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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由来

土地资源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力地支持了各项

生产建设。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使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

能力大大提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规模空前扩大，

随之在生产建设中因挖损、占压、工程施工等造成了土地资源的破坏及生态环

境的恶化。为了及时地对破坏土地复垦利用和恢复建设区生态环境，国土资源

部会同国家法改委等七部委联合于2006年9月30号下发了国土资发〔2006〕225

号文：《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发展改

革部门在批准、核准投资项目时，严把土地复垦管理，使国家和地方各项土地

管理法规政策落到实处，要求对已投产、已建成或正在建设尚未完工的生产建

设项目，复垦义务人必须完成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落实土地复垦工程的实施，

对无土地复垦方案、土地复垦费未列入或概算不足的，不予批复设计文件和开

工许可。做好土地复垦工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举措。

滇中引水工程由石鼓水源工程和输水工程组成，输水总干渠顺地势由高至

低，具备自流输水的条件，向大理、楚雄、昆明、玉溪和红河供水。滇中引水

工程受水区包括大理、丽江、楚雄、昆明、玉溪、红河六个州（市）的35个县

（市、区），国土面积3.69万m2。全线自流输水通过25座分水口门先后为丽江

市、大理州、楚雄州、昆明市、玉溪市及红河州供水，终点为红河州的蒙自县，

渠末设计引水流量为20立方米每秒。工程总工期96个月。

输水总干渠自丽江石鼓渠首，由北向南经大理鹤庆进入洱源至洱海东岸长

育村，转向东南，经宾川、祥云在万家后进入楚雄，在楚雄北部沿金沙江、红

河分水岭由西向东经姚安、南华、楚雄至禄丰罗茨后进入昆明，沿昆明东北部

城区外围转向东南至滇池南部的新庄，总干渠继续向南进入玉溪通海杞麓湖西

岸，在旧寨转向东南进入红河建水，终点为红河新坡。

根据输水总干渠的布置格局，输水总干渠分为六段，大理Ⅰ段、大理Ⅱ段、楚雄

段、昆明段、玉溪段和红河段。



滇中引水工程规划示意图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于2017年7月委托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雄

勘查院开展“滇中引水工程先行建设任务(楚雄州段)一期临时用地”报批工作，

土地勘测定界于2017年9月编制完成并在楚雄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验收通过；

土地复垦方案于2017年12月编制完成在楚雄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评审通过，并

按专家意见修改后，于2018年1月在楚雄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公示。已备

案“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先行建设任务(楚雄州境内)一期临时用地”涉及楚雄

市、南华县、姚安县、牟定县、禄丰县等5个县市，共计27个地块；其中包含

21个弃渣场，3个生产生活区、3个变电站，总面积达86.2528公顷；

现由于项目的规模、地点、范围等发生重大变化，需按相关规定和要求重

新组织编报土地复垦方案。（详细见下表）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先行建设任务项目(楚雄州段)一期临时用地变化情况表

已备案 从新编制
增减

备注 位置变化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先行建设任务项目（楚雄州段）一期临时用地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先行建设任务项目（楚雄州段）一期临时用地

用地单元 面积（公顷） 用地单元 面积（公顷）

弃渣场区

万家 1#支洞进场道路 1#弃渣场（野猪箐渣场） 4.0868

弃渣场区

万家 1#支洞进场道路 1#弃渣场（野猪箐渣场） 0.0000 -4.0868 删除 --
万家 1#支洞进场道路 2#弃渣场（大鸟拉渣场） 0.8049 万家 1#支洞进场道路 2#弃渣场（大鸟拉渣场） 0.0000 -0.8049 删除 --

万家 2#支洞（猫猫关渣场） 3.8908 万家 2#支洞（猫猫关渣场） 5.2257 1.3349 扩大 不变

万家 3#支洞（董家山渣场） 4.9567 万家 3#支洞（董家山渣场） 7.1533 2.1966 扩大 不变

万家 4#支洞（关山箐渣场） 4.3958 万家 4#支洞（关山箐渣场） 5.9520 1.5562 扩大 不变

万家 5#支洞（永保冲渣场） 4.3297 万家 5#支洞（永保冲渣场） 6.6799 2.3502 扩大 不变

万家暗涵（万家渣场） 7.3109 万家暗涵（万家渣场） 12.1310 4.8201 扩大 不变

柳家村 1#支洞阿（撬鲊渣场) 4.1392 柳家村 1#支洞阿（撬鲊渣场) 6.6851 2.5459 扩大 不变

柳家村 2#支洞(尼科箐渣场) 4.7400 柳家村 2#支洞(尼科箐渣场) 6.7722 2.0322 扩大 不变

柳家村 2#支洞进场道路 1#弃渣场 1.0593 柳家村 2#支洞进场道路 1#弃渣场 1.0684 0.0091 扩大 不变

柳家村 2#支洞进场道路 2#弃渣场 1.5225 柳家村 2#支洞进场道路 2#弃渣场 1.5223 -0.0002 减小 不变

柳家村 2#支洞进场道路 3#弃渣场 3.6874 柳家村 2#支洞进场道路 3#弃渣场 3.6302 -0.0572 减小 不变

柳家村渡槽(干河渣场) 4.1710 柳家村渡槽(干河渣场) 6.2157 2.0447 扩大 不变

伍庄村隧洞 1#支洞(河脑渣场) 4.6143 伍庄村隧洞 1#支洞(河脑渣场) 4.7645 0.1502 扩大 不变

伍庄村隧洞 2#支洞(麦地冲渣场) 3.4273 伍庄村隧洞 2#支洞(麦地冲渣场) 4.9870 1.5597 扩大 不变

伍庄村隧洞暗涵(伍庄村渣场) 3.9102 伍庄村隧洞暗涵(伍庄村渣场) 6.9558 3.0456 扩大 不变

大转弯隧洞 1#支洞(刀岭杆渣场) 3.2161 大转弯隧洞 1#支洞(刀岭杆渣场) 4.6595 1.4434 扩大 不变

大转弯隧洞 5#支洞(李子河渣场) 3.8823 大转弯隧洞 5#支洞(李子河渣场) 0.0000 -3.8823 删除 --
大转弯隧洞 6#支洞(者鸠渣场) 4.0919 大转弯隧洞 6#支洞(者鸠渣场) 6.7838 2.6919 扩大 不变

大转弯隧洞 7#支洞(大弯哨渣场) 3.8440 大转弯隧洞 7#支洞(大弯哨渣场) 4.5136 0.6696 扩大 不变

蔡家村 4#支洞(大竹箐渣场) 6.2668 蔡家村 4#支洞(大竹箐渣场) 0.0000 -6.2668 删除 --
小计 82.3479 小计 95.7000 13.3521 -- --

变电站

迤石坝 35kv 变电站 0.4788

变电站

迤石坝 35kv变电站 0.4788 0 不变 不变

大转弯 35kv 变电站 0.5321 大转弯 35kv变电站 0.5396 0.0075 扩大 西南侧移 58m
龙马箐 35kv 变电站 0.2828 龙马箐 35kv变电站 1.1045 0.8217 扩大 南侧移 250m

-- -- 凤凰山 35kv变电站 0.6961 0.6961 新增 --
-- -- 九道河 35kv变电站 0.9895 0.9895 新增 --
-- -- 观音山 35kv变电站 0.7925 0.7925 新增 --

小计 1.2937 小计 4.6010 3.3073 -- --

生产生活

区

蔡家村 5#支洞生产生活区 1.3305

生产生活区

蔡家村 5#支洞生产生活区 0.0000 -1.3305 删除 --
柳家村 2#支洞生产区 0.9000 柳家村 2#支洞生产区 1.7926 0.8926 扩大 不变

柳家村 2#支洞生活区 0.3807 柳家村 2#支洞生活区 0.1154 -0.2653 减小 不变

小计 2.6112 小计 1.9080 -0.7032 -- --
合计 86.2528 合计 102.2090 15.956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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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用地“生活生产区、弃渣场、变电站”等的场地设置势必要损毁一定的土地

资源，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损毁土地资源和当地的生态环境，而如何把被损毁的土地，

通过土地复垦整治措施，使其恢复到可利用状态，并恢复和改善项目区及其周边环

境，使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向着科学合理、可持续方向发展，是编制项目土地复垦

方案报告书的必要性所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务院《土地复

垦条例》、《土地复垦技术标准（试行）》法律法规及国务院七部委（局）《关于

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225号）要求，及时

复垦被损毁土地，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保护和改善项目区生态环境，实现社会

经济持续发展。

在此背景下：“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委托我单位“云南省有色地质局

楚雄勘查院”编制《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先行建设任务项目(楚雄州段)一期临时用地

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我单位接受委托后，结合本项目工程设计文件和项目区自

然环境概况，依据《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精神和实务，编制《云南省滇中引

水工程先行建设任务项目(楚雄州段)一期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本复垦

方案不涉及施工进场道路、施工工作面等临时用地，其将纳入第三批次进行）

报告书遵循“统一规划、源头控制、防复结合”的要求及“因地制宜、综合利用”

的原则，依据项目所在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确定复垦土地，并做到土地复垦

与生产建设同步设计、同时施工，努力实现“边建设、边复垦”，坚持“谁损毁、谁复

垦”的复垦原则。

二、编制目的

为落实土地复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保证土地复垦义务、合理用地、保护

耕地、防止水土流失、恢复生态环境及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体现以下几方面目的；

1）把土地复垦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落实到实处。编制土地复垦方案，要求

建设单位在获得建设权的同时，自觉履行对被损毁土地进行复垦的义务，贯彻落实

“统一规划、源头控制、防复结合”的要求，尽量控制或减少对土地资源不必要的损

毁，做到土地复垦与生产建设统一规划，把土地复垦指标纳入生产建设计划；

2）为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提供技术依据和实践指导。编制土地复垦方案，主要

是对建设项目造成的土地损毁和影响程度作出初步预测，并根据不同阶段建设工程

对土地的损毁情况制定出不同的复垦措施，明确不同阶段的土地复垦范围和任务，

有利于指导工程各阶段的建设安排及复垦工作计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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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土地复垦费征收等提供依据。土地复

垦方案的编制，有利于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土地复垦任务的完成和复垦资金落实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切实搞好土地复垦工作；

4）为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保障。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

为增加建设用地和补充耕地提供来源，减少项目占用耕地面积，节约利用土地，同

时复垦后土地恢复了相关植被，防治和减少水土流失，保护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



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项

目

概

况

项目名称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先行建设任务项目(楚雄州段)一期临时用地

单位名称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

单位地址 昆明市圆通街连云宾馆 5号楼

法人代表 董继理 联系电话 0871-63624662

企业性质 事业 项目性质 新建项目

项目位置 楚雄州楚雄市、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禄丰县

投资规模 7804788.00万元 项目区面积 102.2090hm2

项目位置土地

利用现状图幅号

G47G066093、G47G064096、G48G064005、G47G067088、G47G067089、
G47G067090、G47G067091、G47G066087、G47G064084、G47G066085、
G47G063081、 G47G063082、G47G064082、G47G064083、G47G064084、
G47G065084

生产年限

（或建设期限）

96个月（2017年 01月至 2024
年 12月）

土地复垦方案

服务年限

8.0年（2019年 08月至

2027年 07月）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

法人代表 罗显辉

资质证书名称 -- 资质等级 --

发证机关 -- 编号 --

联系人 周长元 联系电话 13577810080

主要编制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专业 单 位 签 名

周长元 高级工程师 测 绘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

楚雄勘查院

李 超 高级工程师 测 绘

马仕柱 工程师 测 绘

刘跃成 工程师 测 绘

冯 雷 助理工程师 水利水电工程

杨成文 助理工程师 农业水利工程



复垦

区土

地利

用现

状

土地类型
面积

hm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水田 1.2007 1.2007

旱地 18.5460 18.5460

园地 果园 0.6014 0.6014

林地

有林地 37.1393 37.1393

灌木林地 7.6766 7.6766

其他林地 26.3919 26.3919

草地 其他草地 3.9103 3.9103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2986 0.2986

水域及水利设施

用地

河流水面 0.4036 0.4036

坑塘水面 0.0011 0.0011

其他土地 田坎 5.9044 5.9044
城镇村及工矿用

地

采矿用地 0.0855 0.0855

合 计 102.1594 102.1594

备注：项目区范围扣除公路用地面积，不损毁，面积为 0.0496公顷；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 型

面积

hm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塌陷

压占 99.5342 99.5342
污染
小计 99.5342 99.5342

占用 2.6252 2.6252

合计 102.1594 102.1594

备注：占用为截水沟、挡渣坝、急流槽、排水渠、挡水墙，面积为 2.6252公顷；

复垦

土地

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

hm2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水田 --
水浇地 23.6195

林地 有林地 73.2666

草地 其他草地 --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3652

其他土地 田坎 2.2830

合计 99.5342

土地复垦率% 97.43%



工

作

计

划

及

保

障

措

施

a）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安排

根据水利部批复滇中引水工程初设报告计划建设工期为 96 个月（2017 年 01月

至 2024年 12月）；依据施工进度计划，2017年 01月至 2019年 07月为前期准备工

作及勘察试验阶段，2019年 08月至 2024年 12月为全面建设阶段；考虑本项目实际

损毁情况土地使用期限结束后半年内完成土地复垦任务，复垦后期土地复垦效果监测

期及植被管护期为 2.0年，则本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 8.0年，从 2019年 08月至

2027年 07月结束。

根据以上土地复垦服务年限、建设时序、建设年限、施工进度及土地损毁程度等

特点，复垦工作计划逐年安排进行，确定复垦目标、任务、计划及资金安排。本方案

土地复垦服务年限为 8.0年，共分为 2个阶段实施，复垦实施计划如下：

1、第一阶段：

1）2019年 08月～2019年 12月工作计划

完成土地复垦方案前期准备工作，计划 2019年开始动工建设，对临时用地完成

表土剥离并运用编织袋挡护堆存于各个临时表土堆场中，剥离收集表 352493.70m3,

此阶段费用由：表土剥离费、其他费用、基本预备费组成。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340.38万元，动态 340.38万元。

2）2020年 01月～2020年 12月复垦工作计划

本年度为临时用地使用期限，进行复垦其他费用、基本预备费、土地损毁监测费

投资。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29.49万元，动态 30.96万元。

3）2021年 01月～2021年 12月复垦工作计划

本年度为临时用地使用期限，进行复垦其他费用、基本预备费、土地损毁监测费

投资。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29.49万元，动态 32.51万元。

4）2022年 01月～2022年 12月复垦工作计划

本年度为临时用地使用期限，进行复垦其他费用、基本预备费、土地损毁监测费

投资。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29.49万元，动态 34.14元。

5）2023年 01月～2023年 12月复垦工作计划

本年度为临时用地使用期限，进行复垦其他费用、基本预备费、土地损毁监测费

投资。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29.49万元，动态 35.84元。

本阶段静态投资为 458.33万元，动态投资 473.8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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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阶段

本阶段在建设期结束后，对损毁临时用地进行全面复垦期，进行复垦施工费、管

护费等投资。

复垦目标任务：复垦水浇地面积 23.6195hm2，复垦有林地面积 73.2666hm2，田

坎面积 2.2830hm2，复垦修复原农村道路 0.3652hm2。

本阶段静态投资为 737.69万元，动态投资 992.17万元。

1、弃渣场工程设计

土壤重构工程

1）表土剥离

施工前对弃渣场进行表土剥离，剥离的表土集中堆放于临时用地内设置的表土堆

场。表土剥离采用机械作业，根据复垦覆土的需求，剥离面积 94.9435hm2，剥离耕

地厚度 0.50m，剥离林地、草地厚度 0.30m，则弃渣场共需剥离表土量 329330.1m3。

剥离的表土堆积在各渣场顶部最高平台用地范围（见损毁预测分析图），弃渣时

与表土隔离分开堆放，剥离表土采用 1m3挖掘机挖装自卸汽车运土(平均 运距 0～

0.5km 自卸汽车 5T)。

2）场地清理

弃渣场在使用期限结束后，在损毁后平台及边坡清除表层杂物、树枝、碎石等，

并运至周围低洼区域掩埋，工程量为 930748.36m2，主要采用人工进行清理填埋。

3）人工削放坡及找平

弃渣场待滇中引水(楚雄段)建设结束后，原有地形地貌已经完全损毁且不规则，

为达到规划复垦设计水平，对斜坡及平躺区的凹凸不平整进行削放坡及找平，主要方

式为人工，借助各种开挖工具对场地平台挖、填、整平，使弃渣场地形满足种植条件，

平均厚度为 0.3m；工程量为 279224.51m3。

4）土壤翻耕

由于渣场使用期限较长，长期的占用，复耕区域土壤已板结、硬化，难以直接

种植农作物生产，须采用机械作业，对复垦耕地范围进行土地翻耕，使耕作层土壤能

充分吸收养份和水份，使农作物能顺利生长，达到预期产量，翻耕深度平均 30～50cm；

工程量为 21.5619hm2。

5）土地平整（耕地）工程

为满足复垦耕地质量标准，对于复耕区域需进行地形坡度的平整，由于本方案复

垦耕地基本位于弃渣场顶部平台，平整后地面坡度不超过 5°；工程量为 43123.76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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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覆土

利用临时表土堆场对弃渣场进行表土回填，运输采用推土机推土（一、二类土

20～30m），复垦为水浇地 21.5619hm2，覆土厚度 0.50m，复垦为林地 69.1625hm2，

覆土厚度 0.30m，则弃渣场共需覆土量 315296.90m3。

生物化学工程

1)土壤培改良

对场地复垦耕地区域覆土层施加肥料进行土壤改良，调整土壤的 ph值、增加有

机质含量及消除土壤中的有毒物质，从而提高植物成活率，培肥选取农家肥 10t/公顷，

连续培肥 2.0年。

灌溉与排水工程

1)修筑水窖

对弃渣场内复垦为耕地部分，无灌溉水源，灌溉设施，无法引水灌溉。为满足农

作物灌溉要求，修建 20m3水窖 33 个，为圆形水窖，内半径 1.8m，深 2.77m，壁厚

0.20m，底上先垫 0.1m厚的碎石垫层，底板为 0.15m厚 C20砼，顶采用φ8@200双层

布筋。进水口设 C20砼沉砂池，长 1.2m，宽 0.5m，壁厚 0.2cm，底厚 0.1cm。

田间道路工程

1)路网恢复

对柳家村 2#支洞进场道路 3#弃渣场、伍庄村 1#支洞弃渣场（河脑渣场）、伍庄

村 2#支洞弃渣场（麦地冲渣场）占地内原农村道路进行恢复，以便连接通周围道路

设施，恢复当地原交通运输，也可作为生产道路，道路通过压实进行修复，路面宽

3.0-4.0m，路面压实面积 2731.0m2，具体采用机械推土、碾压、整平。

植被重建工程

本方案对损毁区域复垦为有林地、草地区域，植被选取乔木（栓皮栎、旱冬瓜、

麻栎、云南松、滇柏、山桐子等）、灌木（火棘、戟叶酸模、车桑子、清香木、云南

杜鹃等）、草本植物（狗牙根、白三叶等）进行植被恢复；采用乔灌草混种进行重建

植被。

由于滇中引水（楚雄段）一期临时用地占用 5 个县、市，乔、灌、草可根据实

际自行选取。

具体造林技术如下：

1）栽植乔木、灌木

造林方式：植苗。

初植密度：按 2.0×2.0m密度种植，即栽植密度为 2500株/公顷，乔：灌按 1：1

比例进行种植，各 1250株/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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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方法及规格：采用穴状整地，40cm×40cm×40cm（乔木）；30cm×30cm×30cm

（灌木），每穴（坑）植苗 1株。

苗木规格：树苗采用 2年生，胸径为 2-3cm 左右，带土球，土球直径为 20cm生

健壮枝穗。

造林时间：造林宜在雨季阴雨天进行，不能让阳光曝晒苗木。

抚育管理：配置专人管护，并对幼林进行抚育。次年雨季补植；防火，防病虫害，

防牲畜和人为损害。

2）撒播狗牙根*白三叶

造林方式：撒播。

撒播密度：草籽撒播密度 80kg/公顷，草种按照 1：1比例进行混种，狗牙根撒播

密度 40kg/公顷，白三叶撒播密度 40kg/公顷。

整地方法及规格：采用全面整地，整地宜在冬春进行，一般不应晚于 5月，表土

要干燥，以泥不粘鞋或不粘车轮为准，但表土下必须湿润。

种子处理：将种子作预处理，去掉种皮，可提高出苗率。

造林时间：播种一般雨季，阴天或小雨天进行。

3）种植工程量

需乔木数量=复垦为林地面积（69.1625公顷）×1250株/公顷=86453株。

需灌木数量=复垦为林地面积（69.1625公顷）×1250株/公顷=86453株。

需撒播草籽工程量=复垦林地+草地面积=69.1625 公顷；需要撒播狗牙根草籽

2766.50kg，需要撒播白三叶草籽 2766.50kg。

2、变电站工程设计

土壤重构工程

1）表土剥离

施工前对复垦区进行表土剥离，剥离的表土集中堆放于临时用地内设置的临时表

土堆场。表土剥离采用机械作业，根据复垦覆土的需求，剥离耕地厚度 0.60m，剥离

林地厚度 0.3m，则变电站共需剥离表土量 14407.2m3，剥离表土采用 1m3挖掘机挖装

自卸汽车运土( 运距 0～0.5km 自卸汽车 5T)运送到临时表土堆场内存放。（详细见

4.5.1）。

2）砖砌体及墙基础拆除工程

依据平面布置，变电站将修筑砖砌体围墙，待建设期结束后，本方案设计对其进

行拆除并运至弃渣场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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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砌围墙拆除量（墙体）=墙体长度×墙体宽 0.24m×围墙平均高 2m；

◆围墙块石基础拆除量=围墙长*基础宽(0.35m) ×基础高(0.4m)；

墙基础、围墙拆除工程量情况

复垦单元
长 宽 高 墙基础规格

围墙拆除

量

墙体基础

拆除量

废渣外

运总量

m m m 宽×高（m） m3 m3 m3

龙马箐 35kv变电站 215 0.24 2 0.35×0.4 103.2 30.1 133.3
迤石坝 35kv变电站 180 0.24 2 0.35×0.4 86.4 25.2 111.6
大转弯 35kv变电站 184 0.24 2 0.35×0.4 88.32 25.76 114.08
凤凰山 35kv变电站 196 0.24 2 0.35×0.4 94.08 27.44 121.52
九道河 35kv变电站 234 0.24 2 0.35×0.4 112.32 32.76 145.08
观音山 35kv变电站 212 0.24 2 0.35×0.4 101.76 29.68 131.44

3）硬化物拆除工程

对变电站、生产生活区地表硬化（无钢筋混凝土）进行拆除并清理外运，清理平

均硬化厚度约在 10cm左右。

其中硬化面积：龙马箐 35kv变电站占总面积 25.80%左右，迤石坝 35kv 变电站

占总面积 41.77%左右，大转弯 35kv变电站占总面积 38.99%左右，凤凰山 35kv变电

站占总面积 34.59%左右，九道河 35kv变电站占总面积 34.52%左右，观音山 35kv变

电站占总面积 34.64%左右。

硬化物拆除工程量情况

复垦单元
地板面积 厚度

水泥地板拆

除
废渣外运总量

m2 m m3 m3

龙马箐 35kv变电站 2850 0.1 285.0 285.0
迤石坝 35kv变电站 2000 0.1 200.0 200.0
大转弯 35kv变电站 2104 0.1 210.4 210.4
凤凰山 35kv变电站 2408 0.1 240.8 240.8
九道河 35kv变电站 3416 0.1 341.6 341.6
观音山 35kv变电站 2745 0.1 274.5 274.5

4）废弃方运输工程

拆除废弃物后将全部运至临近渣场掩埋，平均运距约为 0-500m；弃渣场先堆放

临时施工场地弃渣后再进行覆土复垦，场地硬化弃渣堆放在弃渣场内不会影响复垦后

的耕地质量，同时拆除废弃物为石块、混凝土块，不会对周边耕地造成污染，合计

运输废弃石渣工程量为 2309.32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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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方运输情况表

复垦单元
废弃方量

(m3)
运距
(m) 渣场 备注

龙马箐 35kv变电站 418.3

0-500

万家 3#支洞弃渣场（董家山渣
场）

本次报批

迤石坝 35kv变电站 311.6 伍庄村 1#支洞弃渣场（河脑渣
场）

本次报批

大转弯 35kv变电站 324.48 大转弯隧洞 5#支洞弃渣场（李子
河渣场）

已报批

凤凰山 35kv变电站 362.32 凤凰山隧洞 3#支洞渣场（背古打
渣场）

已报批

九道河 35kv变电站 486.68 九道河隧洞 2#支洞渣场（普子河
渣场）

已报批

观音山 35kv变电站 405.94 观音山倒虹吸大龙潭渣场 已报批

合计 2309.32 -- -- --

5）场地清理

变电站在使用期限结束后，在损毁后平台及边坡清除表层杂物、树枝、碎石等，

并运至弃渣场填筑，工程量为 45514.02m2，主要采用人工进行清理填埋。

6）人工削放坡及找平

变电站待滇中引水(楚雄段)建设结束后，原有地形地貌已经完全损毁且不规则，

为达到规划复垦设计水平，对斜坡及平躺区的凹凸不平整进行削放坡及找平，主要方

式为人工，借助各种开挖工具对场地平台挖、填、整平，使弃渣场地形满足种植条件，

平均厚度为 0.3m；工程量为 13654.21m3。

7）土壤翻耕

由于变电站使用期限较长，硬化物长期的压占，对复耕区域使得土壤板结，降低

了土壤肥力，已硬化而难以直接种植农作物生产，须采用机械作业，对复垦耕地范围

进行土地翻耕，使耕作层土壤能充分吸收养份和水份，使农作物能顺利生长，达到预

期产量，翻耕深度平均 30～50cm；工程量为 0.4217hm2。

8）土地平整（耕地）工程

为满足复垦耕地质量标准，对于复耕区域需进行地形坡度的平整，平整后地面坡

度不超过 5°；工程量为 843.4m3。

9)覆土

利用表土堆场对该区域地块进行表土回填，运输采用推土机推土（一、二类土

20～30m），复垦为水浇地 0.4217hm2，覆土厚度 0.50m，复垦为林地 3.9887hm2，覆

土厚度 0.30m，则该区域共需覆土量 14074.60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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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工程

1)土壤培改良

对迤石坝 35kv变电站、凤凰山 35kv变电站场地复垦耕地区域覆土层施加肥料进

行土壤改良，调整土壤的 ph值、增加有机质含量及消除土壤中的有毒物质，从而提

高植物成活率，培肥选取农家肥 10t/公顷，连续培肥 2.0年。

灌溉与排水工程

1)修筑水窖

对复垦为耕地部分，无灌溉水源，灌溉设施，无法引水灌溉。为满足农作物灌溉

要求，修建 20m3水窖 2个，为圆形水窖，内半径 1.8m，深 2.77m，壁厚 0.20m，底

上先垫 0.1m厚的碎石垫层，底板为 0.15m厚 C20砼，顶采用φ8@200双层布筋。进

水口设 C20砼沉砂池，长 1.2m，宽 0.5m，壁厚 0.2cm，底厚 0.1cm。

田间道路工程

1)路网恢复

对迤石坝 35kv变电站占地内原农村道路进行恢复，以便连接通周围道路设施，

恢复当地原交通运输，也可作为生产道路，道路通过压实进行修复，路面宽 4.0m，

路面压实面积 921.0m2，具体采用机械推土、碾压、整平。

植被重建工程

本方案对损毁区域复垦为有林地、草地区域，植被选取乔木（栓皮栎、旱冬瓜、

麻栎、云南松、滇柏、山桐子等）、灌木（火棘、戟叶酸模、车桑子、清香木、云南

杜鹃等）、草本植物（狗牙根、白三叶等）进行植被恢复；采用乔灌草混种进行重建

植被。乔、灌、草可根据实际自行选取。具体造林技术如下：

1）栽植乔木、灌木

造林方式：植苗。

初植密度：按 2.0×2.0m密度种植，即栽植密度为 2500株/公顷，乔：灌按 1：1

比例进行种植，各 1250株/公顷。

整地方法及规格：采用穴状整地，40cm×40cm×40cm（乔木）；30cm×30cm×30cm

（灌木），每穴（坑）植苗 1株。

苗木规格：树苗采用 2年生，胸径为 2-3cm 左右，带土球，土球直径为 20cm生

健壮枝穗。

造林时间：造林宜在雨季阴雨天进行，不能让阳光曝晒苗木。

抚育管理：配置专人管护，并对幼林进行抚育。次年雨季补植；防火，防病虫害，



工

作

计

划

及

保

障

措

施

防牲畜和人为损害。

2）撒播狗牙根*白三叶

造林方式：撒播。

初植密度：草籽撒播密度 80kg/公顷，草种按照 1：1比例进行混种，狗牙根撒播

密度 40kg/公顷，白三叶撒播密度 40kg/公顷。

整地方法及规格：采用全面整地，整地宜在冬春进行，一般不应晚于 5月，表土

要干燥，以泥不粘鞋或不粘车轮为准，但表土下必须湿润。

种子处理：将种子作预处理，去掉种皮，可提高出苗率。

造林时间：播种一般雨季，阴天或小雨天进行。

3）种植工程量

需乔木数量=复垦为林地面积（3.9887公顷）×1250株/公顷=4986株。

需灌木数量=复垦为林地面积（3.9887公顷）×1250株/公顷=4986株。

需撒播草籽工程量=复垦林地+草地面积=3.9887 公顷；需要撒播狗牙根草籽

159.55kg，需要撒播白三叶草籽 159.5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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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生活区工程设计

土壤重构工程

1）表土剥离

施工前对复垦区进行表土剥离，剥离的表土集中堆放于临时用地内设置的临时表

土堆场。表土剥离采用机械作业，根据复垦覆土的需求，剥离耕地厚度 0.50m，剥离

林地厚度 0.3m，则生产生活区共需剥离表土量 8756.40m3，剥离表土采用 1m3挖掘机

挖装自卸汽车运土( 运距 0～0.5km 自卸汽车 5T)运送到临时表土堆场内存放。（详细

见 4.5.1）

2）硬化物拆除工程

对生产生活区地表硬化（无钢筋混凝土）进行拆除并清理外运，清理平均硬化厚

度约在 10cm左右。

其中硬化面积：柳家村 2#支洞生产生活区占总面积 56.74%左右。

硬化物拆除工程量情况

复垦单元
地板面积 厚度

水泥地板拆

除
废渣外运总量

m2 m m3 m3

柳家村 2#支洞生产生活区 10171 0.1 1017.1 1017.1

3）废弃方运输工程

拆除废弃物后将全部运至临近渣场掩埋，平均运距约为 0-500m；弃渣场先堆放

临时施工场地弃渣后再进行覆土复垦，场地硬化弃渣堆放在弃渣场内不会影响复垦后

的耕地质量，同时拆除废弃物为石块、混凝土块，不会对周边耕地造成污染，合计

运输废弃石渣工程量为 1017.10m3。

废弃方运输情况表

复垦单元
废弃方量

(m3)
运距
(m) 渣场 备注

柳家村 2#支洞生产
生活区

1017.10 0-500 柳家村 2#支洞弃渣场（尼科箐渣
场）

本次报批

4）场地清理

生产生活区在使用期限结束后，在损毁后清除表层杂物、树枝、碎石等，并运

至弃渣场填筑，工程量为 19080.00m2，主要采用人工进行清理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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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工削放坡及找平

生产生活区待滇中引水(楚雄段)建设结束后，原有地形地貌已经完全损毁且不规

则，为达到规划复垦设计水平，对斜坡及平躺区的凹凸不平整进行削放坡及找平，主

要方式为人工，借助各种开挖工具对场地平台挖、填、整平，使弃渣场地形满足种植

条件，平均厚度为 0.3m；工程量为 5724.00m3。

6）土壤翻耕

由于生产生活区使用期限较长，硬化物长期的占用，对复耕区域使得土壤板结，

降低了土壤肥力，已硬化而难以直接种植农作物生产，须采用机械作业，对复垦耕地

范围进行土地翻耕，使耕作层土壤能充分吸收养份和水份，使农作物能顺利生长，达

到预期产量，翻耕深度平均 30～50cm；工程量为 1.6359hm2。

7）土地平整（耕地）工程

为满足复垦耕地质量标准，对于复耕区域需进行地形坡度的平整，平整后地面坡

度不超过 5°；工程量为 3271.85m3。

8)覆土

利用表土堆场对该区域地块进行表土回填，运输采用推土机推土（一、二类土

20～30m），复垦为水浇地 1.6359hm2，覆土厚度 0.50m，复垦为林地 0.1154hm2，覆

土厚度 0.30m，则该区域共需覆土量 8525.83m3。

生物化学工程

1)土壤培改良

对生产生活区场地复垦耕地区域覆土层施加肥料进行土壤改良，调整土壤的 ph

值、增加有机质含量及消除土壤中的有毒物质，从而提高植物成活率，培肥选取农家

肥 10t/公顷，连续培肥 2.0年。

植被重建工程

本方案对生产生活区复垦为有林地、草地区域，植被选取乔木（旱冬瓜）、灌木

（车桑子）、草本植物（狗牙根*白三叶）进行植被恢复；其中复垦有林地的区域，

采用乔灌草混种进行重建植被。

具体造林技术如下：

1）栽植乔木、灌木

造林方式：植苗。

初植密度：按 2.0×2.0m密度种植，即栽植密度为 2500株/公顷，乔：灌按 1：1

比例进行种植，各 1250株/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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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方法及规格：采用穴状整地，40cm×40cm×40cm（乔木）；30cm×30cm×30cm

（灌木），每穴（坑）植苗 1株。

苗木规格：树苗采用 2年生，胸径为 2-3cm 左右，带土球，土球直径为 20cm生

健壮枝穗。

造林时间：造林宜在雨季阴雨天进行，不能让阳光曝晒苗木。

抚育管理：配置专人管护，并对幼林进行抚育。次年雨季补植；防火，防病虫害，

防牲畜和人为损害。

2）撒播狗牙根*白三叶

造林方式：撒播。

初植密度：草籽撒播密度 80kg/公顷，草种按照 1：1比例进行混种，狗牙根撒播

密度 40kg/公顷，白三叶撒播密度 40kg/公顷。

整地方法及规格：采用全面整地，整地宜在冬春进行，一般不应晚于 5月，表土

要干燥，以泥不粘鞋或不粘车轮为准，但表土下必须湿润。

种子处理：将种子作预处理，去掉种皮，可提高出苗率。

造林时间：播种一般雨季，阴天或小雨天进行。

3）种植工程量

需乔木数量（旱冬瓜）=复垦为林地面积（0.1154公顷）×1250株/公顷=144株。

需灌木数量（车桑子）=复垦为林地面积（0.1154公顷）×1250株/公顷=144株。

需撒播草籽工程量=复垦林地+草地面积=0.1154 公顷；需要撒播狗牙根草籽

4.62kg，需要撒播白三叶草籽 4.6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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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预存计划：

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在土地复垦方案通过审查、公示结束后 30日内预存土地复

垦费用，本项目分二次性预存全部土地复垦费用，总动态投资为 1466.00万元。

（1）第一期（2019年 8月）：预存总动态投资的 50%，预存 733.00万元。

（2）第二期（建设活动结束前一年）：预存总动态投资的 50%，预存 733.00万元。

详细各县、市预存计划见 8.3章节

复垦工作计划安排

阶

段
时序

复垦单

元

复垦面

积
主要工程措施

单

位
工程量

复垦投资

（万元）
备注

第

一

阶

段

2019.08-2019.12 — — 表土剥离、土地损毁监测 m3 352493.70 340.38 主要为

表土剥

离、其

他费

用、基

本预备

费、损

毁监测

费投资

2020.01-2020.12 — — 土地损毁监测 — 57点次 30.96

2021.01-2021.12 — — 土地损毁监测 — 57点次 32.51

2022.01-2022.12 — — 土地损毁监测 — 57点次 34.14

2023.01-2023.12 — — 土地损毁监测 — 57点次 35.84

合计 473.83

第

二

阶

段

2024.01-2024.12 — — 土地损毁监测 — —

992.17
2025.01-2025.07
（复垦施工期)

临时用

地区
99.5342

砖砌体拆除 m3 586.08

主要为

工程施

工费、

复垦管

护、复

垦效果

监测投

资

墙基础拆除 m3 170.94

混凝土地板拆除 m3 2569.4

废弃方运输（0-0.5km） m3 3326.42

场地清理 m2 995342.38

人工削放坡及找平 m3 298602.71

压实土翻耕（耕地） hm2 23.6195

土地平整（耕地） m3 23.6195

推土机推土（覆土） m3 337897.34

土壤培肥（耕地） hm2 23.6195

路床压实（土质） m2 3652

修筑水窖 个 37

栽植乔木） 株 91583

栽植灌木 株 91583

种草（撒播、狗牙根*白
三叶）

hm2 73.2666

2025.08-2027.07
临时用

地区
—

复垦管护 hm2 73.2666

复垦效果监测 hm2 99.5342

合计 — 99.5342 — — — 146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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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

为保证全面完成各项复垦措施，必须重视并完成以下工作：

（1）建设单位应健全该项目的土地复垦组织领导体系，成立土地复垦项目领

导小组，负责建设中的土地复垦领导、管理和实施工作，并配合各地方土地行政

主管部门对土地复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时组织学习《土地复垦规定》

等有关法律法规，提高建设者的土地复垦意识；

（2）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

等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复垦各项措施；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定期对土地复垦

方案的实施进度、质量、资金落实等情况进行实地监督、检查。在监督方法上采

用建设单位定期汇报与实地检查相结合，必要时采取行政、经济、司法等多种手

段促使土地复垦方案的完全落实。

（3）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单位应主动和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联系，接受地

方土地行政监察机构对土地复垦方案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检疫和技术指导。

认真贯彻“源头控制、预防与复垦相结合”的原则，严格监督执行土地复垦的各项工

作措施。

（4）对已复垦的土地要加强管理、维护，防止其他人为损毁。

2）费用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方案批准后所需复垦费用，应尽快落实，费用不足时应及时追加，

确定所需费用及时足额到位，保证方案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建设项目单位需做好

土地复垦费用的使用管理工作，防止和避免土地复垦费用被截留、挤占、挪用。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的规定，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将土地复垦费用列入建

设项目总投资中，土地复垦费用使用情况接受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监督。为了切

实落实土地复垦工作，土地复垦义务人应按照土地复垦方案提取相应的复垦费用，

专项用于损毁土地的复垦。同时，应有相应的费用保障措施，督促土地复垦义务

人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安排、管理、使用土地复垦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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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土地复

垦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落实土地复垦费用，保障土地复垦的顺利

开展，土地复垦义务人（乙方）、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甲方）和银行（丙方）

三方，或土地复垦义务人（乙方）、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甲方）双方应本着平

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

3)技术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工作专业性、技术性较强，需要定期培训技术人员，咨询相关专家、

开展科学实验、引进科学技术，以及对土地损毁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价。

同时，表土是十分珍贵的资源，它直接影响到土地复垦的实施效果。土地复垦

义务人应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技术手段，以保证做好表土剥离与保护工作，并确

保不将有毒有害物用作回填或充填材料。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技术保障措施：

1）方案规划阶段，选择有技术优势的编制单位编制建设项目的土地复垦方案，

委派技术人员与方案编制单位密切合作，了解土地复垦方案中的技术要点。

2）复垦实施中，根据复垦方案内容，与相关实力雄厚的技术单位合作，编制阶

段土地复垦实施计划和年度土地复垦实施计划，及时总结阶段性复垦实践经验，并

修订复垦方案。

3）加强与相关技术单位的合作，加强对国内外具有先进复垦技术单位的学习研

究，及时吸取经验，完善复垦措施。

4）根据实际建设情况和土地损毁情况，进一步完善土地复垦方案，拓展复垦报

告编制的深度和广度，做到所有复垦矿山遵循复垦报告设计。

5）严格按照建设项目招投标制度选择和确定施工队伍，要求施工队伍具有相关

等级的资质。

6）实施表土剥离及保护、不将有毒有害物作回填或充填材料、不将重金属及其

他有毒有害物污染的土地用作种植食用农作物等。

7）建设、施工等各项工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按年度有序进行。

8）选择有技术优势和较强社会责任感的监理单位，委派技术人员与监理单位密

切合作，确保施工质量。



填表人：杨成文 填表日期：2019年 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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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投资测算依据

1）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南

省补充预算定额》（2016），以下简称《编规》；

2）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云南省补充

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2016），以下简称《机械台班定额》；

3）云国土资[2017]232号《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土地整治工

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过渡实施方案的通知》；

4)《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关于重新调整云南省建设工程造价计价依

据中税金综合税率的通知》[云建科函 2019]62号；

5）《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00）；

6）《水利工程概（预）算定额》；

7）《土地复垦费用构成及计算标准》；

8）全国各地区工资区类别表；

9）楚雄州 2019年现行材料价格。

本方案土地复垦面积 99.5342hm2，复垦静态总投资 1196.03万元，动态总

投资为 1466.00万元，亩均静态投资 8010.83元，亩均动态投资 9819.10元。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

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965.55

2 设备费 0.00

3 其他费用 105.81

4 监测与管护费 60.39

（1） 复垦监测费 9.12

（2） 管护费 51.27

5 预备费 334.26

（1） 基本预备费 64.28

（2） 差价预备费 269.98

(3) 风险金 0.00

6 静态总投资 1196.03

7 动态总投资 1466.00



土地复垦方案评审表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先行建设任务项目(楚雄州段)

一期临时用地

生产(建设)单位名称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

项目用地面积

项目区面积 102.2090公顷

损毁土地面积 102.1594公顷

生产能力(或投资规模) 870057.59万元

生产年限(或建设期限) 96个月（2017年 01月至 2024年 12月）

专

家

评

审

意

见

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7〕81号文“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和审查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 592号令《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及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和土地复垦相关规程，受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勘探分院于 2019年 7月 12日在楚雄

组织专家对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编制的“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先行建设任务

项目(楚雄州段)一期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进行了评审，形成如下审查意见：

一、本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格式符合要求，内容齐全；调查研究与数据计

算方法正确，基本可信；提出的各项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基本可行；复垦费用估算基本

合理，可作为指导复垦义务人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的依据。

二、该项目位于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南华县、楚雄市、牟定县、禄丰县辖区

内，项目区面积 102.2090hm2，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102.1594hm2，复垦责任范围内有

耕地 19.7467hm2、园地 0.6014hm2、林地 71.2078hm2、草地 3.9103hm2、交通运输用

地 0.2986hm2、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0.4047hm2、其他土地 5.9044hm2、城镇村及工矿

用地 0.0855hm2，占用基本农田面积 4.7382hm2。土地复垦服务年限 8.0 年，为 2019

年 08月至 2027年 07月。

三、原则同意报告书中关于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先行建设任务项目(楚雄州段)

一期临时用地损毁土地的预测和分析。本项目属水利建设类项目。损毁土地方式主要

有压占、占用等，复垦责任范围内损毁土地面积 102.1594hm2，为拟损毁，其中拟损

毁压占 99.5342hm2、拟损毁占用 2.6252hm2。

四、基本同意本项目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程和结果基

本可信。本项目复垦土地面积 99.5342hm2，其中：耕地 23.6195hm2、林地 73.2666hm2、

交通运输用地 0.3652hm2、其他土地 2.2830hm2，复垦率为 97.43%。



五、基本同意本报告书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

（一）预防控制措施：（1）减少对土地的损毁面积，紧凑合理规划用地，废弃

土石方集中堆放，减少对土地的损毁；（2）合理地布置工作面及开挖顺序，规范化

施工，减少不必要的人为损毁，在满足工程施工的基础上，尽量采取对土地损毁程度

小的施工方法；（3）工程建设过程可能诱发地质灾害，引起滑坡、崩塌、泥石流水

土流失，影响植物生长，破坏地面建筑物，对弃土区及其周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需

做好监控工作，及时发现和预报滑坡，减少滑坡可能造成的灾害。（4）在弃土区率

先修建拦挡措施、排水措施等，防止坡体失稳、水土流失。

（二）工程技术措施：（1）本项目建设结束后，对场地进行清理，进行表层清

理及平整，平整后进行表土回覆，覆土后全场进行土壤改良，植被恢复，播撒草籽等

工作；（2）复垦监测措施：对整个项目复垦责任范围进行动态监测，同时对复垦过

程的复垦措施、复垦效果等监测。

（三）生物化学措施：（1）对复垦林地区域选择适宜当地的树种，复垦后进行

适时管理，包括浇水、施肥、除草、除虫等，同时淘汰劣质树种。（2）对复垦为耕

地区域进行土壤改良，采用客土法、绿肥法等方法，对复垦后的土层进行改良，提高

土体有机质含量。

六、基本同意报告书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在具体实施

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明确施工过程中的具体参数，增加方案

的可操作性。

七、基本同意土地复垦投资估算结果。确定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 1196.03万元，

动态总投资为 1466.00 万元，亩均静态投资 8010.83 元，亩均动态投资 9819.10元，

复垦义务人为“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复垦工作由复垦义务人组织施工

队伍自行复垦。业主单位要进一步明确土地复垦费用从建设生产成本中提取，加大土

地复垦前期提取额度，并根据复垦工作安排制定土地复垦计划，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复

垦费专款专用。费用不足的，要及时足额追加投资，确保土地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该复垦方案的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土地复垦技术规范、标准的要

求，相关分析依据充分，结论基本准确，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工程技术措施基本可行，

复垦投资估算结果基本准确，拟定的复垦工作计划实施基本合理，具有可操作性，专

家组原则同意通过评审，并按规定程序上报备案。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先行建设任务项目(楚雄州段)一期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

评审组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范斌 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 工程师

3 张云峰 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 高级工程师

3 孙全付 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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