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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CR—2021—0010001

济宁市人民政府文件

济政发〔2021〕4 号

济宁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济宁市高速铁路沿线安全控制

红线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

技术开发区、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管委会（推进办公室），市政

府各部门，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现将《济宁市高速铁路沿线安全控制红线管理办法》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济宁市人民政府

2021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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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济宁市高速铁路沿线安全控制红线
管 理 办 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高速铁路安全防护，保障高速铁路安全和

畅通，维护矿产资源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法》、国务院《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和交通运输部等 7 部门《高

速铁路安全防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对高速铁路（以下简称高铁）沿

线有关自然资源进行保护开发，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控制红线，是指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标准规范明确的，矿山企业、建设单位或者个人严禁逾越

实施开采活动的范围边界。

第四条 市、县（市、区）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能源行政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等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辖区

内控制红线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相关县（市、区）公安、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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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住房城乡建设、能源、交通运输、水务、应急管理等部门（以

下统称相关部门）应当依照法定职责，协调和处理保障高铁安全

的有关事项，做好控制红线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县（市、区）相关部门应当落实“谁执法谁普法”

的普法责任制，加强控制红线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安全防护意

识，防范危害高速铁路安全的行为。

第二章 控制红线范围及管理

第七条 煤矿开采控制红线，是指依据《建筑物、水体、铁

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范》确定，经依法审批的压

覆范围边界。

第八条 露天开采矿产资源控制红线，是指地质地貌景观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铁路、高速公路、国道、

省道两侧以及海岸线的直观可视范围内。

第九条 地下水开采控制红线，是指在高铁线路路堤坡脚、

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外侧起向外各 200 米范围边界。

第十条 控制红线确定后，依法予以公告；但法律、法规规

定不得公开的除外。

第十一条 控制红线不得擅自调整。因城市发展和城市功

能、布局变化、煤矿开采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确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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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红线的，依法依规办理手续。

第十二条 高铁沿线煤矿企业（以下简称煤矿）要按照矿产

资源压覆报告依法确定的禁采范围，在规定时间内结束控制红线

范围内的采掘活动，并依据相关行业和安全标准对井下巷道进行

封闭。封闭后造成的损失可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并依法计算

在压覆资源补偿范围内。

第十三条 煤矿的采掘工程设计、施工应当做到科学、规范，

严格执行国家、省关于煤炭开采、设计的有关规范、要求，严禁

进入控制红线范围内进行开采。

第十四条 煤矿采掘活动必须保证高铁绝对安全，在距离高

铁线路 2000 米范围内进行采掘工程施工前，鼓励煤矿企业组织

编写评估报告，评估报告要总结矿井历史回采沉降规律，详细分

析可能造成的地面沉降范围，并结合与高铁的位置关系，确认是

否会影响高铁安全。

第十五条 在高铁线路路堤坡脚、路堑坡顶、铁路桥梁外侧

起向外各 1000 米范围内，以及在铁路隧道上方中心线两侧各

1000 米范围内，确需从事露天开采、采石或者爆破作业的，应当

充分考虑高铁安全需求，依法进行安全评估、安全监理，与铁路

运输企业协商一致，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报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并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

第十六条 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在矿井、水平、采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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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高铁及其主要配套建筑物、构筑物应当按照有关规范划定

保护矿柱。

新建高铁用地与探矿权人的矿产资源勘查范围、采矿权人的

采矿采石影响范围发生重叠或者在尾矿库溃坝冲击范围的，或者

新建高铁线路跨越上述范围的，铁路建设单位应当与有关权利主

体协商一致，签订安全协议，共同制定安全保障措施，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处理，确保矿山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条件符合相关规

定。

第十七条 禁止违反有关规定在高铁桥梁跨越处河道上下

游的一定范围内采砂、淘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划定并公

告禁采区域、设置禁采标志，制止非法采砂、淘金行为。

第十八条 禁止在高铁线路路堤坡脚、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

梁外侧起向外各 200 米范围内抽取地下水；200 米范围外，高铁

线路经过的区域属于地面沉降区域，抽取地下水危及高铁安全

的，应当设置地下水禁止开采区或者限制开采区，具体范围由地

区铁路监督管理局会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告。

第三章 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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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相关县（市、区）要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加强对

相关矿山企业开采活动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施工作业的日常监

督管理，自然资源和规划、交通运输、能源、水务、应急管理、

公安等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配合开展相关工作。

第二十条 矿山企业、建设单位或者个人不执行国家、省相

关规定，给铁路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个人财产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3 月 6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4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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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

市法院，市检察院，济宁军分区。

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