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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早报

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现在生活在乌拉特前旗旗府
所在地乌拉山镇的美云，会经常
忆起她小时候居住在舅舅家的那
些日子。
　　乌拉特前旗辖于内蒙古巴彦
淖尔市，东西走向的乌拉山横亘
其境。
　　美云的老家在乌拉山南麓，
其舅舅家在乌拉山北麓。美云回
忆，在她小时候，比起乌拉山北
麓的草牧场，南麓由于建有国道
和铁路，自然条件不如北麓。因
为母亲生病等原因，舅舅就把她
家的羊群拉到他们家帮着放养。
在寒暑假，美云都会跟随羊群，
住在舅舅家放羊。
　　“那时北麓的环境特别好，
草绿油油的，有山沟的地方就有
泉水。特别是夏天，隔一两天就
下雨。”美云回忆。但是，现在
的乌拉山北麓已面目全非。美云
说，她再去，连舅舅家住的房子
都不易找到了。“我曾经放过羊
的那些地方，根本不敢看一眼。”
　　乌拉山北麓的环境遭到破
坏，是因为铁矿开采。
　　4月 6日，第二轮第六批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曝光了
乌拉特前旗铁矿等违法违规开采
导致的生态破坏严重问题。中央
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内
蒙古督察发现，乌拉特前旗矿山
开采长期无序发展，大面积露天
开采生态破坏严重，越界开采等
违法违规问题突出，近 3万亩荒
漠、草原被违法侵占，给原本脆
弱的生态系统造成了难以挽回的
损害。
　　《中国新闻周刊》赴乌拉
特前旗采访了解到，破坏环境
的铁矿主要是分布在乌拉山北麓
沿公沙公路两侧的狭长区域。从
2005年前后开始开采铁矿以来，
尽管其间经历过治理整顿，但其
无序开采问题一直都非常严重。

露天大矿坑
 
　　每次从乌拉山镇回家，刚从
呼和浩特一所大学毕业的孟和都
要经过那两个露天大矿坑。即便
是在家，他有时也会专门跑到露

天矿坑那里看看，拍些照片或视
频。
　　露天矿坑就位于乌拉山北
麓，在乌拉山镇东约30公里处，
位于公沙公路南侧。从矿坑往东
再行约 3公里，是孟和的家。孟
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
的印象里，这两个矿坑在 2013
年前后就开始出现了，当时还没
有这么大，后来露天开采范围越
来越大，到 2018 年前后，已形
成现在这种规模。
　　两个露天矿坑一南一北，相
距数百米远。南侧露天矿坑更
大，矿名“阿力奔公忽洞矿区铁
矿”，采矿人为乌拉特前旗生金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生
金矿业”），矿区面积为 1.0395
平方公里。《中国新闻周刊》得
到的资料显示，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指其问题为“未按照规
范进行开采和修复，植被破坏严
重，生态修复难度极大”，该露
天矿坑破坏草原面积1571.4亩。
　　北侧矿坑矿名“阿力奔公
忽洞铁矿”，面积要比南侧矿
坑小很多，仍有 350 多亩大，采
矿权人为内蒙古华拓矿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拓矿业”），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指其问
题：未按照规范进行开采和修
复，植被破坏严重，生态修复难
度极大；2016 年 7 月，该公司
违法对矿产资源越界开采，被当
地有关部门查处，但该公司无视
整改要求，越界开采问题反而愈
演愈烈，2018 年 2 月再次被当
地有关部门查处时，开采面积已
从 25 亩扩大到了 271 亩，超出
许可开采面积 3.3 倍；截至督察
时，越界采坑深度已达 97 米，
该公司不仅未进行整改，开展生
态修复，还在申请继续深度探矿，
企业继续开采。北侧铁矿破坏草
原面积达 242 亩。
　　周边村民都知道，这两个露
天大矿坑，都是华拓矿业采矿造
成。在乌拉特前旗采访期间，多
位受访者一再向《中国新闻周刊》
提及华拓矿业。华拓矿业被指是
目前乌拉特前旗所有铁矿中规模
最大的一家，特别是它对其他矿

业的吞并，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新闻周刊》得到的资
料显示，华拓矿业于 2013 年 4
月在乌拉特前旗注册成立。2013
年 11 月，巴彦淖尔市政府和乌
拉特前旗政府与华拓矿业签订
《项目投资协议书》，商定由华
拓矿业对乌拉特前旗境内的部分
企业进行收购整合，并开展后续
项目投资。随后，华拓矿业在控
股企联矿业、生金矿业、芙蓉矿
业基础上，2013 年对聚德成实
业公司进行资源产能整合，2018
年又对金达辉矿产、华融矿业、
华耀矿业进行资源产能整合，
2021 年对宏鼎矿业进行资源产
能整合。目前，华拓矿业名下共
有 9家公司，8个采矿权，4个
探矿权。
　　前述两个露天大矿坑中北侧
那个，亦即“阿力奔公忽洞铁矿”，
其开采方式本是地下开采，亦即
“洞采”。《中国新闻周刊》了
解到，该矿采矿许可证首次办理
时间是在 2006 年 4 月，原生金
矿业进行开采时，采用的是竖井
开拓运输方案，2012 年，华拓
矿业控股该矿后，进行地质详查
后，决定由地下开采转为露天开
采，之后，该矿在未获批准的情
况下，擅自改变采矿方式，开始
实施露天采剥工程，至 2014 年
10 月底，矿区已形成超越批准
矿区范围的大的露天采场。2015
年 8 月，经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
源厅批准，该矿开采方式变更为
露天开采。随后逐渐形成目前的
露天矿坑。
　　而在华拓矿业的这两个露天
矿坑之外，乌拉山北麓的铁矿多
采用露天开采方式，荒漠草原中
的处处矿坑与剥离的山体触目惊
心。本次环保督察发现，乌拉特
前旗共有在期矿山 85 家，其中
露天矿山即有 45 家。督察组除
了指出前述两个露天铁矿问题
外，还指出了温图铁矿、德尔斯
台沟矿区铁矿、万岭沟北铁矿、
大佘太牧场大西沟硅石矿等多家
工矿企业破坏草原生态环境问
题。其中，德尔斯台沟矿区铁矿
采矿权人为已经华拓矿业资源产

被掠夺的乌拉山：失控的铁矿

能整合后的华融矿业，该铁
矿破坏草原面积达920.9亩。
　　在乌拉特前旗铁矿等违
法违规开采破坏生态问题被
中央环保督察通报的当日，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人
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赶赴乌
拉特现场检查督办整改工
作。石泰峰首先到达的，就
是华拓矿业的阿力奔公忽洞
矿坑。

失控

　　曾经在乌拉特前旗做过
铁粉生意的刘智的记忆里，
乌拉山北麓发现铁矿，是在
21 世纪初那几年。“大概是
在 2003 年到 2005 年，听说
这里有铁矿石了，一群群的
人就上山去找铁矿石，他们
找矿的方式很简单，就是背
着吸铁石，吸铁石一吸，就
是找到铁矿了。”刘智回忆。
　　据当地退休工人张明河
回忆，乌拉山北麓开始开采
铁矿，是从 2005 年开始的。
“那几年，包括生金矿业、
芙蓉矿业，一下子出现几十
家公司，凡是想挖的，哪怕
只有一台挖掘机，也可以成
为一个公司。同时，乌拉山
的北坡，到处都是选厂，大
部分都没办证。到 2018 年
前后进行整顿，那些没证的
选厂，才被关停了。”张明
河回忆，“2007、2008 那几
年，铁矿石价格很高，乌拉
山都轰动了。”
　　经过整顿后的乌拉山北
麓的铁矿企业，在采矿之外，
也多各有自己的选厂。据刘
智介绍，铁矿石开采出来拉
到选厂，磨成铁粉后，再卖
给其他地区的铁厂炼铁。乌
拉特前旗的铁粉，主要是卖
给内蒙古包头、乌海以及宁
夏石嘴山、河北唐山等地铁
厂。多年前，作为贸易商的
刘智就曾从乌拉特前旗倒卖
铁粉到乌海。“这里的铁矿
石品相不错，我拉的铁粉，
都是高品位的。”刘智说。
　　尽管私采乱盗的现象已
销声匿迹，但乌拉山北麓的
环境破坏问题，自铁矿被发
现之日起延续至今。
　　4月 12 日，《中国新
闻周刊》从乌拉特前旗最东
端与包头接壤的海流斯太乘
车出发，沿乌拉山北麓颠簸
的矿道或草牧场小道一路往
西，到华拓矿业的两个露天
大矿坑止，行程约 30公里。
一路上，共见到包括中正矿
业、秉新矿业、新盛达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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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内
蒙古积极响应国
家保护生态环境
的政策，但积重
难返，因为几乎
所有产业都跟资
源有关。乌拉特
前旗政界人士介
绍，旗里算过一
笔账，比如全旗
矿山累计纳税
38 个 亿， 但 要
修复它们的烂摊
子，得花 100 个
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