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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隐形首富”非法采煤获利超百亿
中央环保督察期间仍不收手

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三年前被
中央通报，声势和力度空前的问责风
暴，开启了祁连山史上最大规模的生态
保卫战。记者持续两年多的跟踪调查发
现，通报追责高压之下，祁连山生态保
护总体取得成效，但南麓腹地的青海省
木里煤田聚乎更矿区非法开采并未根
绝。大规模、破坏性的煤矿露天非法开
采，正给这片原生态的高寒草原湿地增
加新的巨大创伤，黄河上游源头、青海
湖和祁连山水源涵养地局部生态面临破
坏。

记者多方调查证实，制造这一区域
生态灾难的，是一家名为青海省兴青工
贸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青
公司”）的私营企业。兴青公司董事长
马少伟号称青海“隐形首富”，14年来
盘踞木里矿区聚乎更煤矿，涉嫌无证非
法采煤2600多万吨，获利超百亿元。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历经两轮中
央环保督察和青海省叫停木里煤田矿区
内一切开采行为、开展生态环境整治的
背景下，兴青公司在木里聚乎更煤矿的
非法开采也未受到撼动，时至今日其打
着修复治理的名义仍在进行掠夺式采
挖，生态旧债未还又添新账。

“开膛破肚”式采挖

触目惊心

海拔4200米的木里矿区聚乎更煤
田，地处青海省天峻县，紧邻祁连山自
然保护区，是祁连山赋煤带的资源聚集
区，为青海唯一的焦煤资源富集地。木
里煤田由四个矿区组成，聚乎更煤田由
七块井田组成，聚乎更一井田是其中面
积最大、储量最多的井田，焦煤储量近
4亿吨，兴青公司非法开采活动集中于
此。

2020年7月下旬初，记者第三次探
访聚乎更矿区东南侧的一井田煤矿5号
井。兴青公司采煤区内，数台挖掘机和
装载机正在紧张作业。满载煤炭、渣土
的重型自卸车一辆紧接一辆，沿着矿区
简易道路逶迤爬行；回行的空车则一路
狂奔，扬起漫天尘土。知情人士告诉记
者，目前兴青公司有四个采煤队、120
台机械、近300人在聚乎更矿区一井田
煤矿5号井开采作业。

在兴青公司露天开采现场，放眼望
去，“开膛破肚”式采挖形成的巨型凹
陷采场，自东南向西北方向蜿蜒5公
里，形成一条宽约1公里、深达300米到
500米的沟壑，犹如在高原湿地上劈出
的一道巨大伤口。开挖剥离出的地下冻
土、岩石、煤矸石，在矿坑附近堆起四
五十米高的渣山，掩埋了大片草地。

2019年4月26日，记者曾以运输车
司机身份通过重重盘查，进入聚乎更矿
区一井田煤矿5号井，目睹了兴青公司
与上述情景几乎相同的开采场面。

2019年7月8日，记者再赴木里聚乎
更矿区，在兴青公司矿区驻地门口看
到，两个多小时，75辆满载煤炭的重型
半挂车从兴青公司采煤区呼啸驶出，每
辆车装载至少50吨，源源开往八公里外
的木里火车站煤炭货场。

时隔一年多，兴青公司在聚乎更矿
区一井田煤矿5号井的采掘面，向西北
方向快速扩展。记者置身于此看到，远
处是碧草如茵的自然湿地、珍珠般洒落
的羊群和白雪点缀的山峰，近处则是一
片狼藉的煤堆、渣堆和触目惊心的巨
坑，对比之下像是绿色的高原草甸被遽
然撕裂，黑色煤炭和渣土如伤口处外翻

的血肉，令人不忍直视。

14 年非法开采

获利超百亿

据记者调查，兴青公司于2005年介
入聚乎更矿区一井田煤矿，2006年后半
年开始煤炭开采，其非法开采活动已持
续14年。

2005年至今，兴青公司参与了木里
煤田三轮煤炭资源整合，先后加入了松
散型的青海木里煤业有限公司、青海天
木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青海矿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由于“整而不合”，实质
是兴青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青海兴青天
峻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青天
峻能源公司），单独自行在聚乎更一井
田煤矿5号井实施煤炭开采。

记者从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一工作人
员处了解到，截至目前，兴青公司、兴
青天峻能源公司均未取得聚乎更一井田
煤矿的采矿许可证，其开采行为属于非
法盗采。

此前，马少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称，其长期以来都在参与木里煤田三轮
煤炭资源整合，整合一直未能全部完
成，兴青公司、兴青天峻能源公司都
“停产配合整合，没有生产”。

而根据青海省政府青政（2011）93
号文件，2011年度兴青公司上缴税收
3 3 2 7 1万元。另据青海省政府青政
（2012）61号文件和2013年7月青海省
财政工作会议披露的数据，2012年度兴
青公司上缴税收4 . 12亿元。当地专业人
士据此测算，自2006年底到2014年6月
底，兴青公司在聚乎更矿区一井田煤矿
非法开采优质焦煤2000多万吨，收入
110多亿元。

此外，专业人士根据相关资料测
算，2015年至2020年，兴青公司在聚乎
更矿区一井田煤矿采煤500多万吨，收
入约40亿元。

记者从兴青公司内部获得的2019年
11月26日至12月29日《挖机挖煤结算
表》显示，在此约一个月期间，10台挖
机合计产煤11 . 25万吨；2020年5月26
日至6月25日《自卸车车数统计表》显
示，此期间产煤4 .1万吨。

由此可见，自2006年到2020年的
14年间，兴青公司从木里煤田非法采煤
2500多万吨，获利150亿元左右。

两轮中央环保督察期

间仍不收手

青海木里煤田违法开采、过度开发
破坏草原湿地生态环境，曾引起广泛关
注。从2014年8月开始，按照青海省
委、省政府部署，木里矿区的煤矿全面
停产整顿，采取露天采坑边坡治理、渣
土复绿等措施修复生态。

马少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其
“在聚乎更矿区一井田的环保工作得到
省政府肯定，作为生态恢复治理样板，
经验在木里矿区推广”。

而据知情人士称，2014年8月19
日，青海省委、省政府领导带队到木里
煤田聚乎更矿区现场办公，指导督办生
态修复和环境整治工作。省领导一离
开，兴青公司便白天修复整理弃渣，夜
间照旧采掘、出煤。自2014年下半年以
来，兴青公司打着矿区生态治理修复的
旗号，继续实施大规模非法开采，当地

人士称之“边修复、边破坏；小修复、
大破坏”。

记者获得的兴青公司内部资料显
示，在木里矿区整治风声趋紧的2014
年，该公司从聚乎更一井田煤矿采煤
113 .47万吨。

2016年2月，中央有关部门《关于
青海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和木里矿区生态
环境综合整治调研报告》引起高度重视
后，青海省政府出台木里煤矿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整治工作进入
最为严厉的时期。相关资料显示，就在
当年，兴青公司从聚乎更矿区一井田采
煤100多万吨。

2017年8月8日至9月8日，中央第七
环保督察组对青海省开展环保督察。记
者获得的大量图片、视频资料显示，此
期间兴青公司在聚乎更矿区一井田煤矿
的非法开采仍旧热火朝天，停采时间仅
一周左右。

2019年7月14日至8月14日，中央第
六环保督察组对青海省开展环保督察。
据兴青公司内部人士透露，督察组到天
峻县开展下沉督察，兴青公司在聚乎更
一井田煤矿的开采停了三天，督察组离
开的第二天即恢复开采作业。

“每逢领导前来视察、检查工作和
执法检查，兴青公司就临时停产一两
天，并将采煤机械设备全部转移到渣山
整形工地，用矿渣堵死通往采煤区的道
路。”兴青公司内部知情人士对记者
说，经常是白天迎接检查、夜间组织开
采，或者上级领导、执法人员前脚刚离
开、后脚就恢复生产。

“破坏性”开采

暗藏巨大生态“黑洞”

木里煤田储藏我国稀有煤种优质焦

煤，该焦煤发热量通常在6600大卡以
上，是不可或缺的炼焦用煤。青海人形
容这里的煤炭品质好到“用一张纸都能
点燃”。

聚乎更矿区一井田煤矿勘察报告显
示，其下一层煤层平均厚度17 . 24米，
下二层煤层平均厚度11 . 41米。按照矿
产资源法律法规和煤炭工业技术规范，
露天煤矿煤层厚度超过6米的，回采率
须达到90%。

相关煤炭开采专家对记者说，为了
追求效益尽快最大化，兴青公司开采只
吃“白菜心”，仅采特厚煤层这一层，
薄煤层、地质构造比较复杂的煤层基本
上弃之不采，回采率不足15%。

对此，业内人士痛惜地称为“采一
吨扔五吨”，如此采富弃贫、采厚弃
薄、采易弃难，导致优质煤炭资源在兴
青公司挑肥拣瘦的开采过程中，被白白
扔掉80%。聚乎更一井田5号井储煤
1 . 55亿吨，兴青公司采掘最深处已达
500米，采掘范围已过多半，超过6000
万吨煤炭资源被兴青公司白白扔掉，相
当于年产300万吨大型矿井的20年产煤
量，估值高达360亿元左右。

就兴青公司“掠夺式、破坏性”开
采行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福连呼
“痛心疾首”。他说：“木里煤田区域
生态极其敏感和脆弱，大规模无序探矿
采矿使得成千上万年形成的冻土层被剥
离，水源涵养功能减弱或消失殆尽，将
使地表大面积发生不可逆转的干旱
化。”

张宏福表示，兴青公司十几年来无
科学的施工组织设计和规范施工作业，
不仅破坏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而且使
优质焦煤、可燃冰等不可再生资源遭受
毁灭性破坏，有关部门必须予以彻查。

据《经济参考报》

聚乎更矿区一井田煤矿非法开采现场。

聚乎更矿区一井田煤矿非法开采后伤痕累累的山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