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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加强全区露天煤矿安全管理若干措施的通知

内政发〔2023〕11 号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各大企

业、事业单位：

为深刻吸取阿拉善新井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2·22”特别

重大坍塌事故教训，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

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结合

自治区实际，现将进一步加强全区露天煤矿安全管理若干措施通

知如下。

一、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

严格执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加强监管

队伍建设，配齐配强监管人员，强化属地安全生产监管。统筹发

展和安全，合理配置露天煤矿用地，优化煤炭资源开发布局，支

持露天煤矿联合重组，促进露天煤矿高质量发展。

二、各级安全生产委员会、能源安全生产委员会要发挥牵头

抓总的作用，督促各部门落实安全监管责任，建立地震、气象、

自然资源部门与负有安全监管职责部门的联动工作机制，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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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先进技术手段，加强露天煤矿安全风险预警预报，实现地震、

极端灾害天气、地质灾害、卫星图像等监测信息共享互通。

三、各级煤炭行业管理、煤矿安全监管、矿山安全监察等部

门要严格落实分级监管要求，严格执法，切实提升监管监察执法

效能；加快推进露天煤矿重大灾害风险防控系统建设，实时监控

生产状态和安全状态；始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紧盯露天煤

矿实际控制人、实际出资人等“关键人”和矿长、总工程师等“关

键少数”，强化追责问责，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各级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

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各级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要加强监督指导

协调工作。

四、露天煤矿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必

须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对本单位安全生产负总责。

“五职矿长”要严格履行职责，严格执行矿长带班制度，严禁挂

名行为。露天煤矿要严格按照批准的设计施工，监测设备要齐全

完好，安全生产制度健全并执行到位。

五、检测检验、设计、评价、地质勘探等中介机构要据实出

具报告，严禁弄虚作假。对不据实或出具虚假报告的，列入“黑

名单”管理，实行联合惩戒。

六、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会同自治区能源局，按照

《内蒙古自治区煤矿分类监管监察实施办法》要求，每季度动态

调整露天煤矿分类评级，分类评级情况向社会公布。要加强对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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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煤矿分类评级结果的科学应用，将C 类露天煤矿列为重点监管监

察对象，对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措施不落实、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一

律依法依规责令停产整改，日常安全监管部门要派驻专人盯守，整

改到位并经安全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建设。各级煤矿安全监管、

矿山安全监察部门要加大对 C 类煤矿的检查频次。要严格按照《煤

矿生产能力管理办法》对 C 类煤矿开展产能核定工作。

七、露天煤矿存在《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明确的重

大事故隐患情形之一的，依法依规责令停产整顿；存在《煤矿重

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之外的一般隐患，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

消除隐患，拒不执行的，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八、露天煤矿每月要向属地负责煤矿日常安全监管、矿山安

全监察部门报告台阶高度等安全生产要素，由所在地盟市煤矿安

全监管部门会同矿山安全监察部门向社会公示。发现弄虚作假的，

依法依规作出处罚，并按照相关规定实行联合惩戒。

九、露天煤矿要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包括专用地震监测台网、

边坡雷达在内的边坡监测预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车辆调度系

统，实施 24 小时在线监测，并与矿山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

统联网。要全面查清边坡断层、采空区、废弃巷道等隐蔽致灾因

素，严格落实治理措施，确保治理到位。在采场出入口等醒目位

置必须设置公告牌，载明现场安全风险，明确告知从业人员紧急

避险撤离的情形和权利；出现滑坡、坍塌等事故征兆，必须立即

停止作业、撤出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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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露天煤矿必须加强施工承包单位的安全管理。采煤工程

不得对外承包；生产能力 500 万吨/年以下的露天煤矿剥离工程承

包单位不得超过 1 个，生产能力 500 万吨/年及以上的露天煤矿剥

离工程承包单位不得超过 2 个。承包单位要与本矿队伍统一标准、

统一管理。露天煤矿招标时要根据本矿生产能力，明确施工承包

单位的资质要求；要设置下限拦标价，并综合考虑投标单位业

绩、能力等因素确定中标企业，不得简单以最低价中标。禁止承包

单位将承包工程的主体进行分包，禁止承包单位转包其承揽的工程。

十一、露天煤矿要依法依规为全体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

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十二、露天煤矿同一开采平盘、同一采掘带，采剥设备之间安

全距离不得小于 50 米，运输设备之间安全距离不得小于 30米。300

米工作线范围内，从上至下全部台阶单班作业人数不得多于 29 人。

十三、自治区煤矿安全监管部门会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

蒙古局，将露天煤矿生产建设状态、停产停工原因、复产复工批

复等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十四、各级应急管理、煤炭行业管理、煤矿安全监管、矿山

安全监察等部门要畅通煤矿违法违规行为举报渠道，向社会公开

举报电话，举报奖励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十五、对露天煤矿采取“四个一批”处置措施。

（一）关闭退出一批。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后仍无法

达到安全条件的露天煤矿，依法依规予以关闭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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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重组一批。对资源划分不科学、不合理，井田面

积小、无法实现正常采剥作业，或者相邻煤矿影响安全生产的露

天煤矿，依法依规实施整合重组，推动小型露天煤矿向大型矿山

转型，实现管控一体化、开采智能化、装备重型化、队伍专业化、

管理精细化、生态资源化。

（三）改造提升一批。对现有储量大、现场管理好、技术人

员配备强的露天煤矿，推动无人驾驶、边坡雷达监测等先进技术

应用，通过智能化、信息化建设改造，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四）规划新建一批。充分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煤炭供需形

势，稳步推进煤炭产能接续，新建现代化大型露天煤矿。

十六、各地区要及时研究解决露天煤矿安全生产过程中存在

的土地利用、矿权重叠等突出问题，积极协调解决相邻露天煤矿

边帮压煤问题。

十七、综合考虑矿业权设置、可采范围、灾害风险等因素，

科学论证，严把露天转井工开采、井工转露天开采煤矿项目审批

关。

十八、各地区各部门工作人员要勇于担当、敢于斗争、履职

尽责，对在露天煤矿安全管理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在相关表彰奖

励时积极予以推荐；对失职渎职的，要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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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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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4月 2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