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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环环发〔2023〕117 号

榆林市生态环境局神木分局
关于神府经济开发区赵家梁煤矿三一煤井开
拓延深项目（产能核增至 1.2Mt 每年）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赵家梁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神府经济开发区赵家梁煤矿三一煤井开拓延

深项目（产能核增至 1.2Mt 每年）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相关资料

收悉，经我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委员会审查并结合榆林

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技术评估报告（榆环评估环发〔2023〕46

号），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神木市孙家岔镇，2004 年 10 月 21 日原

陕西省环境保护局以陕环函〔2004〕273 号文件批复该煤矿 45

万吨/年项目环评。2009 年 3 月 17 日原榆林市环境保护局以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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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环发〔2009〕41 号批复文件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陕西省煤炭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局于 2013 年 2 月 6 日以陕煤局发

〔2013〕29 号文件将三一煤井生产能力核定为 60 万吨/年，2019

年 2 月 23 日原神木市环境保护局以神环发〔2019〕93 号文件批

复该煤矿 60 万吨/年项目环评，2020 年 9 月 29 日陕西省发改委

以陕发改能煤炭〔2020〕1379 号文件将三一煤井生产能力由 60

万吨/年核定为 120 万吨/年。赵家梁煤矿井田面积 27.5268km2，

开采 3-1、4-2 上、5-2 上煤层，采用一矿两井开拓方式，三一

煤井剩余可采储量为 13.06Mt，服务年限 7.7 年。矿井采用综合

机械化采煤工艺，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2020 年 9 月三一煤井

开采规模已达到 120 万吨/年，本次产能提升项目不新建工程、

不新增设备，原煤洗选依托赵家梁洁净煤洗煤厂，供热依托恒源

焦化厂供热站。项目总投资为 19018 万元，环保投资为 829 万元，

占项目总投资的 4.36%。

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我局审批即擅自开工建设，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规定，违法行

为已经查处。你公司必须认真吸取教训，增强守法意识，杜绝违

法行为再次发生。

该项目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煤矿，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

诺纳入矿区总体规划调整（《关于报送延安市禾草沟煤业有限公

司等 3 处煤矿纳入矿区总体规划调整的承诺函》（陕发改能煤炭

函〔2022〕322 号））。经审查，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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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和污染防治措施后，该项目

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减缓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环境

影响报告书总体评价结论和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大气污染物达

标排放。原煤经输煤栈桥送至洗煤车间洗选加工，栈桥采用全封

闭式并设喷雾洒水装置，运煤车辆加盖篷布，出入口设洗车装置，

运煤道路全部硬化、两侧绿化，在厂界四角或东西南北建设不少

于 4 台扬尘在线监控设施并联网。

（二）落实各类污废水收集、处理、回用等措施。生活污水

处理站规模为 240m
3
/d，采用“A

2
O+沉淀+过滤+紫外消毒”处理

工艺，处理达标后用于厂区绿化、道路洒水降尘等，不外排；矿

井水处理站规模为 100m
3
/h，采用“混凝+沉淀+过滤+紫外消毒”

工艺，处理达标后回用于井下消防、洒水，不外排。严格按照“源

头控制、末端防治、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的原则对地下水进行

污染防控，根据厂区防渗等级进行规范防渗处理。

（三）加强噪声管理，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

采取基础减振、隔声、消声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排放和敏

感点声环境质量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四）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对固体废物

进行分类收集、处理和处置，确保不造成二次污染。掘进矸石用

于井下填充不出井。洗选矸石前期部分用于发电，剩余运至煤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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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填沟复垦场进行填沟复垦，后期全部用于规划建设的煤矸石综

合利用项目，积极拓展洗选矸石综合利用途径，提高综合利用率。

井下水处理站煤泥掺入末煤外售，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泥与生活垃

圾一并交环卫部门处置。废机油、废润滑油等危废暂存于危废暂

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项目在建设和运营

过程中应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按照“边开采、边整治、边复垦”

的原则，落实生态保护与修复措施，对于受采煤沉陷影响的基本

农田，采取人工恢复的方式，整治复垦率为 100%，保证基本农

田数量和质量不降低。

（六）严格按开采设计要求留设保护煤柱，建立地表沉陷岩

移观测系统和生态监测系统。开展岩移变形跟踪观测和生态系统

跟踪监测。

（七）加强采煤过程中地下水资源保护，密切监测井下涌水

量的变化，坚持“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原则。建

立地下水长期动态跟踪监测计划，一旦发现居民生活水源受到影

响，煤矿应立即启动应急供水预案，确保居民用水安全。

三、强化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有效防范环境风险。修订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并与属地政府

及相关部门实施联动,定期组织开展演练。严格落实各项环境风

险防范措施,确保事故状态下不对外环境造成污染影响。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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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

制度，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依法办理排污许可手续，按规定

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选址、建设、运营全过程落实环境

保护措施、公开环境信息的主体，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等要求依法依规公开建设项目环评信息，

畅通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渠道，保障可能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

公众环境权益。

六、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

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

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书自批准之日

起,如超过五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

报我局重新审核。

榆林市生态环境局神木分局

2023 年 10 月 30 日

抄送：神木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环境监测站，陕西清泉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本局各领导。 档（二）

榆林市生态环境局神木分局 2023年 10月 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