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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决策部署，牢固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两个至上”，更好统筹发展与
安全。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着力解决
煤矿安全生产深层次难点堵点，切实从根本上消除隐患、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推动煤矿安全管理水平提档升级，
实现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我县高质量
发展全面提质提速打造和谐稳定的安全环境。



第二部分



聚焦全县煤矿防治水工作实际，通过开展采空区调查勘
查，查清煤矿采空区积水分布情况；分析评价水害类型
和危害程度；建设煤矿采空区综合勘探信息管理系统，
实现矿井地质三维可视化；编制全县煤矿防治水五年规
划，提出综合防治方案。构建科学严谨、系统高效的防
治水体系，实现各类水害可防可控，推动矿井本质安全
水平有效提升，全县煤矿防治水工作迈上新台阶。



第三部分



调查与踏
勘

调查与踏
勘

收集采矿、地质资料，全面详查小窑封堵、地表水体、地表塌陷以及井下采空区积水、采
掘地质构造揭露情况等，结合近年来已开展的物探及钻探施工情况，为煤矿五年开采规划
范围内采空区及积水范围勘查与水害防治工作提供可靠资料。

对矿井老空区和五年开采规划范围内重点水害防治区域，划定物探范围，选
用三维地震、地面瞬变电磁、电测深、槽波地震、坑透、矿井瞬变电磁等方
法，对重点采空区及水害异常区进行钻探探查验证。

建立矿区地质体三维高精模型；开发煤矿气象灾害监测预警
模块；重点煤矿安装微震监测系统及电阻率监测系统；接入
电子封条视频监控图像，集成各矿采空区矿井水监测数据。

综合防治
规划方案
编制

编制全县煤矿采空区及水害综合防治报告、采
空区水害综合防治规划报告，提出五年开采规
划区域内采空区及水害防治重点难点和相关建
议形成4类示范工程项目点，合理有效推广。

三维信息
管理系统
建设



第四部分



收集资料（2024年6月底前）

实施
步骤

调查踏勘与合同签订（2024年8底前）

采空区及积水范围勘查（2024年12月底前）

综合防治报告编制（2025年4月底前）

三维信息管理系统建设（2025年7月底前）

综合防治总体规划报告编制（2025年10月底前）

项目评审验收阶段（2025年12月底前）

项目启动（2024年5月底前）



第五部分



保障
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协调配合。县政府成立蒲县煤矿采空区及积水范围勘查与
水害综合防治项目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推动项目工作。

落实工作经费，做好上下衔接。按照每座矿井100万元预算，县财政出资40%，
企业出资60%，最终按财政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支出。

加强工作调度，确保取得实效。领导小组要每月25日前调度项目承担单位工作
进展情况，确保全县煤矿采空区及积水范围勘查与水害综合防治项目按时按期
完成任务。



感谢观看
蒲县人民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