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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做好煤田（煤矿）火区采空区

灾害治理管理工作的意见

内政发〔2020〕25 号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各旗县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

厅、局，各大企业、事业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土地

复垦条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为加快

治理火区采空区灾害，促进煤矿安全生产，恢复矿区生态环境，

结合自治区实际，现就进一步做好煤田（煤矿）火区采空区灾害

治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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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属地管理、

压实责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坚持依法依规、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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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矿区生态环境治理，提升煤矿安全生产水平，促进矿区土地

复垦和生态修复，推动煤炭行业平稳健康发展，为筑牢我国北方

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作出积极贡献。

二、工作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将治理煤田（煤矿）火区采

空区灾害作为当前矿区生态环境修复的重要任务，顺应自然、尊

重规律，加快完成现有煤田（煤矿）火区复垦和采空区治理工作，

及时治理新发现的采空区灾害，有效保护和治理矿区生态环境，

促进矿区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

——坚持属地管理、压实责任。坚持属地管理，按照“谁破

坏、谁治理”的原则，进一步压实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

各旗县（市、区）人民政府的属地责任和煤矿企业的主体责任，

统筹推进煤田（煤矿）火区采空区治理工作，形成统一领导、分

级监管、各负其责的工作格局。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综合考虑自燃、采空和有无

矿权等因素，分类推进煤田（煤矿）火区和采空区治理。煤田（煤

矿）火区治理项目尽快完成治理、回填复垦；采空区灾害治理项

目已批复的加快治理，新发现的采空区灾害依法依规分类实施治

理。

——坚持依法依规、规范管理。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

原则，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治理、科学治理、严格监管，坚

决杜绝变相采挖煤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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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煤田（煤矿）火区治理监管

（一）严格治理时限。按照自治区关于煤田（煤矿）火区灾害

治理项目2012年底全部完成、不再进行火区灾害治理项目审批等有

关规定，火区治理项目凡未按规定于2012 年底完成治理，或以消除

安全隐患、环保整改等名义仍在实施治理的，于2020 年底前停止剥

挖；已完成回填复垦未验收的，加快开展验收，于2021 年 6月底前

完成验收；未完成回填复垦的，加快回填复垦，于2021 年 9月底前

完成复垦验收。煤田（煤矿）属地旗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火

区治理项目的监管，不得以任何名义开采国家煤炭资源。

（二）加快回填复垦。煤矿企业是煤矿火区灾害治理责任主

体，旗县（市、区）人民政府是无采矿权火区灾害治理责任主体，

负责按照项目土地复垦方案，加快回填复垦，恢复矿区生态环境。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各火区治理项目土地复垦工

作的监管，严格目标时限和复垦标准，督促治理责任主体严格按

照土地复垦方案组织实施。

（三）强化验收管理。自治区能源局负责对各盟市火区灾害

治理项目验收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负

责本地区火区灾害治理项目验收工作，按照明火熄灭、控制火源，

采坑边坡稳定、与周边地貌适应、与周边生态环境协调的原则，

制定本盟市火区灾害治理项目验收管理办法。旗县（市、区）人

民政府具体负责无采矿权火区灾害治理项目的验收，煤矿企业具

体负责本煤矿火区治理项目的验收。火区灾害治理项目验收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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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勘察，形成勘查报告。验收结果在旗县

（市、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四）巩固治理成果。各级能源、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

门要加强对煤田（煤矿）火区灾害治理工作的后续监管，严禁企

业在复垦过程中开采煤炭资源。坚持实事求是，对自燃情况严重、

2020 年底前难以熄灭明火停止剥挖的，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

府要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研究制定治理方案，属地旗县（市、

区）人民政府严格监督实施。治理方案及进展情况定期向社会公

告，接受监督。

四、严格规范采空区灾害治理

（五）加快实施治理。国家有关部委批复的小煤矿老采空区

灾害治理等项目，治理期在 2025 年底前的，要严格按照批复实

施治理；治理期在 2025 年底后的，要优化初步设计，由属地盟

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备案，在 2025 年底前完成治理。自治区

已批复初步设计的煤矿采空区灾害治理项目，原批复初步设计治

理期在 2025 年底前的，具备土地、水保等相关手续，可继续按

原初步设计实施治理；原批复初步设计治理期在 2025 年底后的，

要根据实际优化初步设计，缩小范围、缩短工期，由属地盟行政

公署、市人民政府组织审查、批复后实施，2025 年底前完成治理。

（六）推进规范治理。已批复初步设计的煤矿采空区灾害治

理项目，现有生产系统已经停用或井工开采已经结束，且符合煤

矿技术改造相关规定，具备土地、设计、环评、水保等手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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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请技术改造为露天煤矿。自治区能源、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林草、水利等部门要严格审查，严守自治区“三区三线”，合理

有序推动科学治理采空区灾害，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

（七）企业自主验收。煤矿采空区治理项目验收工作参照国

家煤矿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进行，由煤矿企业组织专家进

行自主验收，验收结果要及时向旗县（市、区）能源行业管理部

门履行告知性备案，旗县（市、区）能源行业管理部门要将验收

结果通过本部门网站向社会公告，接受监督。无采矿权采空区灾

害治理项目验收由旗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参照火区灾害

治理项目验收办法进行。

五、强化矿区生态环境保护

（八）加强监测预警。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各旗县

（市、区）人民政府、煤矿企业要经常性组织开展矿区灾害巡查，

发现采空、塌陷、着火等灾害要及时进行勘查监测，并将勘查监

测结果报相关监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组织实施治理。

（九）分类实施治理。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负责本盟

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督促治理责任主体对煤田（煤矿）火

区采空区治理形成的剥离坑进行治理。自治区不再新批煤田（煤

矿）火区采空区灾害治理项目，煤田（煤矿）发生采空、塌陷、

着火等灾害，要严格执行国家、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生态

环境治理、煤矿安全生产等有关法律法规，根据实际采取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煤矿安全隐患治理等方式，扎实有效推进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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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科学治理、规范治理、系统治理。

（十）优先治理灾害。煤矿采空区灾害隐患对现有生产系统

安全生产造成影响或对矿区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井工煤矿要停

止生产作业，先行治理灾害；露天煤矿要优化初步设计，调整开

采顺序，先行开采灾害区域。未经批准擅自开工的煤矿灾害治理

工程，或以灾害治理为名开采煤炭资源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严

肃处理。

六、加强组织实施

（十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要切实

加强对煤田（煤矿）火区采空区治理工作的领导，严格按照自治

区人民政府确定的时限和目标要求，抓好竣工验收和后期监测、

监管等工作。要健全工作推进机制，明确部门工作职责，统筹安

排、加强调度，全面推进煤田（煤矿）火区采空区灾害治理工作。

（十二）落实治理责任。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对本地

区矿山环境治理工作负总责，各旗县（市、区）人民政府、煤矿

企业要切实担负起治理主体责任，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扎

实做好煤田（煤矿）火区采空区灾害治理工作。自治区能源局要

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自治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水

利等部门要按照职能职责指导盟市开展工作，形成工作合力。

（十三）强化监督管理。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要加强

对本行政区域内煤田（煤矿）火区采空区灾害治理项目的日常监

管，督促煤矿企业切实承担起矿权范围内灾害治理的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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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做好灾害治理和复垦绿化工作。新闻媒体要对采空区治理工

程的全过程进行舆论监督。各级能源、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

草、水利等部门要按照职能职责加强对采空区灾害治理项目的监

督管理，严禁治理主体非法转让治理项目，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打

击力度，促进全区煤炭行业健康平稳发展。

2020 年 12 月 2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自治区党委各部门，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政协办公厅，自治区监委，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

各人民团体，新闻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2020 年 12 月 2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