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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江苏

沛

县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 局长李

晓建介绍， 治理后的塌陷地实现

了“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沟相连”的

高效农业示范区， 提高了耕地质量，增

加了耕地面积，缓解了人地关系紧张状

况，给地方政府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沛县位于江苏省徐

州市的西北部，东靠

微山、 昭阳两湖，西

北与山东省鱼台县接

壤，西邻丰县，南接铜山

区。 全境南北长约 60公

里， 东西宽约 30 公里，

总面积 1576 平方公里，

全县总人口 127 万。 境

内煤炭资源丰富， 煤炭

储 量 占 徐 州 地 区 的

69%，素有“江苏煤炭在

徐州，徐州煤炭在沛县”

之称。 煤炭生产基地在

给国家创造大量财富的

同时， 也给沛县留下了

满目疮痍。 由于开采历

史较长， 形成大面积的

地面塌陷， 给沛县人民

的生产生活造成不利影

响。 其塌陷面积约 10万

余亩，涉及 7 个镇，55 个

行政村，10余万人。目前

已搬迁 35 个村庄 ,9468

户，42963 人。 待全县 8

个矿井闭坑时， 将形成

24 万亩塌陷地， 占全县

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

失地农民达 22 万人，占

全县总人口的六分之

一， 严重影响着沛县社

会稳定和经济建设的发

展。

统筹环境治理，建设生态美好家园

颜锋 王艳秋 刘伟 刘慧玲

沛县国土局：

地矿统筹创建生态家园

杨屯镇是苏北压煤的大镇之一，

总面积 41 平方公里 , 下辖 17 个行政

村、4 个居委会， 41 个自然村, 总人口

6万人。其中涉矿村居 16个，压煤村庄

31个自然村，涉及人口 4.3万，37 平方

公里为压煤区。 现有耕地 3.2万亩，人

均不足半亩。 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

由于大屯煤电集团公司下属姚桥煤

矿、龙东煤矿、徐州矿务集团三河尖煤

矿同时深入该镇采煤，造成 14 个自然

村 1.78 万人搬迁， 土地塌陷近 2.1 万

亩。 其中 4 米以上 4000 亩，1.5 米—4

米有 17000 亩。 三家煤矿的年开采量

600 多万吨， 按现在的开采速度和规

模， 杨屯镇整个镇区煤矿资源将在

15—20 年内开采完毕， 还会造成 2.5

万多亩土地塌陷，4 万多农民将失去

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

2008 年 10 月 21 日，沛县人民政

府与大屯煤电集团公司联合召开会

议，形成《沛县和大屯煤电集团关于

杨屯镇区及姚桥矿西翼村庄搬迁工

作第一次联席会议纪要》， 确定杨屯

镇压煤村庄搬迁工作进入准备阶段。

姚桥煤矿根据中煤集团《关于上海大

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姚桥煤矿西翼

采区压煤村庄搬迁的批复》进行村庄

搬迁规划。 2011 年 5 月 12 日， 姚桥

西翼压煤村庄搬迁启动仪式的举行，

标志着杨屯镇一镇十一村搬迁正式

开始。

新镇区规划面积 5 平方公里，包

括城区和工业园区两个部分， 其中城

区 2.1平方公里，建筑面积 170万平方

米， 建成后可安置 4 万人口入住。 目

前， 文体中心、 社会管理综合服务中

心、写字楼、污水处理厂已建成，三纵

三横道路建成通车， 苏鲁省际商贸中

心部分已经投入使用。张街新村、西仲

山新村、蒋海新村、杨屯新村年内百姓

可上房。 农贸市场、卫生院、中学、小

学、 幼儿园正在施工， 年底可投入使

用，极大地方便了百姓。镇区绿化面积

3.5万平方米，一个特色鲜明，宜居、宜

业、 宜游的滨湖新城呈现在杨屯人面

前。

同时， 杨屯镇科学制定和实施采

煤塌陷地与压煤村搬迁规划， 把地下

煤炭资源开采与塌陷地复垦、 压煤村

庄搬迁相结合，实现矿地共同繁荣。目

前老镇区、张街村、孔庄、前场、欢口、

后屯、杨屯、蒋海王庄、西仲山村等一

镇八村正实施搬迁， 全部建造楼房为

“1+5”模式和小高层，老镇区和八个老

村体总占地 3500 亩，新村规划仅占地

1000亩，可节约土地 2500亩。“一镇八

村”搬迁不仅节约土地，而且有利于农

村城镇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杨屯镇

压煤村庄的搬迁可释放国家能源近亿

吨， 有效缓解煤矿企业资源生产的紧

张局面，对实现稳产、高产和可持续发

展，促进沛县经济繁荣、和谐稳定都将

产生十分重要的意义。

统筹资源保护，增加生产设施用地

2009 年《关于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的意见》的出台，给沛

县综合利用采煤塌陷地带来了希望。江苏省“老工业基地资源

利用与生态修复协同创新中心”将沛县作为研究示范基地，以

此为依托，沛县国土资源局借助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的东风，

加大了对采煤塌陷地的复垦力度。

杨屯镇人民政府在沛县国土资源局的业务指导下， 紧紧

围绕增加耕地面积， 提高耕地质量， 创新采煤塌陷地治理方

法。 根据塌陷地土质、周围环境和塌陷程度的不同，采用不同

的治理方法。

挖深填高法，即把土地塌陷较深部分挖成鱼塘，挖出土方

把周围垫高，成为耕地。

表土剥离法，即把塌陷地壤耕作层表土剥离出来，用煤矸

石、 粉煤灰等充填在塌陷处， 然后把耕作层表土铺垫在最上

面，群众可以直接在上面耕种。

鱼鸭混养、土地流转法。 由于土地塌陷仍在进行之中, 有

的处于稳沉、有的处于滑坡阶段，深浅不一。 杨屯镇从实际出

发，因地制宜，采取鱼、鸭混养的采煤塌陷地利用模式。通过利

用水面和滩涂资源，重点发展水产、水禽和池藕。 返乡大学生

张宪虎一次承包塌陷地 200亩，低洼处挖塘养鱼，高处栽植桃

树，吸引游人旅游观光，走出了一条塌陷地里带动“农家乐”旅

游产业的致富路。

2012年以来， 沛县共实施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 16个，项

目建设总规模 2597.9 亩，新增耕地 1550 亩，涉及张庄、龙固、

大屯等 12个镇、区。其中，2015年度入库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

8个，涉及鹿楼、五段、魏庙、张寨、安国、张庄等 6个镇和汉源、

汉兴 2 个街道办事处，项目建设总规模 468.3 亩，计划新增耕

地 461.8亩。

统筹沛北一体，提高生活幸福指数

沛县杨屯镇压煤村庄搬迁新居 李抗 /摄

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李侃桢(中)等领导在沛县杨屯镇调研采煤塌陷地搬迁 李抗 /摄

以

地矿统筹为契

机， 杨屯镇按照

“一镇两村” 总体规划

格局，带动赵楼、许庙

等 6 个非搬迁村，合并

为一个农村新型社区。

共投资 1.2 亿元，建设

住宅楼 36 栋， 拆迁

1200 余户， 安置人口

4000 余人， 可节约土

地 400 亩。杨屯镇党委

书记辛传坤如是说。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如何解决土地制约瓶颈这一难题成为摆在沛

县人面前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而采煤塌陷地每年在以 4000 多亩的塌陷速度

递增。 如何响应县委县政府提出的“打造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龙城水乡新沛

县”这一目标，沛县国土资源局拓展发展空间，造福人民群众,以地矿统筹为平

台，加快沛北一体化建设步伐，走出了一条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建设生态美好

家园的新路子。

徐

州市委、市政府

把沛北一体化

发展纳入市级战略层

面，制定出台了《关于

支持沛北一体化发展

的意见》，鼓励和支持

沛北在城乡统筹和地

矿融合发展上先行先

试， 支持沛县建成全

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

沛北地区包括沛城、大屯、杨屯、

龙固、 安国 5镇及新城区、 开发区两

区，面积 445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

的 28.2％，人口 57.4 万，占全县总人口

的 44.6％，辖 162个村（居）。 沛北是徐

沛煤田的主体， 煤田面积 160 平方公

里，探明煤炭储量 24 亿吨，占徐州市

煤炭储量的 69％， 年产优质原煤 1300

万吨以上。按照现有开采速度，20年后

沛北大部分矿井将关闭停产， 煤炭资

源严重萎缩，煤炭产量急剧下降，矿区

经济将失去煤炭产业的支撑和依托。

沛县积极探索产业发展、 土地利

用、城镇规划、环境保护等多规融合，

制定了采煤塌陷地土地利用和村庄搬

迁规划，构筑生态修复、塌陷地治理、

城镇一体化发展体系。

丰富的煤炭资源可为沛北提供较

长的转型积累缓冲期；沛北拥有 40 公

里湖岸线和将要形成大面积的水面和

湿地， 滨湖富水的资源禀赋为构建富

有特色的城市形态提供了广阔空间；

沛县是刘邦故里、大汉之源，文化底蕴

深厚， 开发利用好两汉文化资源可为

一体化发展构筑起特色鲜明的地域文

化品牌优势。 可以说，沛北一体化的规

划建设机遇难得、 适逢其时、 条件优

越。

目前，杨屯镇面临着沛北一体化、

塌陷地搬迁、 万顷良田建设、 交通建

设、黄河故道二次开发、文化旅游产业

开发六大机遇集于一身， 在杨屯镇发

展上史无前例。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

策举措，为采煤塌陷地治理、开发和利

用注入了新的动力。 正在实施的城乡

统筹规划和沛北一体化发展战略，将

计划每年建设安置房 100 万平方米，

力争把沛北区域建成 50 万人口规模

的生态新城。

在园区扩容方面， 在县国土资源

局的带领下，清理杨屯闲置用地，回收

大屯煤电公司 500 亩烟灰坑建设用

地，将工业园区扩建成 2平方公里。 以

此为平台，做强主导产业，壮大新兴产

业，优化特色产业，建成工业强镇。

在产业开发方面，利用新园区、新镇区、新景区，大力开展

第三产业，形成临园物流、临镇商贸、临湖旅游三大板块，大幅

度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

同时，塌陷地复垦利用，引进运用国际国内先进技术和成

功模式加快采煤塌陷地复垦利用进度，以水产养殖为重点，打

造高科技水产养殖示范区。

特别是在就业工程方面，4万农民成市民， 必然给就业带

来很大的压力。 通过打造工业强镇，创造 1 万个就业岗位；通

过建设精品农业，创造 1 万个就业岗位；通过开发第三产业，

创造 1 万个就业岗位。 让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

的群众都有活可干、 有钱可赚， 确保了采煤塌陷区群众搬得

出、住得好、有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