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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临沂市深入推进国土资源节约集约 
示范省创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临政字〔2018〕170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临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委会，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临沂临港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临沂商城管委会，临沂蒙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临

沂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各县级事业单位，各高等院校： 

    《临沂市深入推进国土资源节约集约示范省创建工作实施

方案》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临沂市人民政府人民政府               

      2018 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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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深入推进国土资源节约集约 
示范省创建工作实施方案 

 

为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进一步转变

国土资源管理和利用方式，提升国土资源保障和支撑能力，深入

推进国土资源节约集约示范省创建工作，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创建国土资源节约集约示范省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18〕

8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

国土资源，强化政策整合和体制机制创新，统筹保护资源、保障

发展和维护群众权益的关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为开创新时代

临沂加快发展、创新发展、高效发展、绿色发展的新局面，建设

“大美新”临沂提供坚实的国土资源基础保障。 

二、基本原则 

（一）改革创新、统筹推进。以改革为动力，推动制度创新、

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开源与

节流并举、节地与提效并进，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快土地和矿

产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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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约优先，集约高效。严守耕地红线，控制增量，盘

活存量，调节流量。严格用地标准、准入门槛和绩效考核，实施

企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监管，全面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以

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促进矿业转型升级，实现矿业可持续发

展。 

（三）市场配置，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

性作用，加强政策引导，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城乡建设

节约集约用地和矿产资源高效利用。 

（四）生态文明，绿色开发。大力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建设，积极实施国土综合整治，形成适应绿色发展的

空间格局。统筹推进矿产资源开发、矿山生态保护与矿山环境恢

复治理，加强绿色矿业和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着力增强生态

文明建设保障能力。 

（五）齐抓共管，协同推进。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共建共享责任机制，凝聚资

源、政策和科技力量，合力推进国土资源节约集约示范省创建工

作。 

三、总体目标 

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形

成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到 2020 年

末，城镇工矿空间规模控制在69404 公顷以内，耕地保有量不低

于1255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稳定在1080万亩，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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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建设任务累计不低于143万亩，单位GDP占用建设用地面积

下降24%以上。自2018年起，闲置土地处置每年完成面积总数的

50%；低效用地盘活每年完成面积总数的 20%以上，前五年供地

率达到 80%，重要矿产资源“三率”指标达标率达到 98%，大中

型石材矿山比例达到90%，所有矿山达到绿色矿山标准。到2022

年末，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98.90 平方米以下，农村居民点

等集体建设用地减少规模9.7 万亩，力争挖潜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6 万亩以上，全市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市省级考核合格率达

到 100%；“三区两线”可视范围内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面

积达到558公顷，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取得明显成效，矿产资

源生态开发和保护水平显著提升；政府主导、公众参与、规划引

领、市场配置、节约集约、奖优罚劣等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长

效机制全面形成（各县区需落实指标详见附件2—附件7）。     

四、主要任务 

（一）开展国土空间格局优化行动 

1.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在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

高的前提下，按照“落地块、明责任、设标志、建表册、入图库”

五项要求，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2.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以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

定的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为基础，以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

田形成的实体边界为支撑，综合确定城镇开发边界。  

3.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以确保生态安全为底线，在现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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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禁止建设区基础上，将重要生态功能区、生

态敏感区、风景名胜核心区、水源地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

园等划入生态保护红线，严格用途管控。 

4. 推进“多规合一”。以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为底数，以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自上而下逐级控制的约束性指标和总体布局

为基础，以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为红线，

发改、国土、住建、规划、环保等部门统筹考虑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及相关规划，做好各类规划的协调衔接。 

（二）开展耕地保护提升行动 

1. 建立健全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强化各级各部门领导干

部耕地保护主体责任，完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考核评价体

系，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情况纳入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

计、离任审计内容。开展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考核与追究，严肃查

处耕地保护失职渎职行为。 

2. 确保耕地占补平衡。严格落实耕地占一补一、占优补优政

策。以提高耕地产能为目标，完善政策措施，推行建设占用耕地

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 

3. 深入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按照省政府关于整合统筹资金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统筹使用涉农资金，充分发挥资金的

聚集、放大效应。 

（三）开展建设用地节地挖潜行动 

1. 开发利用地下空间。探索推进地下空间立体开发，制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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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空间土地利用激励政策，支持地下交通、综合管廊、人防设施、

地下商业服务业等多种方式综合利用地下空间，加大地上地下空

间立体开发、复合利用节地技术和模式创新示范力度。 

2. 加快闲置土地盘活处置。市政府组织各县区、开发区对批

而未供、供而未用、用而未尽土地进行清理、调查、核实、处置，

实行挂牌销号管理。对属于政府原因闲置的，采取依法解除合同、

协议有偿收回、调整土地用途和规划条件等方式处置；对供给融

资平台的，按照前期已投入成本，以收回方式纳入政府储备；对

属于企业原因闲置的，采取征收闲置费、依法无偿收回等方式坚

决处置到位；对属于信访涉法等原因闲置的，妥善处理化解矛盾，

消除阻碍，依法处置。 

3. 推进批而未供土地消化利用。市政府组织各县区、开发区

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采取出让一批、划拨一批、置换一批等供

应措施加快消化利用。对属于拆迁补偿不到位的，加大力度限期

补偿到位；对属于规划原因的，区分不同情况，及时调整用地性

质，出具规划条件；对缺少项目的，招引嫁接新项目，集中“出

让一批”；对属于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等未供即用的，将土

地划拨给具体建设或管理单位，集中“划拨一批”；对不符合城

市规划或其他原因难以利用的，按照“增存挂钩”的要求，异地

置换盘活利用，集中“置换一批”，争取前五年供地率达到80%。 

4. 深入实施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开展城镇低效用地调查建

库，编制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专项规划，研究制定推进城镇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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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再开发的实施意见和考核办法，明确挖潜盘活目标任务，制

定相应激励措施，鼓励企业依法转让、自主开发、转换用途、以

地招商、联合开发；同时，严格土地出让合同管理，采取扣缴履

约保证金、限期整改、协议收回、收购重组等方式盘活利用。建

立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和土地使用权人

自主开发改造。创新土地储备新机制，助推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5. 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开展农村建设用地调查建库，编

制县域农村新型社区和新农村布局规划，鼓励农村宅基地有偿退

出和集体建设用地复垦利用，压减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选择部

分县区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盘活利用试点，支持脱贫攻坚和城

乡统筹发展。 

（四）开展产业用地管理更新行动 

1. 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标准。探索试行产业用地标准化全生命

周期管理制度。实行“统一规划、分期供地”制度，当期用地未

达到约定条件的，不得安排下期用地。建设项目要严格执行国家

制定的土地使用标准，对尚未颁布土地使用标准的，要开展项目

节地评价。明确工业项目用地准入、投入产出强度标准，对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低于 2000 万元、税收低于 100 万元的小微企业不

再单独供地。鼓励和引导工业项目进园开发集聚发展，支持小微

企业通过利用存量土地、租赁标准厂房等途径解决生产经营场所

用地紧缺问题。 

2. 完善土地供应方式。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法定最高有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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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年期内，根据产业生命周期弹性确定工业用地出让年限。探

索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方式供应工业用地。对优先发展

产业、用地集约的工业项目，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照不

低于相应土地等别《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 

3. 建立工业项目用地退出机制。各县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要结合本地实际建立完善工业项目入园管理制度，明确工业项目

入园及其产业类型、投资强度、产出效率和节能环保、本地就业

等准入条件，作为土地利用绩效评估和处置的依据。制定工业项

目退出管理办法，定期开展工业项目土地利用绩效评估，对未按

时开竣工、未达到投资强度、产出效率低、节能环保未达标、严

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启动退出程序。 

4. 强化土地动态巡查监管。进一步完善建设用地监管信息系

统，对新批准的建设项目用地，建立跟踪管理名册，进行实时监

控。严格执行土地利用动态巡查制度，建立健全国土资源动态巡

查责任制，增加巡查频率，做好巡查台账，灵活运用经济、信用

等手段，实行动态监管。 

5. 开展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以单位GDP地耗、供地率、

新建工业项目亩均投资和亩均税收等为重点，全面开展城市建设

用地和开发区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 

（五）开展绿色矿业行动 

1. 深化矿政管理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推

进矿业权市场建设，探索建立净采矿权出让制度。推行矿业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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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制度改革，实现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对矿业权人失信行为实施

部门联合惩戒。 

2. 优化矿产资源配置。整合优势资源，鼓励矿业集聚开发。

推进矿产资源在区域内合理流动，重点向龙头企业集聚，对现有

小矿山企业，采取限期整改、重组联合、兼并收购等方式，引导

其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最大限度的节约集约利用矿产资

源。 

3. 推进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严格执行矿产资源“三

率”标准，建立重要矿产资源“三率”和综合利用效率监测考核

体系。实行矿产资源利用绩效与奖惩挂钩，推广矿产资源节约与

综合利用先进技术，逐步淘汰开采工艺和设备管理落后、“三

率”和安全环保不达标的落后产能。 

4. 开展矿山专项整治。全面关闭生态保护区域内的非煤矿

山，重点推进采石场整合。大力推广绿色采选方式，露天矿山必

须采用中深孔爆破作业和台阶式开采，建筑石料类矿山尽量一次

性采完，不留或少留边坡，地下采矿实行充填式开采，尾矿库推

广干式堆存。 

5. 加强矿山环境治理恢复。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

谁治理，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实施矿山复绿工程。2018

年，完成全市“三区两线”范围内矿山的治理恢复工程。2020

年，实现矿山复绿全覆盖，全部达到绿色矿山标准。 

（六）开展模范市县创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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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善创建工作机制。以创建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市县为

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的总开关和总抓手，加强各级创建领导组织、

工作组织建设，把创建工作由部门行为上升为政府行为，细化创

建实施方案，强化创建舆论宣传，开展各项创建行动，形成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部门配合、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共同创建责

任机制。 

2. 开展模范县创建活动。积极组织各县区开展模范县达标考

核和省级、国家级模范县创建工作，争取每一届有2个县区创建

为省级模范县，有1个县区创建为国家级模范县。在每个县区甄

选确立1至 2个国土资源节约集约示范点，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以

创建工作为平台，以示范点建设为引导，以落实各项重点工作为

突破口的创建工作长效机制，凝聚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共识，

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各项重点工作。 

3. 评选表彰市级节约集约用地先进县区。根据各县区、开

发区批而未供土地有效利用、闲置低效用地处置、工业标准化厂

房建设、节约集约用地“1+16”制度实施、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

范县创建等落实情况，每年定期评选市级节约集约用地先进县

区、开发区，授予全市节约集约用地先进县区称号，予以新增建

设用地占用耕地指标奖励。 

（七）开展国土资源改革创新行动 

1. 推进国土资源信息化建设。健全国土空间数据资源体系，

建成国土空间基础信息云管理与服务平台，完善国土资源基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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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共享和应用服务机制，实现国土资源批、征、供、用、补、查

全程信息化监管，为政府部门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审批、监管等

提供基础服务。 

2.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全面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的

基础上，积极探索“三权分置”形式，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和适度

规模经营。有序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及农房抵

押、宅基地有偿退出等改革试点工作。不断拓展住房、用工、留

地、征地补偿款入股和社会保障等多元化征地补偿安置办法。 

3. 健全完善土地二级市场。进一步巩固试点成果，在全市建

立产权明晰、市场定价、信息集聚、交易安全的土地二级市场，

构建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以临沂土地市场网建设为核心、以线

下交易市场为支撑、以规章制度完善为保障、以市场宣传推介为

重点的“五位一体”市场运行机制，形成“一个流程、两个市场、

三项政策、五项机制、七项措施”的市场模式，实现制度健全、

模式创新、服务高效、监管到位、协作顺畅的市场建设目标，推

动土地交易量价稳步提升，交易服务效能明显提高，交易环境明

显改善。 

4. 全面推进科技管矿。以矿山企业为基本单位，以县级行政

区域为基本单元，构建市、县互联互通的监管信息系统，提升矿

产资源开发监管效能。建设数字化矿山，实时远程监控矿山开采

活动，实现资源储量的动态监管，有效防止矿山企业越界开采、

采富弃贫、浪费资源，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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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善国土资源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构建包括土地、矿产、

测绘地理信息、国土资源工程项目以及国土资源中介服务、国土

资源政务诚信等内容的国土资源市场社会信用体系。在全市初步

建立起以信用档案为基础、以信用等级评价为标准、以信息公示

为核心、以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为手段、以制度建设为保障的“五

位一体”的国土资源信用体系。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政府成立深入推进国土资源节约集

约示范省创建工作领导小组（附件1），负责创建工作的部署、协

调、推进、督查和考评等工作。各县区、开发区相应成立领导组

织和具体工作组织，保障创建工作深入开展。 

（二）落实主体责任。各县区、开发区是创建工作的责任主

体和实施主体，要将创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政府主要领导

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系统推进，确保创建工作取

得实效。要在不突破底线、红线的前提下，加强改革创新，探索

新模式、新方法，争创国土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典型。  

（三）强化考核问责。对未按要求完成创建工作，造成本地

国土资源节约集约示范省创建考核不达标的，对相关县区、部门

及时约谈、问责、通报，确保按期完成各项创建工作任务。对超

额完成各项专项行动任务的县区、开发区通报表扬，并在计划指

标分配、节约集约模范县区创建等工作中优先考虑；对2013-2017

年平均供地率低于 60%的县区、开发区，除重点项目和民生项目

外，暂停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对闲置土地面积超过近五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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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供地量的县区、开发区，暂停其第二年经营性用地公开出让；

对未完成低效土地利用任务的，按未完成任务面积数，扣减下一

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四）营造创建氛围。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

力量，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网站、微博、微信等各类媒体的

积极作用，加强舆论宣传，凝聚各方共识，努力营造创建工作的

良好氛围。 

 

附件:1. 临沂市深入推进国土资源节约集约示范省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 土地资源利用指标 

         3. 耕地保护指标 

         4. 节约集约利用指标 

         5. 挖潜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指标 

         6. 矿产资源利用指标 

         7.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指标 

 

 

 

 

附件 1 

 

临沂市深入推进国土资源节约集约示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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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为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促进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经研究，决定成立临沂市深入

推进国土资源节约集约示范省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现将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名单公布如下： 

组  长：孟庆斌   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 

副组长：常红军   市政府副市长 

成  员：郭玉刚   市委副秘书长、督查考核办主任 

        周俊献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接待办主任 

        徐仲圣   市发改委主任 

        张凡春   市经信委主任 

组  长：解曙光   市财政局局长 

        田  磊   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张卫强   市住建局局长 

        范宝杰   市房产和住房保障局局长 

        吴恩坤   市环保局局长  

        鲁佃泰   市规划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战祥春   市统计局局长 

        彭林东   市工商局局长 

        李献荣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程  林   市税务局局长 

        丰绍明   市水利局局长 

        鞠艳峰   市农业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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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枝叶   市审计局局长 

        沈如茂   兰山区委副书记、区长 

        彭  波   罗庄区委副书记、区长 

        姚运明   河东区委副书记、区长 

        陈海玲   郯城县委副书记、县长                 

        孙  伟   兰陵县委副书记、县长 

        陈永生   沂水县委副书记、县长 

        孙德士   沂南县委副书记、县长 

        包  华   平邑县委副书记、县长 

        矫晓斌   费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王丽云   蒙阴县委副书记、县长 

        郇恒赛   莒南县委副书记、县长 

        张  雷   临沭县委副书记、县长 

        刘  佗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 

        刘  佗   记、管委会副主任 

        徐立峰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刘  佗   管委会副主任 

        黄慧林   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周东开   临沂蒙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国土资源局，田磊同志兼任办公室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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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土地资源利用指标 

县  区 

2020年城镇工矿空

间控制规模 

（公顷） 

2022年人均城

镇工矿用地控

制任务（㎡）

2022年农村居民

点等集体建设用

地减少规模 

（万亩） 

2022年建设用地地均

GDP产出 

（万元/亩） 

郯城县 4713 70 0.64 15.41 

兰陵县 5809 63 0.65 12.84 

沂水县 6593 77 0.77 13.32 

沂南县 6258 71 0.53 11.54 

平邑县 4900 73 0.64 13.95 

费  县 2913 60 0.66 13.55 

蒙阴县 2473 72 0.36 9.27 

莒南县 3021 70 0.61 12.38 

临沭县 4961 79 0.44 15.22 

兰山区 11104 107 1.46 28.92 

罗庄区 7241 124 0.68 20.41 

河东区 3279 74 1.27 11.86 

高新区 1884 117 0.28 16.15 

经开区 2327 90 0.3 30.7 

临港区 1803 69 0.28 6.89 

蒙山旅游 

度假区 
125 53 0.08 ／ 

全市 69404 ／ 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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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耕地保护指标 

县  区 
2020年耕地保有量

（万亩） 

2020年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面积 

（万亩） 

2018年高标准

农田建设任务

（万亩） 

2019年高标

准农田建设

任务（万亩） 

2020年高标

准农田建设

任务（万亩）

郯城县 107.1928 98.2944 6.02 6.02 6.02 

兰陵县 160.9981 142.7845 8.76 8.76 8.76 

沂水县 164.4851 145.7372 5 5 5 

沂南县 135.236 117.9976 4.32 4.32 4.32 

平邑县 111.6548 94.8391 3.34 3.34 3.34 

费  县 107.7982 95.9794 3.3 3.3 3.3 

蒙阴县 72.4197 63.8537 1.84 1.84 1.84 

莒南县 113.7636 97.82 3.68 3.68 3.68 

临沭县 97.898 84.3912 3.28 3.28 3.28 

兰山区 44.3118 32.5811 1.96 1.96 1.96 

罗庄区 31.0869 21.4902 1.36 1.36 1.36 

河东区 47.6391 38.6172 2.42 2.42 2.42 

高新区 10.2405 7.8086 0.48 0.48 0.48 

经开区 12.5148 8.935 0.56 0.56 0.56 

临港区 25.7048 19.0094 0.72 0.72 0.72 

蒙山旅游 

度假区 
11.6644 9.0074 0.3 0.3 0.3 

全市 1254.6086 1079.146 47.34 47.34 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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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节约集约利用指标 

土地供应率 

县  区 

单位GDP建设

用地使用面积

下降指标 

2020年（前5年数

据，不含当年） 

2022年（前5年数

据，不含当年） 

2022年国土资源节

约集约模范县（市）

省级考核合格率 

郯城县 26% 80% 85% 合格 

兰陵县 27% 70% 85% 合格 

沂水县 26% 80% 85% 合格 

沂南县 25% 80% 85% 合格 

平邑县 25% 80% 85% 合格 

费  县 26% 80% 85% 合格 

蒙阴县 24% 80% 85% 合格 

莒南县 25% 80% 85% 合格 

临沭县 25% 80% 85% 合格 

兰山区 25% 70% 80% 合格 

罗庄区 25% 70% 80% 合格 

河东区 25% 70% 80% 合格 

高新区 24% 70% 80% 合格 

经开区 25% 70% 80% 合格 

临港区 24% 70% 80% 合格 

蒙山旅游 

度假区 
/ / / / 

全市 24% 80% /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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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挖潜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指标 
单位：亩 

 城镇空闲土地累计盘活面积（按每年完成总任务的15%计算） 
闲置土地处置面积 

（每年完成总任务的50%） 

县  区 总宗

数 
总面积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总宗数 总面积 2018年 2019年

郯城县 39 1140.9 171.1 342.3 513.4 684.5 855.7 1026.8 0 0 0 0 

兰陵县 40 1550.9 232.6 465.3 697.9 930.5 1163.2 1395.8 5 263.3 131.7 263.3 

沂水县 59 2882.6 432.4 864.8 1297.2 1729.6 2162 2594.3 4 176.3 88.2 176.3 

沂南县 57 2490.9 373.6 747.3 1120.9 1494.5 1868.2 2241.8 15 737.2 368.6 737.2 

平邑县 44 1910.6 286.6 573.2 859.8 1146.4 1433 1719.5 8 533.9 267 533.9 

费  县 67 3336.8 500.5 1001 1501.6 2002.1 2502.6 3003.1 11 540.6 270.3 540.6 

蒙阴县 68 2595.7 389.4 778.7 1168.1 1557.4 1946.8 2336.1 9 358.5 179.3 358.5 

莒南县 66 2695.1 404.3 808.5 1212.8 1617.1 2021.3 2425.6 10 780.1 390.1 780.1 

临沭县 48 1904.2 285.6 571.3 856.9 1142.5 1428.2 1713.8 5 76.4 38.2 76.4 

兰山区 209 13762.3 2064.3 4128.7 6193 8257.4 10321.7 12386.1 9 682.5 341.3 682.5 

罗庄区 107 8741.5 1311.2 2622.5 3933.7 5244.9 6556.1 7867.4 2 84.1 42.1 84.1 

河东区 80 5482.2 822.3 1644.7 2467 3289.3 4111.7 4934 3 216 108 216 

高新区 52 2895.3 434.3 868.6 1302.9 1737.2 2171.5 2605.8 7 1408.5 704.3 1408.5

经开区 122 11398.6 1709.8 3419.6 5129.4 6839.2 8549 10258.7 2 162.6 81.3 162.6 

临港区 86 8063.2 1209.5 2419 3628.4 4837.9 6047.4 7256.9 12 939.2 469.6 939.2 

蒙山旅

游度假

区 

15 769.5 115.4 230.9 346.3 461.7 577.1 692.6 1 9.2 4.6 9.2 

合计 1159 71620.3 10743 21486.1 32229.1 42972.2 53715.2 64458.3 103 6968.4 3484.2 69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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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矿产资源利用指标 

2020年 

绿色矿山建成率 

2022年 

绿色矿山建成率 
县   区 

大型 中型 大型 中型 

2020年重要矿

产资源“三率”

指标达成率 

2020年大、

中型石材矿

山比例 

郯城县 100% 100% 100% 100% 100% 90% 

兰陵县 100% 100% 100% 100% 98% 90% 

沂水县 100% 100% 100% 100% 98% 90% 

沂南县 100% 100% 100% 100% 98% 90% 

平邑县 100% 100% 100% 100% 98% 90% 

费  县 100% 100% 100% 100% 98% 90% 

蒙阴县 100% 100% 100% 100% / 90% 

莒南县 100% 100% 100% 100% / 90% 

临沭县 100% 100% 100% 100% / 90% 

兰山区 100% 100% 100% 100% / / 

罗庄区 100% 100% 100% 100% 100% / 

河东区 100% 100% 100% 100% / / 

高新区 100% 100% 100% 100% / / 

经开区 100% 100% 100% 100% / / 

临港区 100% 100% 100% 100% / 90% 

蒙山旅游度

假区 
100% 100% 100% 100% / / 

全市 100% 100% 100%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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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指标 

2018-2020年“三区两线”可视范围

内历史遗漏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2018-2022年“三区两线”可视范围

内历史遗漏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县  区 

治理矿山 

（座） 

治理面积 

（公顷） 

治理矿山 

（座） 

治理面积 

（公顷） 

郯城县 / / / / 

兰陵县 3 9.81 5 12.61 

沂水县 11 18.12 11 18.12 

沂南县 14 92.26 14 92.26 

平邑县 5 20.03 7 23 

费  县 6 62.71 7 67.91 

蒙阴县 2 4.74 3 9.24 

莒南县 5 6.09 8 9.03 

临沭县 6 12.8 8 16.61 

兰山区 / / / / 

罗庄区 25 277.16 27 294.16 

河东区 / / / / 

高新区 / / / / 

经开区 / / / / 

临港区 3 1.84 4 1.97 

蒙山旅游度假区 1 4.15 1 4.15 

全市 81 509.71 95 5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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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月 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