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

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长白山饮用天然矿泉水 （以下简称长白山矿泉水）是饮用水

的高端产品，是液体矿产资源，也是我省重要的自然资源。长期

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

利用，始终将其摆在重要位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从人

才、产业、资金、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多项举措，为矿泉水产业

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自 《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

用规划》（吉政发 〔２０１５〕１３号，规划期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实施

以来，长白山矿泉水产业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持续优

化、竞争力显著增强，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时期，按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严格

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总结矿泉水产业发展经验做法，对持续深化

我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矿泉水产业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因此，为更好发挥长白山矿泉水资源

特色和比较优势，充分挖掘长白山矿泉水资源的内在品质和价

值，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形成产业与自然和谐发展新局面，依据

《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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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纲要》 （吉政发 〔２０２１〕７号）和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长

白山区域 矿 泉 水 资 源 保 护 与 开 发 利 用 规 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本规划主要阐明未来５年我省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

利用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发展任务和重要举措，是今后５年

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重要依据。

规划范围：靖宇县、抚松县、长白县、临江市、辉南县、安

图县、敦化市、和龙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规划期限：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规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

保护区条例》《吉林省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开发保护条例》《吉林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

要》。

一、规划背景

（一）资源分布与发展优势。长白山矿泉水赋存在独特的地

质环境中，具有资源丰富、品质优特、类型多样和潜力价值巨大

等特征。

１地质环境独特。长白山是我国位于湿润地区最大的火山

台地山脉，地质条件独特，主峰由火山锥体和台地构成，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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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坡程长。火山碎屑 （灰）岩层孕育了丰茂的森林和植被，为

矿泉水的形成、赋存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地质和生态条件。降水经

过地下火山岩、玄武岩漫长的溶滤、矿化和运移，源源不断地生

成矿泉水，并通过涌泉的形式出露地表。长白山区域大规模、可

持续生成矿泉水的地质和水循环条件在我国独一无二，成为与阿

尔卑斯、高加索并列的世界三大优质矿泉水产地之一。

２资源储量丰富。长白山规划区域矿泉水资源丰富，现已

探明矿泉水水源地１１４处，多为自涌泉，日允许开采总量３６３７

万吨，年允许开采总量１０９１１万吨。其中日允许开采量１１００吨

以上的矿泉水水源地６１个；日允许开采量５０００吨以上的矿泉水

水源地２０个，占 长 白 山 规 划 区 域 已 探 明 矿 泉 水 水 源 地 总 数 的

１７５４％，适合 建 设 特 大 型 矿 泉 水 生 产 基 地；日 允 许 开 采 量 在

１１００－５０００吨的矿泉水水源地４１处，占长白山规划区域已探明

矿泉水 水 源 地 总 数 的３５９６％，适 合 建 设 大 中 型 矿 泉 水 生 产 基

地。设立探矿权３５个，新增矿泉水日允许开采量１３１９万吨。

持续开展矿泉水水源地年检工作并及时向社会公告。

３矿泉类型齐全。长白山区域矿泉水类型齐全，特征组分

含量高，既有偏硅酸型、锶型以及偏硅酸锶复合型的普通类型矿

泉水，也有富含锂、二氧化碳气、高偏硅酸 （＞６０ｍｇ／Ｌ）、高锶

（＞０４ｍｇ／Ｌ）、高矿化度等多种有益组分的稀有类型矿泉水，被

原国家天然矿泉水技术评审组认定为国内外稀有的高品质矿泉

水。经欧洲权威机构Ｆｒｅｓｅｎｉｕｓ研究所对区域内有代表性的１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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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泉水样品和２４１项指标检测后，认为长白山矿泉水指标符合德

国和欧盟矿泉水标准。

４生态环境优越。自清代以来对长白山区域的封禁长达２００

余年之久，使该区域森林植被保存完好，森林覆盖率达到８０％

以上，树木种类齐全，植被茂密。长白山区域始终保持良好的生

态环境，主要矿泉水水源地周围虽有少部分居民，但水源没有受

到污染，具有较好的生态优势。茂盛的森林植被使长白山成为真

正的 “青山”，资源丰富的天然矿泉水则成为长白山负有盛名的

“绿水”。经多年监测，长白山矿泉水水质指标符合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ＧＢ８５３７－２０１８）标准。

（二）产业格局与发展趋势。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珠三角、

吉林、川滇藏、长三角等四大矿泉水产业基地。近年来，矿泉水

采矿许可证注册量呈阶梯上升，持有采矿许可证的矿泉水企业达

到６４６户，涌现出农夫山泉、百岁山等一批全国性强势品牌和泉

阳泉、昆仑山等区域性优势品牌。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矿泉水在市场中被接受程度逐渐提升，我国矿泉水市场规模

呈现逐年增长态势。据 “智研咨询”发布的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年中

国矿泉水行业市场供需规模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显示，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年，我国矿泉水市场规模分别达到３００９８亿元、３４７８７亿

元和４０００５亿 元，增 速 分 别 达 到１６１％、１５６％和１６８％。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我 国 矿 泉 水 销 售 收 入 分 别 达 到３００４８亿 元、

３４６９６亿元 和３９８２５亿 元，增 速 分 别 达 到１５４％、１５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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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矿泉水产业发展进入成熟期。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我国矿

泉水出口量总体呈逐年增加态势，分别达到２４５９万吨、２７４１

万吨和３１６６万吨，出口额分别达到５１９５万美元、６１２１万美元

和６３２３万美元。随着知名企业先后布局长白山矿泉水产业，长

白山矿泉水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我国矿泉水国际市

场占有率不断提升。

１天然矿泉水市场占比将不断攀升。饮用水市场演变的核

心驱动是水种之争，水源地争夺将日益激烈。天然矿泉水含有一

定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对水源质量要求极高，较纯净水和矿物

质水更有益于健康。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加强，大众对于瓶装

水的偏好逐渐从纯净水向更健康的天然矿泉水转变，表明天然矿

泉水是瓶装水行业未来消费升级的方向，天然矿泉水市场占比将

不断攀升，成为瓶装水中的重要品种。

２矿泉水产业集中度将加速提高。天然矿泉水市场将由低

价主导的竞争格局向高品质主导的竞争格局转变。随着国内市场

竞争日趋激烈，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的矿泉水企业生存空间被进

一步挤压，实力雄厚的矿泉水企业利用资金、人才和技术等竞争

优势，运用现代管理模式、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和良好的商业信

誉，打造知名矿泉水品牌，抢占市场。行业将进行加速洗牌，产

业集中度将加速提高。

３矿泉水产品结构将持续优化。随着国内矿泉水市场快速

成长，有关矿泉水生产技术和文化也在不断发展，但也出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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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化倾向。为满足不同消费者差异化需求，矿泉水将向高端

化、细分化和功能化方向发展。适合配置婴儿营养品专用天然矿

泉水、瓶装医疗矿泉水、主打年轻消费的气泡矿泉水等产品将越

来越受到重视。对人体有明显保健功能和来自优质水源地的高端

矿泉水也逐步走入人们的生活，并将受到众多消费者的青睐。

（三）上一轮规划执行情况。

１生态环保得到进一步加强。持续深化落实天保工程，实

现天然林全面禁伐。２０１８年，省林草局制定下发了 《长白山林

区森林生态修复工作方案》，深入推进了我省东部长白山林区森

林生态修复工作，进一步促进培育了长白山林区健康稳定优质高

效的森林生态系统。建立生态资源数据库，实施生态环境监测站

标准化实验室项目，长白山保护区巡护覆盖面积达到８５％以上。

２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先后集聚了农夫山泉、农心、统一

和伊利等一批实力雄厚企业投资建厂，矿泉水生产企业达到４４

户，较规划初期增长２１户，矿泉水产能增加９５６万吨，产能利

用率由不到３０％提高到３２１８％，销售收入年均增长１５％左右，

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百万吨企业占总产能的５０％以上。产

品结构持续优化，部分企业瞄准不同消费人群和消费场景，针对

性开发差异化产品，逐渐由普通水向中高端水、功能饮料转变。

（四）发展面临的挑战。矿泉水既是矿产资源，又具有水资

源属性，还是饮用水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高端饮品。目前，矿泉

水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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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生态环保压力加大。近年来，长白山区域矿泉水企业不

断集聚，矿泉水产能、产量不断增加，矿泉水资源的大规模开发

利用如果不能得到科学有效管控，将对地下水系造成难以预计的

影响，工业污染物排放和人口汇聚产生的生活垃圾，将对规划区

域内水源地造成直接污染，资源传统利用方式难以持续。如何统

筹考虑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协同推进，处理好长远发展与短期

利益的关系，对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２市场开发亟待加强。长白山区域内中小企业的重点市场

仍然以本地为主，少数头部企业通过渠道以及营销优势进行全国

布局。长白山矿泉水作为区域性公共品牌，知名度有所提高，但

影响力仍然有限，市场拓展的整体性平台不够强大，尤其是本地

中小企业受成本等因素限制，在产品结构优化、品牌影响力打造

和营销模式创新等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３生态文明理念还需不断增强。长白山区域有利于绿色发

展的体制机制仍需不断完善，生态保护和建设任务仍然比较繁

重，将产业发展压力简单归结于环境监管过严的模糊认识有所抬

头。在生态环保政策高效落实、监测系统功能有效发挥和数据采

集、完善管理等诸多方面仍然需要加强。

二、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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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忠实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建设生态强省，坚持新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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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要求，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

前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着力构建矿泉水生态产业体系，突出

科学规划、有序发展、合理开采和规范管理，打造矿泉水产业集

群。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坚持总量上控制、结构

上调整和监管上加强三位一体，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打造长白

山区域矿泉水品牌，将长白山矿泉水的自然和生态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实现长白山区域矿泉水产业高质

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１坚持保护优先，突出绿色发展。建立健全矿泉水资源开

发生态保护优先的长效机制，在遵守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管控原则

的基础上，进一步保持长白山区域原生态水源优势，杜绝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的行为。设置矿泉水资源保护 “红线”

和 “黄线”。“红线”：在长白山规划区域各类自然保护地内要严

格依法依规进行保护、开发和管理。“黄线”：在长白山规划区域

其他地区内，严格生态环境准入，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

和自然景观的生产设施。

２坚持规模控制，突出科学利用。在满足生态环保需要前

提下，综合考虑资源总量、允许开采量、市场需求和运输能力等

因素，准确把握产业规模，有效提升矿泉水内在价值，坚持因

地、因质而宜，优化布局产业发展。设置资源开发 “红线”和

“黄线”。“红线”：禁止开采未经自然涌出的矿泉水资源，禁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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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鉴定的矿泉水水源生产纯净水等非矿泉瓶装饮用水，对日天然

流量５０００吨 以 上 的 普 通 矿 泉 水 资 源 单 泉 或 泉 群，开 采 量 已 达

７０％以上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留足生态基流。“黄线”：限制

开采日天然流量低于１１００吨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对日天然流量

１１００－５０００吨的普通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５０％

－７０％的，限制扩大开发规模；对日天然流量４０吨以上的稀有

类型天然矿泉水资源单泉或泉群，开采量已达７０％的，控制扩

大开发规模。

３坚持产业集中，突出产业集群。突出企业主导，充分发

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通过提高资源开发和产业准入门槛，防止

过度开发和占泉不采两种倾向。对产业发展效果不够理想、产能

释放不够充分的地区，逐步收回产能指标，向达产效果优异、产

业链布局完整和经济拉动强劲的地区倾斜。加快淘汰一批产能利

用率较低、技术装备落后的中小企业，重点培养和壮大一批有市

场开拓能力的大型企业。加快提高长白山矿泉水产业集中度。

４突出集约共赢，坚持招大引强。统筹考虑长白山区域矿

泉水资源开发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进一步转变政府服务职

能，不断推进 “放管服”改革，加快运力、仓储物流等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实现政府与企业互利双赢和综合效益最大化。坚持品

牌引进，瞄准先进发达地区，强化服务对接，持续吸纳标杆性企

业，打造引擎性项目。

（三）发展目标。利用５年时间，推进长白山区域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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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矿泉水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规划区域生态稳定，水源地得到

系统保护，严守生态基流底线，保持上下游水系充沛和完整。优

化矿泉水产业布局，规模控制合理，生产企业全部实现规模化、

标准化和清洁化生产，绿色产业体系全面形成，持续打造全球知

名的长白山天然、优质矿泉水产业基地，持续优化长白山区域生

态环境和矿泉水产业良性互动发展格局。到２０２５年，规划区域

内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要实现以下目标：

———产能总 量 严 格 控 制 在５０００万 吨 以 内，实 现 年 产 销 量

１０００万吨以上，实现销售收入２００亿元、税收３０亿元；

———长白山区域矿泉水占全省瓶装水比重达到８０％，生产

规模５０万吨以上矿泉水企业产值占规划区域内矿泉水产值比重

达到９０％；

———产品开发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竞争力显著提升；

———矿泉水集中水源地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进一步提高，保

持Ⅰ类和Ⅱ类水体环境功能；

———矿泉水生产企业废水、废气、固废达到相关排放标准，

实现清洁生产；

———长白山区域干线公路二级以上标准比重达到８０％。

三、资源勘查

规划期内严守生态环保政策要求，坚持绿色勘探。严格依法

依规进行勘查开采活动，积极开展非限制区域矿泉水资源勘查，

加强勘查程度较低地区的矿泉水资源勘查工作，妥善推动已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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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开展勘查，进一步突出特大型矿泉水水源地勘查。

（一）勘查方向。根据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分布特点，重

点划分矿泉水集中分布区和一般分布区两大区域。集中分布区包

括靖宇县、抚松县、安图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重点勘查新发

现的中大型矿泉水水源地，补充勘查拟开发的原已探明的矿泉水

水源地，满足矿泉水开发需求。一般分布区包括辉南县、长白

县、敦化市、临江市、和龙市，重点勘查矿泉水资源储量分布情

况，以及规划期内拟开发的矿泉水水源地，积极勘查稀有矿泉水

资源。

（二）勘查区划分。按地质勘查工作的性质划分为重点勘查

规划区、一般勘查规划区、禁止勘查规划区。重点勘查规划区包

括矿泉水成矿条件有利、资源前景良好的地区及生态环境好、分

布集中且以涌泉的形式出露，并可建设成大型矿泉水产业基地的

地区。一般勘查规划区包括矿泉水成矿条件好，矿泉水分布较分

散，以涌泉形式出露，环境条件较好，初步认为矿泉水资源规模

大致为中小型的勘查区。禁止勘查规划区包括按照法律、法规和

相关规划，对依法设立的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铁路

与重要公路两侧一定范围内、重大工程设施和重要水源地等禁止

矿泉水勘查活动的区域。

（三）勘查项目设置。矿泉水勘查项目设置以满足矿泉水开

发项目建设为基础，为开发提供矿泉水资源储量。

１正在勘查的项目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以利用社会资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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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地方政府投入为辅的方式进行。正在实施的勘查项目，估算

新增矿泉水日允许开采量１３１９万吨。

表１　正在勘查的长白山区域矿泉水项目

编号 行政区 矿泉名称 许可证号 项目名称
估算新增

允许开釆量
（立方米／日）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靖宇县

濛江泉 Ｔ２２４２０１６０２０４０５２２８６
吉林省靖宇县濛江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１００００

雪龙泉 Ｔ２２４２０１６０２０４０５２２８６
吉林省靖宇县雪龙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１０４４

神龙泉 Ｔ２２２２０１６０９０４０５３１４４
吉林省靖宇县神龙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６０００

四海泉 Ｔ２２４２０１４０４０４０４９４７７
吉林省靖宇县四海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１６００

参女泉 Ｔ２２４２０１３０８０４０４８１０３
吉林省靖宇县长白山参女泉饮用
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２８４

巨龙２号泉 Ｔ２２４２０１４１２０４０５０６４５
吉林省靖宇县巨龙２号泉饮用天
然矿泉水勘察评价 ６３４０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抚松县

上清泉 Ｔ２２４２０１６０２０４０５２２８３
吉林省抚松县上清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１４７１

惠露泉 Ｔ２２４２０１６１２０４０５３５５３
吉林省抚松县惠露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８８２

林海泉 Ｔ２２４２０１４１２０４０５０６８６
吉林省抚松县林海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８５０

圣德泉 Ｔ２２４２０１５０３０４０５１１４１
吉林省抚松县圣德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５０００

松桦泉 Ｔ２２４２０１４０４０４０４９４８２
吉林省抚松县松桦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２５００

虎啸泉 Ｔ２２４２０１４０６０４０４９８１０
吉林省抚松县虎啸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８５０

小龙泉 Ｔ２２４２０１４０５０４０４９６５０
吉林省抚松县小龙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１１７５

１４ 长白县 汇龙泉 Ｔ２２２２０１６０９０４０５３１４６
吉林省长白县汇龙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１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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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行政区 矿泉名称 许可证号 项目名称
估算新增

允许开釆量
（立方米／日）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安图县

白河泉 Ｔ２２２２０１６０４０４０５２４５７
吉林省安图县白河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１１０３

白桂泉 Ｔ２２２２０１６０９０４０５３１４５
吉林省安图县白桂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２１６０

白冠泉 Ｔ２２２２０１６０４０４０５２４５５
吉林省安图县白冠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２１００

药水一号泉 Ｔ２２２２０１６０８０４０５３０４９
吉林省安图县药水一号泉饮用天
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１５０

药水二号泉 Ｔ２２２２０１６０８０４０５３０５０
吉林省安图县药水二号泉饮用天
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１５０

药水三号泉 Ｔ２２２２０１６０８０４０５３０５１
吉林省安图县药水三号泉饮用天
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１２０

玄武泉 Ｔ２２２２０１６０２０４０５２３０４
吉林省安图县玄武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１８９３

光明泉 Ｔ２２２２０１６０４０４０５２４５８
吉林省安图县光明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６３００

大戏台河泉 Ｔ２２２２０１６０４０４０５２４５６
吉林省安图县大戏台河泉饮用天
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２１００

不咸泉 Ｔ２２４２０１４１２０４０５０５６８
吉林省安图县不咸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２０００

白桦泉 Ｔ２２４２０１２０９０４０４６８３８
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白桦泉
饮用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１９０４

和平泉群 Ｔ２２４２０１４１２０４０５０７７８
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和平泉
群饮用天然矿泉水勘查评价 ６８６４

安康泉 Ｔ２２２２０２００５０４０５５８３０
吉林省安图县安康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２９１４

白露泉 Ｔ２２２４００２０２１０５８０４００
５６３４５

吉林省安图县白露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１４８５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３

长白山
保护

开发区

龙溪泉 Ｔ２２４２０１９０３０４０５５１２１
吉林省抚松县龙溪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２８００

清龙泉 Ｔ２２２２０１６０６０４０５２７３２
吉林省抚松县清龙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３７３４５

百虎泉 Ｔ２２４２０１６１００４０５３３０９
吉林省抚松县百虎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５９７７

清溪泉 Ｔ２２２２０１６１００４０５３４７４
吉林省抚松县清溪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１７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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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行政区 矿泉名称 许可证号 项目名称
估算新增

允许开釆量
（立方米／日）

３３

３４

３５

辉南县

哈砬泉 Ｔ２２４２０１９１１０４０５５４９５
吉林省辉南县哈砬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１２７９

金焱泉 Ｔ２２４２０１３０９０４０４８４３５
吉林省辉南县金焱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５３０

古山泉 Ｔ２２２２０１６０４０４０５２５２３
吉林省辉南县古山泉饮用天然矿
泉水勘查评价 ２２０００

合计 １３１９６５

２规划期的勘查项目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规划安排６９个矿

泉水资源勘查项目，满足大中型项目建设。到２０２５年，在符合

国家相关政策前提下，完成重要泉点的勘查评价工作，查清长白

山区域重要矿泉水水源地的资源储量。

表２　规划期内长白山区域矿泉水重点勘查项目

编号 行政区 矿泉名称 经度 纬度 矿泉类型

１

２

３

辉南县

金沙泉 １２６°３０′０２ ４２°２５′２４ 偏硅酸

龙湾泉 １２６°２０′５２ ４２°１９′５１ 偏硅酸

露水泉 １２６°１０′１５ ４２°２２′４７ 偏硅酸

４

５

６

７

靖宇县

水吉泉 １２６°１９′０４ ４２°２２′４９ 偏硅酸

长白山泉 １２６°３７′２３ ４２°１７′１０ 偏硅酸

白浆泉 １２６°４７′４３ ４２°１２′３０ 偏硅酸

燕鹤泉 １２６°５１′０７ ４２°１３′５６ 偏硅酸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抚松县

灵惠泉 １２７°４７′５３″ ４２°０５′１７″ 偏硅酸

通池泉 １２７°４７′３１８９″ ４２°０５′２３８９″ 偏硅酸

松涛泉 １２７°４７′１７１０″ ４２°０５′３０８５″ 偏硅酸

沙河泉 １２７°４４′００１３″ ４２°０５′２２４０″ 偏硅酸

圣溪泉 １２７°４２′３１９９″ ４２°０５′２７６９″ 偏硅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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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行政区 矿泉名称 经度 纬度 矿泉类型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玉龙泉 １２７°４７′１３″ ４２°０４′２３″ 偏硅酸

聚龙泉 １２７°４７′０７″ ４２°０４′４４″ 偏硅酸

丹凤泉 １２７°２６′１４５１″ ４２°２４′２１６６″ 偏硅酸

双凤泉 １２７°２５′０３０５″ ４２°２４′２６７２″ 偏硅酸

翔凤泉 １２７°２４′４３″ ４２°２４′１４２４″ 偏硅酸

圣水泉群 １２７°３５′３１６８″ ４２°２９′２２４６″ 偏硅酸

清水泉 １２８°００′３７ ４２°３０′２４ 偏硅酸

天露泉 １２７°４９′０７ ４２°３０′５４ 偏硅酸

圣水泉 １２７°３５′３１ ４２°２９′２１ 偏硅酸

灵溪泉 １２７°４５′５０ ４２°０４′５０ 稀有

露霖泉 １２７°５７′５２ ４２°３２′０２ 偏硅酸

双河泉 １２７°３６＇１３ ４１°５７′０４ 偏硅酸

龙溪泉 １２７°４３＇０６１ ４１°５７′５５８ 偏硅酸

丹凤泉 １２７°２６＇１１８ ４２°２４′２１８ 偏硅酸

长升泉 １２７°３９＇５０４ ４１°５３′２１３ 偏硅酸

双凤泉 １２７°２５′２６４ ４２°２４′２６６４ 偏硅酸

老岭２号泉 １２７°４５′０６ ４１°５３′３３８７ 偏硅酸

天露雪泉 １２７°４１′０６ ４１°５６′０８ 偏硅酸

玉泉 １２７°４５′５７ ４１°５９′０４ 偏硅酸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长白山
保护

开发区
池西区

白溪泉 １２７°４０′１４５９ ４２°０３′０２５３ 偏硅酸

大沙河１号泉 １２７°４６′１０７０ ４２°０４′４９８０ 偏硅酸

马鞍山泉 １２７°４７′２８３６ ４２°０６′５３４５ 偏硅酸

马鞍山二线泉 １２７°４８′０８５１ ４２°０５′５７７６ 偏硅酸

泉水河泉 １２７°４１′１０８９ ４２°０２′３０５ 偏硅酸

顺意泉 １２７°４８′３４１４ ４２°０５′２９５３ 偏硅酸

长寿泉 １２７°４８′４２１５ ４２°０５′２２３５ 偏硅酸

情意泉 １２７°４６′２７６５ ４２°０３′２０３７ 偏硅酸

４０

４１

长白山
保护

开发区
池北区

白龙泉 １２８°０６′０１３２ ４２°２４′０３２４ 碳酸、稀有

百涌泉 １２８°１１′３１１４ ４２°０９′２５４３ 偏硅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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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行政区 矿泉名称 经度 纬度 矿泉类型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８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安图县

白桂泉 １２８°０１′５２ ４２°２４′０３ 偏硅酸

白晟泉 １２８°２０′５２ ４２°０８′１７ 偏硅酸

福泽泉 １２８°１３′１９ ４２°３３′２９ 稀有

山上泉 １２８°０９′４２ ４２°２６′４２ 偏硅酸

安汇泉 １２８°０８′０１ ４２°２２′２６ 偏硅酸

宝马泉 １２８°０３′４７ ４２°２６′４０〃 偏硅酸

月亮泉 １２８°０７′３５ ４２°２３′２７ 偏硅酸

甲天下泉 １２８°０９′５３ ４２°２６′５５ 偏硅酸

白甲泉 １２８°１７′３２ ４２°２２′２８ 偏硅酸

圣池泉 １２８°０７′４３ ４２°２４′０１ 偏硅酸

汇涌泉 １２８°１１′０２４５ ４２°２８′３７１５ 偏硅酸

七星泉 １２８°０９′４４６８ ４２°２６′５６５４ 偏硅酸

安宝泉 １２８°０７′４５６３ ４２°２３′５６０７ 偏硅酸

牡丹泉 １２８°０９′４６０４ ４２°２６′３８６９ 偏硅酸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长白县

飞流泉 １２７°５６′３２ ４１°３２′２４ 偏硅酸

冰河泉 １２７°２７′２１ ４１°３５′４９ 偏硅酸

朝阳泉 １２８°０７′２９ ４１°２８′３４ 偏硅酸

吊水湖泉 １２７°５６′２８ ４１°３３′３３ 偏硅酸

林涛泉 １２７°５８′０８ ４１°３７′３３ 偏硅酸

玉龙泉 １２７°２６′２２ ４１°３５′２１ 偏硅酸

三浦泉 １２８°０２′５２ ４１°３１′００ 偏硅酸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临江市

菩提峰泉１ １２７°２４′５８ ４１°３７′３１ 偏硅酸

菩提峰泉２ １２７°２５′２２ ４１°３７′２４ 偏硅酸

菩提峰泉３ １２７°２５′１４ ４１°３７′１６ 偏硅酸

棚湖泉 １２７°１４′４５ ４１°４９′１５ 偏硅酸

水碓泉 １２７°１２′３５ ４１°４８′３０ 偏硅酸

宝山泉 １２７°１５′２６ ４１°３６′３５ 偏硅酸

６９ 和龙市 百里坪 １２８°４７′２８ ４２°１２′３２ 稀有

备注∶规划期内项目根据国家政策和实际情况可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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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动态监测及公示信息抽查。

１建立和完善现有矿泉水监测系统。加大专项经费投入力

度，重点对矿泉水保护区和矿泉水水源地的水质、水量和水温进

行监测，强化建立矿泉水２４小时在线监测系统。

２加强矿泉水企业矿业权人勘查开采公示信息的抽查，对

不履行法定义务或履行法定义务不到位的矿业权人纳入异常名录

或违法名单。

四、生态环保

深入落实国家和我省主体功能区对长白山区域的功能定位，

以生态环保刚性约束为底线，以矿泉水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

容量为基础，以水源的保护、涵养、建设为核心，依法依规有序

开发利用矿泉水资源，切实保护规划区域内生态系统。

（一）整体推进长白山区域生态保护。

１加强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地方政府和林草

部门要切实把保护与修复林区生态系统作为矿泉水开发利用的基

本前提，加快区域内森林资源培育，治理水土流失，严格保护具

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维护并促进野生动植物自然生态系

统的发育。规划区域内全面禁伐天然林，强化森林管护。加强松

花江、鸭绿江、图们江源头及上游地区的小流域治理和植树造

林，减少面源污染，区域内所有矿泉水建设项目环评，要突出说

明生态功能保护的目标及措施。

２加强长白山区域矿泉水保护区建设。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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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强化建设靖宇国家级和抚松、安图、辉南、

敦化、池南区、池西区、长白、和龙、临江等长白山区域矿泉水

保护区，在原有保护与管理机制上进一步强化管控。各级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水利和林草等部门要进一步明确职责，加强对矿

泉水保护区内各项活动的协调与管理工作。森林、水、土壤等可

再生资源的持续利用不能突破设置的矿泉水资源保护 “红线”与

“黄线”。确保环境质量达标、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达标以及环境

风险可控，保障区域内水资源生态基流可持续开发利用。

３规范重点区域矿泉水水源地保护。在靖宇、抚松、安图

等９个长白山区域矿泉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持续推进包括靖宇

县燕平，抚松县漫江、露水河与泉阳，安图县二道白河，和龙市

广坪与石泉洞，长白县双山，临江市花山，辉南县天龙泉与金川

镇矿泉群和敦化市秋梨沟等地矿泉水水源地保护区建设。加强数

据监测与绩效评价，重点强化对矿泉水企业取、用、耗、排水的

数据采集与动态监测，为产业规划、项目谋划提供精准数据支

撑。已开发利用的矿泉水水源地，开发企业必须严格按照 《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生产卫生规范》 （ＧＢ１９３０４－２０１８）

要求设立卫生防护带，并在主管部门的监督下进行水质动态监

测，履行相应的资源保护义务。未开发的矿泉水水源地，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吉林省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开发保护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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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矿泉水水源环境保护条例》和 《天然矿泉水资源地质勘查规

范》 （ＧＢ／Ｔ１３７２７—２０１６）等 法 律、法 规 和 标 准 等 有 关 规 定，

结合天然矿泉水的补给、径流、排泄、地质和地貌条件，由矿泉

水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科学合理划定保护范围，严禁一切

破坏生态资源活动。

４积极推进生态移民。有计划积极推进生态移民，提高植

被覆盖率，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天然矿泉水资源合理开发

利用奠定良好基础。减少森林资源社会性消耗和人为活动对矿泉

水资源的污染，对位于生态环境脆弱的水源地区域，加快实施林

业工人、种养殖专业户等人口和企业生态移民工程，减少在森林

中的生产、生活等活动，移民后的区域进行生态还林，有效保护

矿泉水水源地生态环境。由当地政府确定移民人口数量、区域面

积和完成时间，并会同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和省农业农村厅研究制定安置、补偿、就业、税收

和周转房等措施明确的生态移民方案。通过不断探索创新工作机

制，统筹考虑资金筹措，引导相关矿泉水企业承担部分环保和民

生等社会责任，建立生态移民工作奖惩机制，确保生态移民方案

顺利实施。

（二）不断推进长白山区域环境治理。

１全面推进规划区域内企业清洁生产。加强对区域内各类

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做到达标排放、总量控制及清洁生产。所在

区域矿泉水保护区内禁止设置排污口，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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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鼓励企业进行深度处理后回用，有效减少废水排放量。积极

推进矿泉水企业厂区和生活区分离，严禁排放未达标的工业废水

和生活污水，确保水体的水质功能不变。坚决杜绝生产生活垃

圾、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对矿泉水水源地造成污染现

象。新增企业在工业园区或非禁止区域建厂，延长建设矿泉水输

送管线，全封闭引流，防止对水源地破坏和污染。

２加快长白山区域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消除以填埋为

主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合理布局垃圾处理厂。规划期内，形成

覆盖全区域的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网络。加大垃圾简易堆放设施和

场所整治力度，对已封场的垃圾填埋场和旧垃圾场进行环境风险

排查，对存在风险隐患的垃圾填埋场要加快处置。积极推动区域

内乡镇污水处理站建设，坚决防止污水直接排入饮用水、矿泉水

水体。加大政府对长白山区域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的投入，

积极争取国家对长白山区域环保建设的支持。推动社会资本和专

业企业进入垃圾、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营领域，建立健全运行

机制，统一规划区域内垃圾焚烧、污水处理设施和处理技术标

准，制定支持政策和资金补贴的具体办法，完善污水管网建设，

提高运营管理水平。到２０２５年，长白山矿泉水开发区域城市污

水集中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１００％，污水处理达

到四类水标准以上。逐步消除垃圾、污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等对

大气、地表水、地下水污染问题。

３建立健全完整的系统监测体系。在规划期内，利用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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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信息技术等手段，逐步建立和完善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开发

利用监测管理系统。依托吉林森工集团物联网系统，利用靖宇已

建成的天然矿泉水监控中心和生态监测基地，对区域内矿泉水资

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情况进行全程监控、预警和评价。持续升级完

善安图、抚松监测分中心，强化长白、临江、辉南、敦化、和龙

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监测站建设，不断加强规划区内企业监测系

统建设，确保功能完备、监测到位、数据详实。突出抓好林区生

态、水源地、植被、矿泉水生产企业和规划区域内水污染等情况

监测，互联互通，严格监测企业取水量、加工量和污水排放量，

实时监测区域内生态环境污染及植被生长情况，定期公示。规划

期内，现有企业完成自身水源地、厂区和生活区的监测系统建

设，形成全覆盖、多方位监测网络。

（三）全面加强矿泉水生态文明建设。

１推进矿泉水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建设。不断推进长白山区域

生态文明创建工作，重点把握选址选线环境论证、环境影响预测

和环境风险防控，鼓励在环评、选址意见、用地预审和水土保持

等环节实施 “联评联审”制度，促进科学、民主和依法决策。探

索符合长白山区域水资源、水生态条件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进

一步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辐射带动区域生态改善和提升。

２建立健全长白山区域矿泉水开发生态补偿机制。按照谁

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采取政府补

偿和市场补偿两种方式，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加快建立生态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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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机制。对长白山区域林业、矿泉水水源地、水系等生态系统保

护或恢复的成本进行补偿，采取财政转移支付、差异性的区域政

策支持生态修复，依法征收环境税费，加快建立全面反映市场供

求、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的自然资源价格、税收体系。

对个人、企业因区域生态系统保护放弃发展机会的损失给予经济

补偿，将林业禁伐、矿泉水水源地生态移民等纳入生态补偿范

围。对区域内国家和省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

地公园等具有重大生态价值的区域或对象进行保护性投入。通过

依法征收资源税费等经济手段，正常体现区域内矿泉水开发、旅

游经营和特色资源加工等企业的经营成本。

３进一步促进生态资源变生态资本。围绕生态资源资本化

运作，积 极 推 进 “森 林 碳 汇 核 算”，鼓 励 和 支 持 林 业 碳 汇 参 与

“碳交易”，建立停伐抚育的固碳增量机制。探索发行生态资源债

券和生态资本上市融资，鼓励天然、优质矿泉水根据市场需求变

化逐步提升价格，进一步增强绿色财政收支能力。禁止用天然矿

泉水生产其他非矿泉瓶装饮用水，切实提高矿泉水资源的生态价

值和经济价值。

４提升长白山天然矿泉水价值认同。深入研究长白山区域

历史和矿泉文化，改造提升区域内长白山矿泉水门户网站，将长

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的生态和地质形成过程以及对人类健康的作

用等作为科普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广播电视、融媒体、自媒

体、社会公益广告和旅游宣传等方式，多角度渗透、宣传推广长

白山天然优质矿泉水，提高国内外对长白山矿泉水的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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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国外矿泉水文化的交流，通过矿泉水生态文化建设和宣

传，打好长白山矿泉水资源牌和生态牌，进一步促进矿泉水资源

的保护与开发。

五、资源开发利用

（一）开发利用现状。长白山区域矿泉水开发共设置３７个采

矿权，日允许开采量１２７４万立方米。

表３　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采矿权设置汇总表

序号 地区 矿泉名称 许可证号 矿泉类型
允许开采量
（立方米／日）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抚松县

泉阳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２８１２００８８３３９ 偏硅酸 ３５００

世稀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２０３８１１０１２３７１１ 偏硅酸、锶、ＣＯ２ ９０

仙人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４１１８１１０１３６４０８ 偏硅酸、锶 １０００

锦江矿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３８１１０１０９８２６ 偏硅酸 ２６２０

莫涯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４０８８１１０１３５１３１ 偏硅酸 ２４１００

前川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６０５８１１０１４２１１１ 偏硅酸 ２８００

峡谷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２８１２００８８５７５ 偏硅酸 ８５０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靖宇县

九龙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６８１２００６８１１３ 偏硅酸 ５５００

五龙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３８１２０１０９７２５ 偏硅酸 １８００

青龙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３８１１０１０９００１ 偏硅酸 ６３００

银龙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２８１１００８８３６７ 偏硅酸 ２８００

莱雅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７８１１０１１５１１７ 偏硅酸 ２０００

松海泉２号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１１８１１０１２００６４ 偏硅酸 ４３０

天士力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２１１８１１０１２７６７７ 偏硅酸 １５００

桃源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２８１２００８８５５０ 偏硅酸 １２００

双龙泉１号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３１２８１１０１３３８２３ 偏硅酸 ８００

林海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７０４８１１０１４４１８６ 偏硅酸 ８５０

长白山天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４０６８１１０１３４５６８ 偏硅酸 １８００

五龙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３８１２０１０９７２６ 偏硅酸 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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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矿泉名称 许可证号 矿泉类型
允许开采量
（立方米／日）

２０

２１

２２

长白县

双山龙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３０８８１３０１３１０９４ 偏硅酸 ２００

灵光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８０８８１１０１４６６７６ 偏硅酸、锂、锶 ６３０

汇龙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２００２８１１０１４９４３４ 偏硅酸 １０３９

２３

２４

２５

辉南县

天龙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７８１１０１１５６２９ 偏硅酸 １５００

日月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１８１１０１０４４４１ 偏硅酸 ２０５

金龙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３８１１０１０８９３８ 偏硅酸 ５７０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安图县

长白山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２８１２００９４６９２ 偏硅酸 ６０００

奶头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３８１２００５７２５５ 偏硅酸 ２００００

红丰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４０７８１１０１３４８１２ 偏硅酸 ３５００

安宁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５０５８１１０１３８０３９ 偏硅酸 ３４００

安德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６０３８１１０１４１４００ 偏硅酸 １０５００

山上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６０３８１１０１４１６１８ 偏硅酸 ９８０

仙池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２８１１００９４５５３ 偏硅酸 ８２７０

松花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８１１０１５０８１６ 偏硅酸 ３５９７

美人松泉 Ｃ２２２４００２０２１０５８１１０１５１８９３ 偏硅酸 ３９５０

３５
３６

敦化市
玉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１８１３００５４０９２ 偏硅酸 １５０

明川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２８１１００９３８４０ 偏硅酸 ５００

３７ 和龙市 石泉洞泉 Ｃ２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０８１３００７８６１１ 偏硅酸 １０００

合计 １２７４３１

备注∶标为稀有类型矿泉水，其他均为普通类型矿泉水。

（二）开发利用规划项目。依据勘查评价，日允许开采资源

量超过５０００吨的天然矿泉水水源地２０处，可利用水源地１１处，

日允许开采资源总量１４０８万吨；日允许开采量在１１００－５０００

吨的天然矿泉水水源地４１处，可利用水源地２３处，日允许开采

资源总量５６４万吨；日允许开采量在４０吨以上的稀有天然矿泉

水水源地５处，日允许开采资源总量０８２万吨。通过勘查，可

继续增加规划区探明的矿泉水资源储量，作为后续开发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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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长白山区域已经勘查评价矿泉水资源情况汇总表

（已经勘查评价的全部泉点）

序号 地区、县 （市） 已经勘查评价
水源地数

允许开采总量
（立方米／日）

尚可利用
水源地数

尚可利用水源地的
允许开采量
（立方米／日）

合计 １１４ ３６３７４０４７ ７２ ２１６１６６９１

１ 抚松县 ３０ ８８１８８６７ ２２ ３８２２８６７

２ 靖宇县 ２２ １０５１９８２４ ８ ６０８８３２４

３ 长白县 ７ １００７２３８ ４ ８４２０

４ 临江市 ３ ３６６０ ３ ３６６０

５ 辉南县 １３ ４４８４５ ９ ３２９７０

６ 敦化市 ５ ３５８７ ３ １６１０

７ 安图县 ２５ ８９０６９１８ １５ ５２２７５

８ 和龙市 ５ １５８０ ４ ５８０

９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４ １７５４０ ４ １７５４０

表５　长白山区域已经勘查评价矿泉水资源情况汇总表

（允许开采量大于１１００立方米／日的泉点）

序号 地区、县 （市）

日允许开采
量在１１００吨
以上的矿泉

水水源地数量

尚可利
用水源

地数

尚可利用水
源地的允许

开采量
（立方米／日）

日允许开采
量在５０００吨
以上的矿泉

水水源地数量

尚可利
用水源

地数

尚可利用水
源地的允许

开采量
（立方米／日）

合计 ６１ ３４ １９７２００９１ ２０ １１ １４０８１６２４

１ 抚松县 １７ １２ ３３００１６７ ４ ２ １２３４３

２ 靖宇县 １５ ５ ５８８０９２４ ７ ３ ５６００９２４

３ 长白县 ３ ２ ７２００ ０ ０ ０

４ 临江市 １ １ ２５００ ０ ０ ０

５ 辉南县 ４ ２ ２９４００ ３ ２ ２９４００

６ 敦化市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安图县 １８ １０ ５００９０ ４ ２ ２６８６４

８ 和龙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长白山保护

开发区 ２ ２ １６２００ ２ ２ １６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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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长白山区域已经勘查评价稀有矿泉水资源情况汇总表

编号 地区 矿泉名称 矿泉类型
允许开采量
（立方米／日）

１ 辉南县 永兴矿泉 偏硅酸锶 ４００

２

３
安图县

疗养院矿泉 锶锂碳酸 ４０

头道白河矿泉 高矿化碳酸 ８０

４

５
和龙市

药水洞矿泉 锶偏硅酸 １００

林泉矿泉 锶偏硅酸 ２００

合计 ８２０

（三）产能总量控制。综合考虑资源准许开采量、开发取水

控制指标、生态环境承载力、土地供给量和运力支撑等条件，在

规划期内，设置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开发总量控制 “红线”和

“黄线”。“红线”：总体产能规模不能突破５０００万吨， “黄线”：

总体产能规模为３０００万吨。按照自然资源部门开采指标和水利

部门开发取水控制指标，产能备案总量累计达到３０００万吨，原

则上不再新增开采指标和取水指标。对产品市场开拓能力强、综

合管理水平先进、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突出贡献、对区域经济发

展带动能力较强的大型企业集团确因市场需求，可予以适度增加

产能备案。

六、产业发展

大力推进矿泉水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矿泉水资源科学开发

水平，统筹规划产能布局，加快产业发展转型升级。打造规模

化、集约化和生态化的现代矿泉水产业基地，实现经济、社会、

生态和环保效益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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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项目准入门槛。年产２０万吨以下或者设备投资强

度低于每公顷３０００万元的项目禁止备案。支持年产２０万吨以

上，特别是年产５０－１００万吨规模及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普通矿

泉水项目。鼓励开发含重碳酸、游离二氧化碳、硒、锶、锂等稀

有矿泉，年开采规模不得低于１万吨。支持新增企业建立省内销

售公司。从严控制备案项目建设用地规模。矿泉水生产取水量不

能超过允许开采量，量化矿泉水企业取水标准，按照 《用水单位

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ＧＢ２４７８９－２００９）相关规定安装

用水计量设施，实现取水和用水监测在线传输。占泉两年内没有

形成生产能力或没有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的项目，收回产能指标和

取水指标。占泉低效开采的项目，严格控制产能指标和取水指标

规模。矿泉水产量低于设计规模４０％的地区，严格控制新增项

目建设。

（二）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各地区矿泉水行业主管部门要完

善工作机制，加强组织领导，积极推动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淘汰

５万吨以下 （含５万吨）非稀有矿泉水落后产能。淘汰落后产能

政策执行不好的地区，严格控制新增矿泉水项目备案。未安装动

态监测系统的现有矿泉水企业，由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督促企业在

两年内完成安装。对未达到环保要求的企业，由当地政府职能部

门按照环保标准，督促企业改造完成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实现

污染物达标排放。推动停产两年以上并且矿业权到期的产能有序

退出。对经营困难、丧失竞争力企业，积极推动破产和兼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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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三）建立矿泉水ＨＡＣＣＰ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

加强企业对瓶 （桶）装天然矿泉水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技术研

究，重点针对矿泉水细菌、绿藻、溴酸盐、沉淀和异味等危害问

题，从矿泉水的水源地动态监测、杀菌与洁净灌装、质量标准与

检测及自动化包装技术等环节入手，逐步建立矿泉水良好作业规

范，最终建立ＨＡＣＣＰ质量控制和追溯体系，提高矿泉水质量，

为矿泉水出口奠定基础。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按照欧盟标准设计建

设。对率先完成ＨＡＣＣＰ质量控制和追溯体系的地区和企业，在

新增项目备案、取水指标分配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

（四）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推进产业发展

载体平台建设，加大矿泉城、矿泉水特色小镇和产业园区建设资

金支持力度，赋能矿泉水产业创新发展活力，同步推进相关包装

业、印刷业和物流运输业等关联产业发展。巩固要素集聚驱动模

式，打造创新驱动发展质量内核。提升产品价值链，不断丰富产

品结构，重点发展偏硅酸型、锶型及其复合型饮用天然矿泉水，

逐步开发重碳酸和游离二氧化碳矿泉水以及含锂、碘、硒等稀有

类型矿泉水。依托长白山优质水源，开发具有技术含量的高端饮

用矿泉水和功能性饮品。努力打通供应链，加快补齐交通、物流

基础设施短板，加强物流通道运输方式有效衔接，完善企业与园

区、铁路与公路的多式联运建设和装备升级。

七、运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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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泉水产能规模、区域分布和市场需求变化，超前规

划，合理布局，强化矿泉水配套运力保障路网建设。优化完善长

白山区域路网连接，提升交通运输能力，形成长白山区域矿泉水

资源开发综合运输通道，构筑铁路、公路等畅通运输体系。

（一）提升铁路运输能力。加快重点铁路项目建设进度，完

善京哈、平齐、通让、长图、长白、白阿等铁路运输通道，提升

铁路路网运输能力。规划区域内实现２０００万吨以上的矿泉水运

输保障能力。支持大型矿泉水企业和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建设，

推动矿泉水企业、园区大宗货物由公路运输转向铁路运输。加大

政策支持力度，坚持自愿互利、有偿共用，完善铁路专用线共建

共用机制。大力推进物流总包业务，通过整体打包、量价捆绑、

各物流环节价格联动和两端让利等措施，增加铁路市场竞争力。

（二）提升公路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快提升公路运力建设水

平，进一步促进长白山区域城市合作步伐，加快区域高速公路联

网、区域干线和支线公路扩容改造，形成纵贯全省东部的城市群

公路网络。加快打通长长高速松江河至长白段、辉临高速白山至

临江段，加 快 推 进 国 道 鹤 大 线 （Ｇ０２１）万 良 （仁 义）至 抚 松

（鸡冠砬子）段、国道嘉临线 （Ｇ２２２）靖宇至江源段 （江源境内

段）、国道丹阿线 （Ｇ３３１）鸡冠崖子至冷沟子等普通国省干线公

路项目建设。不断改造提升重点矿泉水企业到高速公路、国道、

省道和铁路装车点之间的公路等级。

（三）加快仓储物流建设。积极推进长白山区域矿泉水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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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建设，在严格执行相关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按照节约集

约用地的原则，在靖宇、安图、抚松等地加快整合与合理布局物

流园区，推进物流园区水、电、路、通讯设施和多式联运设施建

设，加快现代化立体仓库和信息平台建设，打通 “运输堵点”，

彻底缓解公路占道停靠现象，完善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打造

一批现代化矿泉水物流园区，推广应用先进运输方式和智能化管

理技术，强化铁路与汽运对装、对卸平台建设，完善物流园区管

理体制，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

八、政策措施

（一）切实加强行业调控。规划区域内８个县 （市）政府和

长白山管委会按照矿泉水资源保护、资源开发和总体产能控制三

条 “红线”要求，结合实际制定规划落实方案，提出落实举措、

工作措施、发展目标。建立矿泉水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年度统计

报表制度和季度生产运行数据报送制度。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和省林

草局等相关部门对长白山区域内矿泉水资源开采量和加工量实施

总量控制，各相关县 （市）政府和长白山管委会对本地区矿泉水

加工量实施分区控制。

（二）全面加强矿业权管理。

１严控矿业权审批。全面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严格规

划管控，用好多规合一 “一张图”，实施科学有序勘查开采。矿

业权设立及出让不得触及生态保护、国土空间规划、矿产资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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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各级各类保护地划定 “红线”。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发

展绿色矿业。

２明确矿业权出让登记权限。实行同一矿种探矿权采矿权

出让登记同级管理。矿泉水矿种的出让登记由市 （州）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负责。探矿权注销登记由县 （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办理，并将注销结果抄报原登记机关。

３优化探矿权登记期限。矿泉水探矿权首次登记期限延长

至５年，探矿权有效期届满可以续期２次，每次期限为５年。对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日 前 已 设 置 且 满１０年 以 上、勘 查 阶 段 达 到 勘 探

的，只予续期１次。因不可抗力或政策原因导致无法正常勘查的

不按此规定执行。

４规范矿业权出让行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

作用，调动市场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对矿泉水矿业权出让全面实

行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前应当在自然资源部门户网站、

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门户网站 （或政府门户网站）和政府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 （矿业权交易平台）公告不少于２０个工作日。矿

业权出让严格按照相关政策要求执行。

５调整评审备案范围。省自然资源厅只对探矿权转采矿权、

采矿期间资源量发生重大变化的 （变化量超过３０％或达到中型

规模以上的）进行评审备案。取消矿产资源储量登记事项，矿产

资源储量登记书内容纳入评审备案管理，不再作为矿业权登记要

件，评审备案结果作为统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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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生态保护力度。修订完善 《吉林省饮用天然矿泉

水开发保护条例》，进一步规范开发行为。全面加强监管，建立

长白山区域生态保护动态跟踪监测机制，对生产企业环保设施运

行状况和效果进行实时监测，制定矿泉水水源地生态保护措施和

生态补偿机制。各有关县 （市、区）政府制定生态移民实施方案

及工作实施细则。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自然资

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林草

局等有关部门要从严控制工业、人居和农业面源污染，科学规划

旅游景区和矿泉水保护区范围，按照有关制度、标准和规划，严

格控制矿泉水保护区内开展各项生产生活、旅游观光及项目建设

等活动。

（四）提升要素内核质量。充分发挥白山国家饮用水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作用，加强省级矿泉水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加大

科研经费投入，整合产学研资源，重点开展长白山矿泉水特性、

成因机理、生态系 统、水 源 地 保 护、生 产 工 艺、质 量 标 准、监

（检）测技术和高端产品开发等方面的研究。省级矿泉水技术研

发平台与重点企业合作，加强矿泉水资源开发、产业发展专业人

才培养和职业教育培训，省内有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增加矿泉水

方面教学内容，为产业发展做好人才储备。

（五）不断理顺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以自然资源部门为主，

生态环境、水利、林草等部门密切配合的矿泉水保护区省级管理

体制机制。长白山区域８个县 （市）政府和长白山管委会要建立

—３３—



完善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管理体系，明确人员职责，增加

经费投入，对区域内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实行统一协调管

理，研究确定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措施，监

测矿泉水产业运行发展态势，科学确定区域矿泉水资源开发利用

产业布局，协调解决长白山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运力建设等重大

问题，科学调整长白山区域自然保护区 （地）范围，指导推进长

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

（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利用省直相关部门现有的省级专

项资金，依据各自职能，加大对规划区域内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

发利用支持力度。重点支持规划区域内水源地、水源涵养地重大

生态环境灾害应急能力建设。支持长白山矿泉水保护开发利用区

域污染防治。支持矿泉水生产企业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强化矿

泉水保护区生态监测体系、矿泉水资源研发平台、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和仓储物流中心等基础设施与装备建设。支持长白山矿

泉水商标和地理标志保护工作。

（七）提升品牌附加值。深入实施 “吉林省品牌提升行动”，

鼓励各地政府和行业组织开展品牌培训，鼓励专业机构与企业合

作，开展巡讲、论坛等活动，提升省内品牌从业人员的策划、设

计、营销等专业能力。以 “中国品牌日活动”为契机，组织长白

山区域矿泉水企业集中开展品牌推介，为矿泉水企业提供品牌创

意、包装设计、视频制作等服务，提升长白山天然矿泉水企业的

品牌文化。加强矿泉水产业发展与长白山旅游良性互动，借助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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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产业推广长白山天然矿泉水。鼓励和推动企业提高品牌意识，

使用 “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充分认识长白山矿泉水的原生

态、稀缺性，做好矿泉水的价值传递和品质生活的文化表达，逐

步建立高端矿泉水商标品牌的认知体系。推动从传统矿泉水产品

向高端饮用矿泉水和功能性饮品转变，开发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保

健型、中老年型、母婴型矿泉水、矿泉茶饮品等市场热销的中高

端矿泉饮品，提高产品附加值。

九、规划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推进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源保护与开

发利用，要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卫生健康委、省

市场监管厅、省林草局等部门以及事涉地政府和相关企业要密切

配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统筹研究解决我省矿泉水产业发展重

大问题，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各地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树立严

格执行规划的意识和长远发展观念，自觉以本规划指导矿泉水保

护与开发利用工作，推进矿泉水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加大宣传力度。面向社会和公众，积极利用吉林电视

台、《吉林日报》等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本规划确定的

目标、任务、标准、时限以及相关政策措施等的宣传和解读，积

极参加国家和省内矿泉水推介会、宣传会以及国家矿泉水产业论

坛等活动，通过中国矿业联合会举办的 “矿泉水论坛”、世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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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大会等平台，扩大长白山天然矿泉水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形成

良好氛围。

（三）强化督导落实。省发展改革委和相关部门要根据各自

职能分工，跟踪分析本规划执行情况，组织编写长白山区域矿泉

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年度报告，加强对本规划确定的主要任

务、产业发展和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跟踪分析，定期公布规划执

行情况，适时完善相关工作措施。各部门要明确责任，及时相互

通报工作信息，实现政策联动，分解落实本规划明确的各项发展

战略、任务和政策。要完善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本

规划的实施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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