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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盐都县地处里下河
,

江淮腹部平原

地区
,

是国家重点生产粮棉基地之一
,

全县有

8 7 万人 口
,

人均耕地面积 1
.

14 亩
,

低于全国人

均耕地水平
。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
,

全县砖瓦窑随之增多
。

毁田开采粘土制砖与保

护耕地的矛盾
,

屹饭与建设的矛盾显得越来越

突出
。

如何使窑业取土和保护耕地资源两者妥

善结合起来
,

这是一个值得研究与探讨的问题
。

对此
,

盐都县地质矿产管理站针对全县砖瓦窑

厂数量
、

产品质量做了一次全面调查分析
,

决定

整顿关停并转一大批
,

保留一小批
,

先从取土面

积和取土量上降下来
,

然后结合各地情况
,

对予

以保留的窑厂今后取土必须坚持
“

四个原则
”
和

“
四个要求

” ,

即窑业取土在依法批准的情况下
,

必须坚持
“

改造田
,

增加田
,

不毁田
,

不用田
”

的

原则
;
取土后必须达到

“

不毁耕地
,

扩大耕地
,

保

护耕地
,

节约耕地
”

的要求
。

使窑厂开采粘土走

上了法制化
、

规划化的轨道
,

变过去毁田取土制

砖
,

为保护耕地资源
、

为复垦
、

开发
、

节地服务
。

据调查资料统计
,

截止 目前全县有
“

三窑
”
( 轮

、

立
、

土窑 ) 2 5 5 家
,

比 1 9 8 9 年之前 1 0 3 2 家减少

7 7 7 家
,

年取土面积和用土量比 1 9 8 9 年之前分

别减少 4 50 亩和 90 万立方米
。

通过强化窑业取

土 (开采粘土 )管理
,

使全县 的耕地资源的保护

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

1 9 90 年至 1 9 9 6 年
,

全县
“

三窑
”

取土面积达 3 9 7 .3 24 亩 (年平均取土面

积为 56 7
.

6 亩 )
,

其中通过平废 旧屋 ( 窑 ) 基墩
,

取开河压废地积土为国家和集体增加耕地面积

2 4 1 .7 97 亩
,

占整个
“

三窑
”

报批取土总面积的

60
·

86 %
; 整治废塘

、

废地
、

废河沟取土变为鱼塘

70 4
.

17 亩 (其中避免在耕地取土面积 198 亩 )
,

占报批取土总 面积的 17
.

72 % ;
通过高田降土

取土整治中低产田 8 5 1
.

1 亩
,

占
“

三窑
”

报批取

土总面积的 21
.

42 %
。

达到了窑业取土制砖与

农副业同步发展的 目的
。

年多收获粮食 1 63
.

4

万公斤
,

年增水产品 28
.

2 万公斤
,

年生产砖瓦

4 亿块
,

年经济效益计达 6 8 0 0 万元
。

现将整顿

与管理的具体作法介绍如下
。

一
、

实施高田降土改造田
、

不毁耕地

县地质矿产管理站先在大冈镇搞试点
,

让

一些有经济实力的窑业实施高田整治降土
。

该

镇有 25 个村
, 1 53 个组不同程度存在高田和垛

田
。

这些 田上水难
,

保水难
,

留肥难
,

收益低
,

即
“

三难一低
”

的大田
。

砖瓦窑高田降土取土以不

毁坏耕地为宗旨
,

在取土过程中做到
“

保留活土

层到位
” , “

收取复垦保证金到位
” “

土管部门按

标准验收到位
” ,

通过这一措施的落实
,

该镇几

年内将在一级农田里的 2 00 亩
“

三难一低
”

高田

全部整治成高产稳产的一级农田
,

年增产粮食
4 万公斤

。

试点成功了
,

县地质矿产管理站在冈

中
、

郭猛
、

潘黄
、

马沟等乡镇
,

逐步推行了窑业高

田降土取土制砖
,

使窑业在取土与保护耕地妥

善结合
,

形成了良性循环
。

二
、

开发积土高墩增加田
、

扩大耕地

县地质矿产管理站采取了
“
三平

”

措施
:

1
.

平废旧屋 (窑 )基墩造田
。

据调查了解
,

全县有废旧屋 (窑 )基墩 1 2 5 9
.

81 亩
,

对此
,

县地

矿管理站以中兴镇砖瓦厂搞了示范
,

窑厂取土

平墩与村镇建设部门结合
,

与规划部门结合
,

与

土地部门结合
,

实施
“

平墩
、

取土
、

造田
、

制砖
”

一

条龙
,

既为村组不花一分钱增加田
,

又为窑厂本

身开辟了土源制砖
,

取得了农业窑业都有利的

效果
。

窑业取土平墩造 田前景看好
。

2
.

平毁坟墓还 田
。

县地矿管理站乘县政府

平坟还 田的东风
,

采取了窑业平坟取土还 田与

村组农户平毁坟墓结合起来搞
,

使平下来的余

既开采

砖护制权保土要地ù粘又
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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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

实施填低田
,

用不了的土由窑厂运走制砖
,

结果获得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双丰收
。

3
.

平开河压废地积土退耕成田
。

随着农村

水网化水系工程的发展
,

其新挖河道出土难免

不压废一些耕地
。

针对这一现实情况
,

县地矿管

理站有目的地组织部分窑厂专门成立
“

取开河

积土退耕成 田
”

的班子
,

每年冬春兴修水利时

期
,

给窑厂发信息
,

依法取土退耕成田
。

取得了

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三
、

疏拓废旧河沟不用田
,

节约耕地

盐都县属于平原地区
,

窑业取土制砖在陆

上毕竟是有限的
,

如何把窑业取土的着眼点转

变过来向河道
、

水下要土
,

这的确是一门很有学

问的课题
。

全县境内沟河纵横
,

密布成网
,

其中

有一大部分是五六十年代挖的
,

许多河变浅变

淤
,

据调查
,

水下土源是供窑厂制砖的得天独厚

的粘土资源
。

于是
,

县地矿管理站进行广泛宣

传
,

发动各大小窑厂向水下取土制砖
,

不少乡镇

砖瓦厂购置了液压扒泥机船
,

经有关部门批准

在本乡镇和邻近乡镇村组大小河沟实施河下清

淤取土
。

这样
,

既疏通了河道
,

便于航运
,

又改变

水质
,

解决群众吃水困难
。

据统计
,

全县各类窑厂已疏拓河沟取土制

砖 37 万立方米
,

节约耕地 1 86 亩
。

四
、

废地整治取土变鱼塘
,

保护耕地

全县境内废塘多
,

死河多
,

洼滩地多
,

这些

废地有 2 3 0 0 亩
。

特点是零星分散
,

如果投资复

垦
,

费资费力
,

又无土源补充
。

大冈镇抬头村有

一块废塘和洼地连在一起
,

多年来
,

这块地种植

不行
,

养殖不能
,

该镇土管所调研后
,

促使窑厂

依法取土开发
,

仅一月开采 7 7 0 0 立方米
,

这块

废地变成 17 亩的精养鱼塘
,

既给砖窑提供了粘

土资源
,

又发展了农村的渔业生产
。

五
、

编制
“
三图二册

” ,

窑业管理科学化

为了掌握情况
,

实现动态管理
,

盐都县地矿

管理站依据县情编制了
:

全县
“

三窑
”

分布图
,

全

县各乡镇窑业逐年取土数量对比图
,

全县窑业

逐年取土类别分析图
;
各乡镇

“

三窑
”

取土报批

一 4 2 一

登记册
,

各乡镇复垦登记册
,

即
“

三图二册
” 。

根

据现场的实际变化
,

按时修编
“

三图二册
” 。

这就

使县地矿管理站的矿管干部对全县的窑业发展

状况
、

每年取土 (采矿 )数量
、

取土类别等了如指

掌
,

也使矿管干部深感矿管工作大有希望
,

增加

了矿管干部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

矿管干部还经常深人乡镇和部门
,

把
“

三图

二册
”

进行公开宣展
。

使乡镇
、

部门领导及窑厂

了解到矿管工作的重要性
,

看到了县地矿管理

站在保护农田
、

合理开采粘土方面发挥的巨大

作用
。

从而得到他们对矿管工作的支持与理解
,

改善了行政执法环境
。

通过对
“

三图
”

的分析
,

县地矿管理站发现

粘土开采量逐年上升
,

开采无规划
,

取土无计

划
。

对此
,

制定了全县粘土资源开发利用规划
。

变过去无规划
、

无计划申请报批采矿取土
,

为有

规划
、

有计划
、

带规划图上编号申请报批取土
,

出现了
“

规划用土
、

计划开采
、

科学利用
、

节约资

源
”

的依法取土的新局面
。

为使粘土资源
、

环境管理更科学化
、

规范

化
,

县地矿管理站又建了全县取土台帐和复垦

台帐
,

有力地促进了窑业取土复垦工作
,

达到了

环境保护的目的
。

既要保护农田
,

又促进窑业的发展
,

县地矿

管理站结合
“
三图二册

”

采取了四项措施
:
1

.

在

制定规划时首先满足保证乡镇办集体轮窑的用

土 ; 2
.

规划上没有取土点
,

而窑业又要求取土

的
,

要积极与地方政府和县有关部门共同商讨
,

按可行性农业结构的调整规划批准取土 ; 3
.

对

过去 已经停办的窑业
、

现在要求重新恢复生产

的
,

经详细调查
,

认为土源充沛
,

投资少
、

见效

快
,

社会又需要的
,

依法及时给予重新登记换

证
; 4

.

对超深采矿取土的窑业企业 (个人 )在坚

持依法管理的情况下
,

给于充足的时间令其复

垦
,

到时验收
。

通过以上的工作
,

使全县矿管工作出现管

住
、

管顺
、

管好
、

管活的新局面
,

得到了江苏省地

矿厅的认可
。

(盐都县地矿管理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