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0-24 日 ， 中央第六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下沉山西霍东矿区开展
现场督察 。 督察发现 ，国家能源局审核
把关不严 ， 山西霍东矿区总体规划中
缺乏对泉域保护的要求 ， 矿区部分煤
矿 违 规 超 采 甚 至 无 证 开 采 岩 溶 地 下
水 。 ”生态环境部近日通报的一则警示
案例 ， 点名批评国家能源局及多家煤
矿 ，引发行业关注 。

通报显示 ，霍东矿区属于 《全国主
体功能区规划 》 确定的限制开发区域 ，
水环境敏感 。 但该矿区涉及的 26 家煤
矿中，有 22 家均存在开采岩溶水行为 。
其 中 ，6 家 煤 矿 在 无 取 水 许 可 的 情 况
下 ，2018 年以来非法开采岩溶水超 60
万立方米 ；16 家煤矿虽有取水许可 ，但
其中 11 家存在超采行为 ，占比近七成 。
究其原因 ， 督察组将根源指向矿区总
体规划 。

规划作为基本依据，非但未能发挥指
导作用，反而因不科学、不合理，埋下严重
隐患———记者了解到，在国内煤矿开发领
域，上述情况并非个案，且煤炭矿区规划
现存的问题远不止于此。

霍东矿区总规划面积约 4110 平方公
里、煤炭资源总量 366 亿吨，既是全国 14

个大型煤炭基地———晋中基地的重要组
成，也是《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
年）》划定的国家规划矿区之一，被列入重
点监管区域。

除身份重要外， 霍东矿区还是生态
环境敏感区域。 据悉，霍泉是山西 19 个
岩溶大泉之一，肩负当地农业灌溉、饮用
水源等重任， 埋深大于 500 米的地下岩
溶水是其主要补给水源。 早在 1998 年，
《山西省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 》 就已明
确 ，泉域重点保护区内禁止打井 ，重点
保护区以外范围应控制岩溶地下水开
采，对取水实行总量控制。

记者了解到，霍东矿区与霍泉泉域的

重叠区域内共有 26 家煤矿， 除 3 家未生
产、1 家未开采岩溶水外， 其余 22 家均存
在开采行为。督察发现，6 家煤矿在未取得
取水许可的情况下，2018 年以来非法开采
岩溶水超 60 万立方米。 其中，仅冀中能源
邢矿集团下属的老母坡煤业一家，非法开
采量就达 25 万立方米。 16 家已有取水许
可的煤矿中，11 家存在超采行为，2018 年
以来超采量近 100 万立方米。 其中，长治
沁新煤矿仅 2018 年就超采 12.5 万立方
米，是许可取水量的 2.7 倍。由于煤矿地下
水过度开采，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水质及
水位的下降趋势，对霍泉出水量造成不利
影响。

对此， 督察组将原因归结于矿区总
体规划不到位， 并重点指出国家能源局
把关不严。 “霍东矿区与霍泉泉域重叠区
域达 360 平方公里。 2015 年，地方上报的
矿区总体规划未提及霍泉泉域保护。 当
年，国家能源局在批复时没有提出异议。
2016 年 12 月，矿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审查意见指出这一问题后， 国家
能源局未跟进指导， 有关地方未及时督
促落实《山西省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相
关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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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学蕊、卢彬报道：10 月
15 日，由烟台市人民政府、山东省能源局、
《中国能源报》社共同主办，烟台市发改委、
烟台市新兴产业发展推进中心承办，以“安
全新高度，产业新发展”为主题的“2020 中
国（烟台）核能安全暨核电产业链高峰论坛”
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势下，我国
重启核电审批，核电产业发展进入全新阶
段 ，并将持续发挥扩大有效投资 、增强能
源支撑、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作用。 本次
会议吸引了国内核电 “产学研 ”各领域代
表近 300 人汇聚烟台 ， 围绕核能综合利
用、高端装备制造、储能产业发展、产业金
融服务 、核应急与公众沟通 、核技术应用
与后处理等话题展开研讨，共商我国核电
产业高质量发展、 山东省能源结构优化、
烟台市打造 “中国清洁能源示范市 ”的新
路径。

今年 9 月 2 日 ， 国务院核准 4 台华
龙一号核电机组 ， 自主三代核电步入批
量化建设阶段。 截至 9 月底，我国在运核
电机组 48 台 ， 总装机容量 4987.5 万千
瓦 ，装机容量居全球第三 ；在建核电机组
14 台 ，总装机容量 1553 万千瓦 ，在建规
模全球第一。

“烟台市抓住了核电发展的大好机遇
期。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
寿君在致辞中称， 烟台有序汇聚了一批先
进三代核电项目，集中培育了一批核电装备
制造骨干企业，广泛集聚了国内一流的核电
创新资源，“未来，烟台市在打造国家清洁能
源综合利用示范市，在核能供暖、海水淡化、
制氢与储能、危废处置、海上风电等领域也
将有非常值得期待的长远发展。 ”

山东省能源局副局长邓召军表示，近
年来， 山东省围绕新旧动能转换任务，已
将核电作为提升能源发展质量的主攻方
向。 “作为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大省、工业大
省 、能源大省 ，山东既有安全高效开发利
用核能的现实需要，也具备培育壮大核电
装备制造业的基础条件。 ”

烟台成为山东借力核电实现绿色转型
的发力点。

数据显示，截至 9 月底，山东省首个在
运核电项目———位于烟台的海阳核电一期
工程两台机组已累计发电 328 亿度， 年累
计上网电量 305.7 亿度。 2019 年 11 月 15
日， 海阳核电核能清洁供热工程一期项目
向周边 70 万平方米、73 个小区供热， 成为
全国首个核能商业供热项目。 此外，海阳核
电日产 30 万吨大型海水淡化工程也于今
年启动， 该工程的实施将提高胶东地区供

水可靠性及灵活性。
据了解，未来 5 到 10 年，以烟台为中

心的山东半岛地区将汇集采用国际先进
核电技术 AP1000 和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
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国和一号 、高温气冷
堆等技术的核电项目。 “未来，山东将成为
我国继浙江 、广东 、福建之后的新兴核能
大省和强省，烟台将成为环渤海地区核电
产业发展的中心城市。 ”中国工程院院士
叶奇蓁说。

核电是国家战略性高科技产业， 技术
创新实力和装备制造能力是其作为 “国家
名片” 的核心所在。 发展核电产业十几年
来，烟台在这些领域下足功夫。

2016 年 11 月， 在烟台市政府主导下，
中国广核集团、中核集团、国家电投集团、
烟台市台海集团共同组建了民办非企业新
型科研机构———烟台核电研发中心。

“截至目前，烟台核电研发中心已累计
向国家、省级科研主管部门申报了近 50 项
科研课题。 其中，列入国家能源研发计划的
11 项课题，已在研发中心创办的新型科研
机构陆续启动研发。 ”烟台核电研发中心主
任、中国广核集团副总经理施兵说。

2017 年 8 月， 国家能源局支持烟台市
依托烟台核电研发中心建设国家核电产业
技术创新平台，该平台于 2018 年 1 月纳入

国务院批复的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
验区建设总体方案》。 烟台市发改委主任刘
福生表示：“创新平台启动建设以来， 烟台
市进一步深化与三大核电央企的合作，充
分利用现有技术研发和装备制造资源，建
立推动核电产业化发展的政策体系和激励
机制，在核电主管道、高效换热管材、核电
安全壳、核岛制冷设备、核能多元化利用装
备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 ”

研发平台的搭建，让烟台聚“核”能力
更强，创新成果落地更快。近年来，烟台市依
托自身及周边地区核电项目， 建设了海阳
核电装备制造工业园区和莱山核电产学研
聚集区两个省级核电园区，汇聚了多家核电
装备制造及配套企业，关键技术研发及生产
制造能力已达到国内甚至国际领先水平。

“截至 9 月底，上述两大园区已有 42 家
企事业单位成为各核电集团的合格供应商，
业务覆盖技术研发、工程设计、装备制造、施
工建设、安装调试、运维服务、中低放废物处
置等领域。 ”烟台市新兴产业发展推进中心
主任张洁非说。

海阳核电建设之初， 烟台市就确定了
围绕核电项目建设发展配套产业的思路，
将核电装备制造和核能综合利用等作为战
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

在此背景下， 烟台市多年来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 营造出良好的产业聚集氛围。
“烟台已连续五年举办核电产业链高峰论
坛， 今年成功引进中国国际核电工业及装
备展览会， 并成为这一展览会的永久举办
地。 至此，烟台已经形成了包括多个三代核
电项目建设运营、技术研发、装备制造、综
合利用的核电产业链，打造了以‘论坛+展
会+区域经济’ 为载体的核电产业化发展
‘烟台模式’。 ”刘福生说。

其中，在产融结合领域，烟台市加快与
制造业发展相配套的金融体系建设，于今年
8 月设立总规模 100 亿元、 首期 30 亿元的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白鹭新能源产业基金，拟
重点投向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烟台
市重点扶持产业。

“作为产融结合的重要工具，白鹭新能
源产业基金围绕核电、新能源产业链，培育
扶持壮大烟台本地合格供应商， 持续提升
本地化采购比重，放大产业优势，扩大集聚
效应，助力烟台市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
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 ”张洁非说。

2018 年，山东省印发《烟台市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明确提出烟台市
“培育千亿级核电装备产业，打造中国核技
术自主创新集成基地”的远景目标。 蓝图已
经绘就，烟台核电产业正在凝心聚力、稳步
向前。 （相关报道见 12 版）

烟台倾力培育千亿级核电装备产业

超 1/4煤炭矿区突破生态红线
■本报记者 朱妍 于孟林

中央环保督察组日前通报称，山西霍东煤炭矿区总体规划关注生态
环境保护少，导致地下水超采等问题突出，并点名批评国家能源局审核
把关不严。 而此问题，还只是煤矿环保问题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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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而罕见地将板子
打在国家能源局身上， 足见
规划问题的严重性”

露露天天煤煤矿矿开开采采现现场场图图。。 人人民民图图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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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类 报 纸 ， 《中 国 能 源报 》 以其
独有的权威性 、可读性 、影响力 ，成
为能源人首选的行业读物 。 未来我
们 将 继 续 努 力 做 出 更 加 专 业 、 权
威 、好读的原创内 容 ，回 馈 广 大 读
者朋友 。

目前， 新一年的报纸征订已经开
始， 希望广大读者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们，前往各地邮局订阅 2021 年 《中国

能源报》， 邮发
代号 1-6，全年
定价 388 元，或
扫描二维码，一
键快速订阅。

《中国能源报》社

2020中国（烟台）核能安全暨核电产业链高峰论坛召开，国内核电
“产学研”精英近 300 人齐聚一堂，共商核电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