环境，又获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全国矿山公园范本、资源枯竭型企业重生的典范，真正尝到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甜头。近年来，矿山公园每年接待游客达 100余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 1亿

元，成为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助推当地经济发展

遂昌金矿矿山生态修复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工程，对当地

的对外开放和投资的软硬环境建设，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遂昌金矿矿山公园是全国首批 28家矿山公园之一，是市场化运作最早、最规范、最成熟、也是最有成

效的国家矿山公园之一。矿山公园建设不仅为矿山经济转型带来契机，吸收大量矿山分流人员和农村富余

劳动力就业，为当地创造劳动就业岗位，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安置问题，每年

直接就业员工人数约 160人左右。同时，积极带动当地其他产业的发展，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态意识，创造

浓厚的生态文化氛围，使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入人心。

精准助力旅游扶贫。遂昌金矿周边的濂竹乡依托“黄金之旅”，打破乡村休闲旅游发展资源瓶颈，集

聚发展要素、凝聚发展人气、拓展发展平台，加快推进乡村休闲旅游。围绕农家乐休闲旅游的发展要求，

对全乡的农业、旅游业产业发展进行了综合性规划，突出产业发展的导向性和可行性，促进了农副产品的

种植和销售，带动附近农业经济、乡村旅游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目前，矿山公园充分发挥旅游带头作用，

周边农家乐有 30余户，促进各农户家庭经济收入。



绿色，展示着生机与活力，它不仅是美丽的代表，也是希望的象征，更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走绿

色发展、持续发展之路，让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成为主流的生产方式。”遂昌金矿以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

为打造“绿色矿山”注入更加丰富的新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