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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许昌市区西南部，建设用地约 21.33km
2，地理坐标介于

东经 113°44′30″～113°50′54″，北纬 33°58′40″～34°00′48″之间。2019 年 12 月 31 日，

许昌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许昌市实施工程建设项

目区域评估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许工改办„2019‟12 号），同意实施许昌经

济技术开发区区域评估项目。 

河南咏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接该项目，受其委托，由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第二地质勘查院对建设项目拟压覆的国家矿产地、矿业权进行核实，由河南省自然

资源科学研究院对建设项目拟压覆的省财政地质勘查项目进行核实。经河南省自然资

源厅查询（豫压矿查„2023‟0039 号），建设项目拟用地范围外扩 1000m 范围内共压

覆国家矿产地 1 处，省财政地质勘查项目 1 处，不涉及探矿权、采矿权。 

经核实，截至 2023 年 3 月 5 日，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评估项目不压覆“禹州

市梁北二号井”资源储量，不压覆“河南省许昌—扶沟煤预查”的资源储量和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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