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有 40 年历史的专业地质队伍
,

拥有完整的勘查生产力量
,

技术

装备齐全
,

在人才
、

信息
、

地质成

果和工作经验等方面都有优势
,

这是市场竞争的有利条
.

件
;地质

勘查业的利润相对较高
。

近十几

年全系统的资金积累主要是来 自

地质勘查的收入
。

因此
,

决不可舍

弃自身的优势
,

要努力克服当前

存在 的困难
,

通过优化
、

精干
,

达

到加强巩 固地质勘查产业 的 目

的
。

二
、

明确 目标
,

建立一支适应

市场需要具有竞争能力的地质勘

查队伍
。

中心提出优化地质勘查

业的 目标是
:

在产业结构调整和

人员分流中
,

必须首先 加强巩固

地质勘查力量
,

通过优化
,

建立一

支短小精干
、

机动灵活
,

技术含量

和现代化装备程度高
,

具有竞争

能力的地质勘查队伍
,

保证建材

非金属矿工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

需求
,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

中心所属各总队应根据市场需

要
、

本地区矿产资源丰度和本单

位具体情况
,

合理确定从事地质

勘查产业的人数和组织形式
,

并

随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
。

必须注

意保持必要的找矿人员
,

暂时缺

少地质勘查项 目的总队
,

更要着

重加强普查找矿力量
。

三
、

加强管理
,

探索地质勘查

业管理改革的创新
,

以适应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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攒粼蔓吻翼

建材地质队伍通过深化内部

改革
,

正朝着建立
“
一业为主

、

多 理
种经营

”

的地质矿业集团方 向迈 二
件址 吕 口”肥伙 , 业未四 刀 ’曰 恩 于
进

。

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出发
,

在 研
调整产业结构中

,

中心提出的
“

精 究

干地质勘查队伍
,

优化地 质勘查

产业
”

的方针
,

已经在实践中取得

了初步成效
。

1 9 94 年全系统直接

从事地质勘查人员 1 4 0 0 人左右
,

开展地质工作项 目 1 65 项
,

完成

机械岩心钻探 4 97 6 1 米
,

提交地

质报告 98 份
,

从地质市场吸收社

会资金
,

合同数 4 3 9 7 万元
,

实际

收入 3 0 41
.

59 万元
。

充分说明
:

只

要认真采取优化措施
,

虽然直接

从事地质勘查人员减少了
,

而工

作效率
、

质量和经济效益都有提

高
;
由于精干地质勘查队伍

,

腾出

力量发展其他产业
,

队伍的整体

经济效益得到显著提高
。

但是
,

由

于地质勘查业是建材地质单位推

进企业化的重点和难点
。

当前
,

我

国正处 于新旧 经济体制 过渡阶

段
,

地质市场 尚不完善
,

在地质勘

查业的经营管理中
,

存在 困难较

多
,

一些 问题有待于通过进一步

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

为了发扬优

势
,

使我们队伍的主力— 地质

勘查力量充分发挥作用
,

推动整

个建材地质 经济的持续 加快发

展
。

当前
,

要着重抓好以下几点
:

一
、

统一认识
,

明确坚定不移

地搞好地质勘查业的经营管理
,

对于整个队伍的生存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

义
。

从建材地质队伍的历史
》

现状和未来发展考

虑
,

地质勘查业仍然应是今后建材地质经济的

主体
,

这是因为矿业开发在未来国民经济发展

中
,

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

随着地质矿业有关体

制的改革深化和相应政策的完善
,

地质市场前

景可观
,

勘查业仍将是大有可为的
;我们是一支

l O

经济的需要
。

要探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
,

搞活地

质勘查产业的经营管理机制
,

改进管理方法
,

按

照现代化企业的制度
,

推进地质勘查产业实行

企业管理的过程
。

要拓宽服务领域
,

通过加强信

息开发
,

深入细致做好市场开拓工作
,

力争控制

本地区的建材非金属矿勘查项 目
,

不断开辟新

领域的市场
,

多渠道吸收地质勘查资金
。

要从当



前新旧体制转轨过渡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
,

区

别不同情况
,

灵活运用地质勘查工作方式方法
,

努力满足各类任务的要求
。

要完善地质勘查经

营管理和技术管理体系
,

经营管理不能与技术

管理脱节
,

技术管理要为开拓市场
,

提高效益服

务
。

继续完善各种承包经济责任制
,

对各项 目各

专业的管理都不能放松
。

要加强地质勘查产业

的经济核算
,

反映其实际效益
,

理顺内部分配关

系
,

实行多劳多得
,

合理拉开差距
,

调动从事地

质勘查产业的管理人员
、

技术人员和全体职工

的积极性
。

四
、

努力找矿
,

增加矿点贮备
,

主动为矿山

开发服务
。

随着地质矿业体制改革深化和有关

法规的建立
,

特别是矿业权转让制度实现后
,

地

质勘查产业将不仅是承包勘查工程
,

而要向高

利润的矿业权转让经营方面转移
,

对此
,

我们要

有高度的敏感
。

因此
,

加强找矿
,

增加
“
矿产地

”

的贮备
,

更是刻不容缓的大事
。

要根据资源条件

和工业建设发展的趋势
,

加强市场预测
,

制定规

划
,

合理安排
,

主动开展找矿工作
,

按照建材工

作会议精神的要注
,

为满足水泥
、

玻陶和非金属

矿建设发展的需要
,

提供矿产资源
,

促进矿山开

发
。

只有掌握了充足的矿点贮备
,

才能在市场竞

争中取胜
。

五
、

管好地勘成果
,

积极招商引资
,

尽快实

现成果的转化
。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
, “

勘查成

果
”
不仅仅指勘查报告

,

也包括资金
、

知识
、

技术

投入取得的所有地质勘查资料和矿产储量
,

以

及相应的优先勘查权和优先开采权
。

我国矿业

投资多元化 已成定势
,

勘查成果有偿使用和矿

山企业应对开发性的地质勘查进行投资
,

这些

适应市场经济的新观念相继建立
,

使地勘成果

转让成为可能
,

随着有关法规的颁发
,

探矿权人

的利益将受到保护
。

因此
,

我们要把勘查成果当

作地质单位的重要财产加以精心管理
。

要抓紧

时机进行地质资料的收集
、

整理
、

研究和二次开

发
,

特别要重视探矿权和采矿权的取得和保持
,

按照有关法规做好登记工作
。

要充分利用取得

的地质工作成果
,

采取中心综合招商引资和各

队在地方招商相结合的办法
。

积极吸收国内外

资金
,

采用合作
、

合资
、

转让等形式进行矿产勘

查和开发
,

尽快实现成果的转化
。

六
、

树立名牌意识
,

争创一流
,

提高建材地

质勘查队伍的社会声誉
。

创建名牌队伍的 目的
,

是以市场需求为 目标
,

通过深化改革
,

加强科学

管理
,

实现技术更新等途径
,

使我们的地勘工作

在效率
、

质量
、

效益和服务各方面达到一 流水

平
,

提高 队伍的社会声誉
,

从而赢得市场
,

创造

更好的社会效益
。

要通过精心设计
,

精心管理
,

采取措施缩短勘查周期
,

快速提出勘查成果
,

不

失时机的满足市场需求
。

要坚持开展质量创优

活动
,

实行全面质量管理
,

提供名牌产品
,

找出

好矿
。

主动为矿山建设的需要着想
,

发挥专业地

质队的特色
,

为矿山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七
、

加速科技进步
,

提高技术水平
,

增强队

伍的竞争能力
。

地勘工作技术性强
,

只有依靠科

技进步
,

掌握先进技术
,

才能大幅度提高工作效

率和质量水平
,

光凭老一套的技术和装备去应

付生产
,

是难以在今后市场中立足的
。 `

为此
,

中

心将采取组织重点科技进步项 目的开发和 推

广
,

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等措施
,

推动全系统的

科技进步
。

当前
,

要着重从提高野外工作的机械

化程度和加速地质勘查资料整理评价自动化方

面努力革新
,

也要积极采用其他先进技术
,

更新

技术设备
。

八
、

尊重人才
,

加强职工教育和业务培训
,

提高队伍的素质
。

地质勘查工作需要多种专业

技术人才
,

地质勘查工作进入市场后
,

迫切需要

善于经营管理的人才
。

当前
,

我们的技术队伍正

处于更新时期
,

要解决好人才的接替
,

首先要配

齐总工及接替者
,

既要充分发挥老的技术人员

和管理人员的作用
,

又要着力培养年轻的技术

业务骨干
,

造就一批新一代具有高水平的地质

勘查和经营管理专家
,

提高他们在社会上的知

名度
。

同时
,

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
,

培养职工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

我们相信
,

只要采取有力措施
,

经过优化达

到精干的建材地质勘查队伍
,

就一定能充满活

力
,

不仅能在国内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
,

而且要

打入国际市场
,

不断取得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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