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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矿局总工程师是高层次的业务技术决

策人
。

他们业务水平的高低
,

直接影响整个

地质工作部署和地质成果的好坏
。

总工程师

日常工作繁重
,

要了解的情况很多
,

可苦于

时间极少
。

为了使他们掌握国内外地质科技

的新动态和有关的新技术
、

新方法
,

提高理

论水平和业务素质
,

从 1 9 8 4年起由地矿部地

矿司 (后改为直管局 )
’

举办省总工程师研讨

斑
,

至 19 9 0年已举办六期仁
`

致果良好
。

第一二期研讨班以讲授课为主
,

每期三

个半月 , 1 9 8 7年则以专题讲授结合野外实地

考察
,

时间缩短为 25 夭 , 从 1 9 8 9年起转向以

典型矿床的野外实地考察研究为主结合一些

专题讲座
、
讲课教员是院校教授

、

地科院
、

情报部门
、

管理部门的专家
,

讲解了近年来

的新理论
、

新技术
、

新方法
,

内容荟萃
,

同

时提供文字材料
,

使总工程师们以较短的时

间殊得大量信息
; 通过典 型 矿 床 的实地考

察
,

又开阔了眼界
,

启发了找矿思路
。

举办研讨班以来
,

各省局总工都踊跃参

加
,

通过学习普遍感到收获较大
。

总土程师

们反映
,

通过理论的学习指导地 质
一
找 矿实

践
,

能取得很好效果
。

例如
,

第六期总工程

师研讨斑在福建地矿局举办
。

授课内容以铜

矿成矿理论和找铜矿的物探方法为主
,

野外

实际考察了福建省的钟腾铜矿
、

紫金山铜矿

和广东梅州玉水铜多金属矿
。

经过学习
、

考

察
,

总工程师们了解东南沿海火山岩地区铜

矿形成的背景条件
,

对相似的地质背景下找

铜
,

起了借鉴作用
。

研讨班紧密结合各省铜

矿的工作部署进行了讨论
,

总工们认为
:

为

了保持找铜矿工 作 的
几

发 展
,

要加强区域物

探
、

化探
、

大比例尺成矿预测和典型矿床的

研究工作
。

对考察的矿区而言
,

是一次专家

会诊和工作检查
。

总工们对上杭紫金山矿区

的勘探类型
、

勘查方祛
、

勘探手段
、

工业指

标
、

样品采集
、

伴生矿产评价等方面提出了

宝贵的意见
。

在紫金山矿区工作的同志们认

为得益匪浅
。

研讨班期间
,

总工们相聚一堂
,

他们对

地质工作中共同关注的向题亦进行热烈的讨

论
。

如参加六期研讨斑的总工程师们认为
:

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
,

`

由于业务管理中配套

措施不力
,

致使地质工作质量问题较多
,

有

的质量事故性质较严重
,

因些建议采取有效

措施进行综合治理
。

综上
,

总工程师研讨班 应 继续 定期举

办
。

为了今后组织得更好
,

提出几点建议
:

1
.

在认真总结 1~ 6期经 验 的基础上
,

制定好
“

八 五
”
期 间 的总工培训计划

。 “

八

五
”
期间

,

有一部分省局总工要新老交接
,

为了避免在省局业务技术管理工作中出现断

伍双文明建设的全面提高
。

5
。

加强坑探工作

各局队要尽快组建小机掘队
,

巩固和发

展现有坑探专业队或坑探分队
,

健全管理制

度
,

推广机械化作业和新的工艺技术方法
,

,

更

好地满足计划任务和开拓地质市场的需要
。

6
.

加强人才培训
,

提高队伍素质
“

八五
匆
继续教育钓内容主要应以传授

科技新成果
、

地质找矿与钻探施工先进技术

方法
、

现代化管理基础知识和经营管理等理

论教育为主
,

对基层领导
、

队主要技术负责

人
、

青年技术人员
、

机坑长四个不同层次的

人员
,

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应教育
。

同时要重

视发挥老专家的作用
,

带好青年科技人员
,

参与技术咨询
,

为发展探矿工作献出余热
。

(地犷邵勘查技术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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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质环境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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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防灾减灾工作的经验
刘广润 施伟忠

(湖北省地矿局 ) (湖 北省地质灾害领导小组 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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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人们对某些地质灾 {!

l! 害还不 能完全控制和消除
,

但只要把消 !l

!! 极被动的救灾活动转变为积极主动的防 !!

!{灾
、

杭灾的减灾活动
,

就能将灾害造成 l{

;: 的损失减轻到最低程度
。

湖北省长阳县 !l

{{在这方 面提供 了较好 的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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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是我国地质灾害比较严重的省份

之一
,

灾害的种类多
,

分布广
,

灾情重
。

地

质灾害的频繁发生和危害的加剧
,

引起了省

政府及有关部门和社会的关注
。

1 9 9 0年 1 月

成立了由常务副省长李大强任组长的
“
湖北

省地质灾害勘查防治领 导小组
” ,

统一管理

全省地质灾害勘查防治工作
。

领导小组办公

室设在省地矿局
,

积极开展了 日常工作
,

并

于 1 9 9 0年 5 月建立全省地质灾害情况报告制

度
。

据部分市
、

县上报的情况
, 1 9 9 0年湖北

省发生各类地质灾害 54 处
,

涉及 18 个市
、

县
,

经济损失约 147 万 元
。

其 中
,

岩崩
、

滑坡 45

处
,

总方量约 1 35 1万立方米
,

主要发生在鄂

西山区的长阳县
、

株归县
、

恩施市等地区
。

据不完全统计
,

长阳县土家族自治县从

1 9 7 5年以来发生过较严重的地质灾害 2 45 次
,

层
,

应认真办好省局总工研讨班
。

2
.

培训可

采用讲课
、

考察
、

研讨三结合的形式
,

也可

根据当前地质工作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灵活

掌握
。

3
.

为了节省总工的时间
,

研讨班以一

月为宜
。

其中考察大型 (典型 ) 矿床 (包括

阅读资料 ) 的时间可稍长一些
。

这样
,

考虑

问题容易深人
,

收获会更大
。

年均 1 5
.

3次
。

年年 都 有 重 大灾害发生
。

如

1 9 7 5年 8 月 10 日发生的岩崩 滑 坡 和 泥石流

5 0 0 0多万立万米
,

死 8 5人
,

伤 2 2 3人
,

冲毁

房屋 5 9 1 8栋
,

经济损失 2 5 0 0多万元
。

1 9 8 0年8

月资丘发生 35 万立方米的土石混合滑坡
,

毁

房数十间
,

死亡 2人
,

压伤 4人
,

威胁 3 00 余人

安全
,

经济损失 25 万元
。

1 9 8 2 年羊木溪岩

崩
,

崩塌方量 50 万立方米以上
,

堆积在清江

高阶地后缘与坡体接触地带
,

长达 1 00 0米
,

阻塞南北向羊木溪口
,

砸毁公路桥一座
,

毁

坏公路 5 00 米
,

交 通 中 断 3 个 多月
,

给工

矿
、

交通和人民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

长阳县

委
、

县政府领导十分重视减灾防灾工作
,

把

防治地质灾害当作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

问题来抓
,

积极开展地质灾害的群防群治工

作
,

加强减灾宣传教育
,

治理与监测预报并

举
,

取得了较好的防治效果
,

减少了人 员伤

亡和由地质灾害而产生的经济损失
。

他们的

主要经验有
:

一
、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领导

长阳县县委
、

县政府充分发挥政府的主

导作用
,

组织各部门学习中国
“
国际减灾十

年
”

委员会主任 田纪云副总理 1 9 90 年 2月 12

日及 10 月 1 0 日的讲话
,

成立了以县长为组长

的防灾领导小组
。

进一步明确做好减灾工作

的重要意义
,

增强防灾抗灾的紧迫感
。

先后在

县长办公会议及多次防灾领导小组会议上
,

研究减灾防灾工作
,

在全县召开的减灾工作

会议上动员 全 县 齐 心协力做好减灾防灾工

作
,

形成了以县委
、

县政府为核心
,

全县广

大千部群众为基础的一支有组织的防灾抗灾

队伍
。

二
、

开展防治地质灾害宣传
,

提高全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