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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煤炭资源枯竭

随着煤炭资源的逐渐枯竭，老旧

煤矿面临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压

力。

健康老龄化需求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老

旧煤矿社区对健康老龄化环境的

需求日益凸显。

生态文明建设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老旧

煤矿环境整治和健康老龄化环境

建设是重要任务。

背景与意义

030201



探讨健康老龄化环境建设路径
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探讨老旧煤矿健康老龄化环境建
设的可行路径。

提出政策建议
针对老旧煤矿健康老龄化环境建设的需求和挑战，提出相应的政策
建议，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参考。

分析老旧煤矿环境现状
通过对老旧煤矿环境现状的调查和分析，了解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
的挑战。

研究目的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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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煤矿现状分析



规模差异大

老旧煤矿的规模差异较大，既有年产数百万吨的大

型煤矿，也有年产仅有几万吨的小煤矿。

开采方式多样

老旧煤矿的开采方式包括露天开采和井工开

采两种，其中井工开采的老旧煤矿占比相对

较高。

煤矿数量众多，分布广泛

我国是世界上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老旧煤矿数量众多，且分布广泛，涉及多个

省份和地区。

煤矿规模与分布



设备老化严重

由于长时间的运转和缺乏有效的

维护，老旧煤矿的设备普遍存在

老化严重的问题，生产效率低下，

安全隐患大。

人员老龄化突出

老旧煤矿的从业人员以中老年为

主，年龄结构偏大，知识水平相

对较低，对新技术、新设备的接

受能力有限。

企业管理模式落后

许多老旧煤矿仍沿用传统的企业

管理模式，管理手段陈旧，信息

化程度低，难以适应现代化煤矿

管理的需要。

老龄化程度及特点



现有环境设施及问题

许多老旧煤矿的安全设施不完善，存在安全隐患，如通风系统不畅、排水系统老化等，

严重威胁矿工的生命安全。

安全设施不完善

老旧煤矿在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未经有效处理直接排放，对环

境造成严重污染。

环境污染严重

煤炭开采对地表植被、水资源等造成破坏，导致生态失衡，水土流失等问题突出。

生态破坏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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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老龄化理念及实践



健康老龄化的定义

健康老龄化的内涵

健康老龄化概念解析

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三个方面，强调老年人在保持身体健康的同时，也要关注心理和社会

层面的健康。

指通过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社会支持等，促进老年人在身体、心理、社会适应等多方面的健康

状态。



国际国内实践经验借鉴

国际经验

介绍国际上在健康老龄化方面的成功

实践，如日本的“长寿社会设计”、

欧洲的“积极老龄化”战略等，总结

其经验做法和对我国煤矿健康老龄化

环境建设的启示。

国内经验

梳理我国在健康老龄化方面的探索和

实践，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人

健康管理、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等，分

析其对煤矿健康老龄化环境建设的借

鉴意义。



1 2 3针对性策略提出煤矿环境特点分析 实施路径探讨

适用于煤矿环境的健康老龄化策略

阐述老旧煤矿环境的特殊性，如地理位

置偏远、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脆弱

等，分析这些特点对健康老龄化的影响

和挑战。

根据煤矿环境特点，提出针对性的健康

老龄化策略，如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生

态环境、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加强老

年人健康管理等。

探讨煤矿健康老龄化环境建设的实施路

径，包括政策引导、资金支持、社会参

与、技术创新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实施

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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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煤矿环境建设路径规划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通过

科学规划、技术创新、政策引导等手

段，推进老旧煤矿环境建设，实现煤

矿健康老龄化。

构建安全、绿色、智能、高效的煤矿

生产环境，提高矿工生活质量，促进

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和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

总体思路与目标设定

目标设定

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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