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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续） 

复垦区土地利

用现状 

土地类型 面积（公顷） 

一级地

类 

二级地

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耕地 

水田 3.3673 3.3673 0 

旱地 4.0081 4.0081 0 

小计 7.3754 7.3754 0 

园地 
果园 0.2831 0.2831 0 

小计 0.2831 0.2831 0 

林地 

有林地 0.0285 0.0285 0 

灌木林

地 
0.0786 0.0786 0 

小计 0.1071 0.1071 0 

工矿及

仓储用

地 

采矿用

地 
0.0649  0.0649  0 

小计 0.0649 0.0649 0 

水域及

水利设

施用地 

坑塘水

面 
0.0854 0.0854 0 

小计 0.0854 0.0854 0 

合计 7.9159 7.9159 0 

复垦责任范围

内土地损毁及

占用面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损毁 

压占 4.4043 4.4043 0 

挖损 3.5116 3.5116 0 

小计 7.9159 7.9159 0 

占用 0 0 0 

合计 7.9159 7.9159 0 

预期复垦土地

面积 

一级地

类 

二级地

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01） 

水田

（011） 
0 4.2601 

旱地

（013） 
0 3.6055 

小计 0 7.8656 

园地

（02） 

果园

（021） 
0 0.0503 

小计 0 0.0503 

林地

（03） 

其他林

地（033） 
0 0 

小计 0 0 

合 计 7.9159 

土地复垦率（%） 100% 

土地复垦静态投资估（概）算 427.54 万元 
单位面积静态投资估（概）算

（万元/hm
2） 

54.01 

土地复垦动态投资估（概）算 - 
单位面积动态投资估（概）算

（万元/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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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安排 

自贡市荣县双石镇、望佳镇自201H1、自201H2、自201H4三个平台钻井工程项目开工时间为

2018年1月，计划完工时间为2020年1月，计划工期为2年。考虑到土地复垦工程质量和效果，土地

复垦工作结束后设置管护期3年，因此自贡市荣县双石镇、望佳镇自201H1、自201H2、自201H4

三个平台钻井工程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确定为5年，即为2018年1月～2023年1月。（表1）。 

表1  项目土地复垦措施实施进度表 

时间 主体工程动工前一

个月 

主体工程完成后 

项目 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 监测与管护期三年 

表土剥离与堆存     

土壤重构工程     

监测与管护     

 

二、土地复垦工作资金年度安排 

自贡市荣县双石镇、望佳镇自201H1、自201H2、自201H4三个平台钻井工程项目土地复垦估

算静态总投资427.54万元，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和年度复垦资金计划安排见表2。 

                表2  项目土地复垦投资结构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总投资/万元 主要工程内容 
主要工程

量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0 月（建设期+勘察期） 3.78 

堆土区建设工程 

土壤剥覆工程 

表土剥离（挖方） 15886.8m3 

监测工程 

地貌监测 18 点.次 

土壤质量监测 36 点.次 

2020 年 11 月～2020 年 1 月（复垦期） 372.58 

客土购买运输工程 

客土购置 7194.8m3 

客土开挖 7194.8m3 

客土运输（8 公里） 7194.8m3 

土壤重构工程 

表土回覆 17504m3 

普通混凝土清理 3052.9m3 

C20 防渗钢筋混凝土 619.2m3 

碎石清理 224.3m3 

块石清理 9831.6m3 

石渣清运（10km 以内） 13728m3 

池体回填 5352m3 

场地平整 79159m2 

翻耕工程 13212.9m3 

水田防渗处理 42601m2 

栽种柑橘 126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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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埂修筑 623.98m3 

配套工程 

土方开挖 987.11m3 

土方回填 221.92m3 

M7.5 浆砌砖 376.33m3 

C20 现浇砼底 58.31m3 

M10 砂浆抹面 2179.96m2 

路基碾压 1500.08m2 

10cm 连砂石垫层 1323.6m2 

15cmC25 现浇砼路面 1323.6m2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管护期第一年） 17.04 

生物化学工程 

商品有机肥 11873.85kg 

复合肥 11873.85kg 

人工地力培肥 7.9159hm2 

监测与管护工程 

地貌监测 9 点.次 

土壤质量监测 18 点.次 

植被恢复监测 2 点.次 

配套设施监测 18 点.次 

管护工程 7.9159hm2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管护期第二年） 17.07 

生物化学工程 

商品有机肥 11873.85kg 

复合肥 11873.85kg 

人工地力培肥 7.9159hm2 

监测与管护工程 

地貌监测 9 点.次 

土壤质量监测 18 点.次 

植被恢复监测 2 点.次 

配套设施监测 18 点.次 

管护工程 7.9159hm2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 月（管护期第三年） 17.07 

生物化学工程 

商品有机肥 11873.85kg 

复合肥 11873.85kg 

人工地力培肥 7.9159hm2 

监测与管护工程 

地貌监测 9 点.次 

土壤质量监测 18 点.次 

植被恢复监测 2 点.次 

配套设施监测 18 点.次 

管护工程 7.9159hm2 

合计 427.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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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垦工程措施及工程量 

3.1 复垦土源分析 

a）土源 

项目区临时用地区域剥离表土及周边乡镇外购耕作层表土。 

b）堆土区目前实际堆存状况 

根据项目区实际情况，因剥离的表土前期保存措施不规范，此部分土壤只作为复垦的心土层覆

土土源，项目临时用地需另外购土作为复垦的耕作层覆土土源，覆土厚度为0.2m，因堆土区、生

活区及其他临时场地未进行表土剥离、耕作层被压占损毁，故复垦时通过松土、翻耕后再回覆耕

作层即可达到复垦标准。本次复垦购土点为项目区周边房屋修建和道路修建表土的剥离，购土距

离均在8km 以内，业主单位已向村委作出签订购土协议的承诺，购买的表土在复垦之前暂由村委

统一管理、统一规范保存，购土方量7194.80m
3（全部购买耕作层）。加上已有堆土区10309.20m

3，

共计17504.00m
3，满足项目区复垦覆土需求 

c）表土堆放 

现目前已经对不同区域剥离的表土进行了堆存与管护，本方案不再重复计算工程量。 

3.2 生活区复垦工程设计 

本项目有 3 个平台临时用地，每个平台临时用地均包含生活区单元，其中自 201H1 平台临时

用地生活区有 5 处，自 201H2 平台临时用地生活区有 4 处，自 201H4 平台临时用地生活区有 2

处，生活区用地单元地块面积不大且仅为活动板房对土壤的轻度压占损毁，对周边道路和灌排设

施无破坏，可以就近利用，故其土复垦工程设计主要包括土壤重构工程。 

a）清理工程 

自贡市荣县双石镇、望佳镇自 201H1、自 201H2、自 201H4 三个平台钻井工程项目的生活区

用地主要是临时活动板房对土壤的轻度压占损毁，其在前期建设主要采用摆放石条凳架撑活动板

房，因此后期清理工程主要为活动板房的拆运、生活垃圾的清运，用于支撑的石条和能够回收利

用的建筑物垃圾如成形的砖块、钢筋，现场了解到因井队生产工作需要活动板房及相关配套设施

均随井队搬迁循环使用，因此此项工作由业主单位自己进行回收处理，不纳入工程量计算。 

b）翻耕工程 

根据前节对生活区土地损毁形式和损毁程度以及现场踏勘已损毁现状分析，生活区因仅存在

轻微人为踩踏和部分板房压占影响，因此在前期施工时并未进行表土剥离工程，后期复垦时设计

生活区拆除清运后原地采用机械翻耕松动土层（原耕地耕作层 30cm），共计翻耕松动土方面积

1.2874hm
2，松动土方量 3862.20m

3（其中自 201H1 翻耕松动土方 1627.20 m
3，自 201H2 翻耕松动

土方 1429.50 m
3，自 201H4 翻耕松动土方 805.50m

3）。 

c）平整工程 

根据现场踏勘和适宜性分析，确定将生活区复垦为耕地（其中自 201H1 生活区共计 0.5424hm
2

复垦为水田，自 201H2 生活区共计 0.4765hm
2 复垦为旱地，自 201H4 生活区共计 0.2685hm

2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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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旱地），结合项目区内的地形条件和现状规划地块。 

1）场地平整 

土地复垦方向为耕地的，利用推土机对局部低洼或突出地方进行推平，满足覆土要求，再压

实，复垦场地平整标准为地面坡度≤5度，同时复垦为水田的地块整平后需要保持田面高差在±3cm

之内。 

2）田埂修筑 

在进行表土回填和场地平整的同时，根据复垦后的面积大小划分田块线，一般按照10×40m划

分田块线。然后就地取材，依田块线制埂。制埂就地取材，设计上底宽30cm，下底宽50cm，高50cm，

梯形断面土埂，并碾压夯实达到密实程度，根据方案土地复垦规划图量算，自201H1平台生活区

修建田埂长159.60m，共计31.92m
3，自201H2平台生活区修建田埂长112.21m，共计22.44m

3，自

201H4平台生活区修建田埂长69.50m，共计13.90m
3。 

3）水田防渗处理 

对复垦为水田的地块需要有周边灌溉水源作为保证，复垦水田的区域与周边水田相邻，能够

有效利用周边的灌溉与排水设施和路网，同时必须要以充足的表土资源作用于回填，复垦后的前3

年通过淹水试验和表土自然沉降，确保能够初步形成犁底层后再逐步种植水生作物。在对犁底层

田间防渗处理过程中，确保防渗层≥15cm，渗漏强度控制在5-20mm/d以内，土壤容重比（即犁底

层土壤容重与耕作层土壤容重的比值）应≥1.1，直至达到相应的防渗技术要求，自201H1平台生

活区复垦水田防渗处理5424m
2，自201H2平台与自201H4平台生活区复垦水田面积为0hm

2，防渗

处理为0 m
2。 

4）生物化学工程 

地力培肥需通过对耕地土地翻耕、中耕松土、施用土壤结构改良剂和化学肥料等措施来改良土

壤，三个平台钻井工程项目生活区共计培肥面积为1.2874hm
2（其中自201H1生活区培肥面积

0.5424hm
2，自201H2生活区培肥面积0.4765hm

2，自201H4生活区培肥面积0.2685hm
2）。 

本方案确定通过施用农家肥，在种植农作物时再施用商品有机肥、复合肥用于作物生长阶段的

培肥，以达到耕地复垦质量的要求。参照《耕地土壤综合培肥技术规范》DB33/T942-2014，确定

施肥标准为商品有机肥1500Kg/公顷、复合肥1500Kg/公顷。耕地培肥设计按照1年/次，设计培肥

时间为3年，同时考虑到施肥需要人工施肥，根据每人每天施肥200Kg确定施肥工日。故本项目生

活区共需商品有机肥5793.30Kg、复合肥5793.30Kg。培肥面积为生活区整个复垦责任范围（按3

年算）共计3.8622hm
2。 

3.3 井场复垦工程设计 

a）清理工程 

1）混凝土、砌体拆除：根据《钻井平台钻前施工设计》，井场平台地面由混凝土和块石基础

两层组成，井场用地面积共计30529m
2。对混凝土地面层进行清理，清理混凝土厚度取10cm，对

场地块石基层进行清理，清理厚度取30cm。井场清理混凝土3052.90m
3（其中自201H1清理1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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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3，自201H2清理1010.90 m

3，自201H4清理1020.00 m
3），清理块石基础9158.70m

3（其中自201H1

清理3066.00 m
3，自201H2清理3032.70 m

3，自201H4清理3060.00 m
3）。 

2）建渣清运：复垦时采用挖掘机装石渣与混凝土、砌体拆除后所产生的废渣、废弃建筑物分

类别转运至周边乡镇，作为乡镇基建施工材料，保证项目区清理后地面满足复垦要求；井场钻井

设施以及能够回收利用的建筑物垃圾如成形的砖块、钢筋，由业主单位进行回收处理，钻井器械

与设备等由业主方自行拆除。 

b）土壤剥覆工程 

1）表土剥离：勘探之前需要平整出必要的场地，首先必要的步骤是对临时用地的表土进行剥

离。依据4.5.1土源分析，现场目前已经施工建设，依据钻前施工设计，钻前施工建设前设计剥离

厚度30cm。井场剥离表土共计8939.70m
3（其中自201H1剥离2847.00 m

3，自201H2剥离3032.70 m
3，

自201H4剥离3060.00 m
3）。方案编制前项目区表土已经剥离堆存完成，因此不再重复工程量。 

2）表土回覆：因前期表土堆存管护技术不达标，造成了原本剥离堆存的耕作层土壤肥力流失

较严重，因此设计将在堆土区堆存的表土进行回填时，将原本剥离的30cm耕作层回覆用作心土层，

另购20cm耕作层用作复垦耕作层，共计回填土层厚度50cm，需要进行分层回填（先回填心土层

30cm，再回填耕作层20cm），井场用地需回填土方15264.50m
3（其中自201H1回覆5110.00 m

3，

包含原本剥离回覆2847.00 m
3，外购耕作层回覆2263.00 m

3；自201H2回覆5054.50 m
3，包含原本

剥离回覆3032.70 m
3，外购耕作层回覆2021.80 m

3；自201H4回覆5100.00 m
3，包含原本剥离回覆

3060.00 m
3，外购耕作层回覆2040.00 m

3）。 

c）平整工程 

根据现场踏勘和适宜性分析，确定将井场用地复垦为耕地（其中自201H1井场平台用地

1.0220hm
2全部复垦为旱地；自201H2井场平台用地0.9643hm

2复垦为水田，0.0466hm
2复垦为旱地；

自201H4井场平台用地1.0200hm
2全部复垦为水田），结合项目区内的地形条件和现状规划地块。 

1）场地平整 

土地复垦方向为耕地的，利用推土机对局部低洼或突出地方进行推平，满足覆土要求，再压

实，复垦场地平整标准为地面坡度≤5度，同时复垦为水田的地块整平后需要保持田面高差在±3cm

之内。 

2）田埂修筑 

在进行表土回填和场地平整的同时，根据复垦后的面积大小划分田块线，一般按照10×40m划

分田块线。然后就地取材，依田块线制埂。制埂就地取材，设计上底宽30cm，下底宽50cm，高50cm，

梯形断面土埂，并碾压夯实达到密实程度，根据方案土地复垦规划图量算，自201H1井场用地修

建田埂长587.60m，共计117.52m
3，自201H2井场用地修建田埂长491.60m，共计98.32m

3，自201H4

井场用地修建田埂长614.30m，共计122.86m
3。 

3）水田防渗处理 

对复垦为水田的地块需要有周边灌溉水源作为保证，复垦水田的区域与周边水田相邻，能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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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利用周边的灌溉与排水设施和路网，同时必须要以充足的表土资源作用于回填，复垦后的前3

年通过淹水试验和表土自然沉降，确保能够初步形成犁底层后再逐步种植水生作物。在对犁底层

田间防渗处理过程中，确保防渗层≥15cm，渗漏强度控制在5-20mm/d以内，土壤容重比（即犁底

层土壤容重与耕作层土壤容重的比值）应≥1.1，直至达到相应的防渗技术要求，自201H1井场用

地复垦水田防渗处理0m
2，自201H2井场用地复垦水田防渗处理9643.00m

2，自201H4井场用地复垦

水田面积为10200m
2。 

d）生物化学工程 

地力培肥需通过对耕地土地翻耕、中耕松土、施用土壤结构改良剂和化学肥料等措施来改良土

壤，三个平台钻井工程项目井场平台用地共计培肥面积为3.0529hm
2（其中自201H1井场平台用地

培肥面积1.0220hm
2，自201H2井场平台用地培肥面积1.0109hm

2，自201H4井场平台用地培肥面积

1.0200hm
2）。 

本方案确定通过施用农家肥，在种植农作物时再施用商品有机肥、复合肥用于作物生长阶段的

培肥，以达到耕地复垦质量的要求。参照《耕地土壤综合培肥技术规范》DB33/T942-2014，确定

施肥标准为商品有机肥1500Kg/公顷、复合肥1500Kg/公顷。耕地培肥设计按照1年/次，设计培肥

时间为3年，同时考虑到施肥需要人工施肥，根据每人每天施肥200Kg确定施肥工日。故本项目井

场平台用地共需商品有机肥13738.05Kg、复合肥13738.05Kg。培肥面积为井场平台用地整个复垦

责任范围（按3年算）共计9.1587hm
2。 

3.4 入场道路复垦工程设计 

a）清理工程 

1）碎石清理：根据《钻井平台钻前施工设计》，入场道路地面由碎石面层和块石基础两层组

成，入场道路面积共计2243m
2。对碎石面层进行清理，清理混凝土厚度取10cm，对块石基层进行

清理，清理厚度取30cm。清理碎石面层224.30m
3（其中自201H1清理58.50 m

3，自201H2清理130.30 

m
3，自201H4清理35.50m

3），清理块石基础672.90m
3（其中自201H1清理175.50m

3，自201H2清理

390.90m
3，自201H4清理106.50m

3）。 

2）建渣清运：复垦时采用挖掘机装石渣与路面拆除后所产生的废渣、废弃建筑物分类别转运

至周边乡镇，作为乡镇基建施工材料，保证项目区清理后地面满足复垦要求；能够回收利用的建

筑物垃圾如成形的砖块、钢筋，由业主单位进行回收处理。 

b）土壤剥覆工程 

1）表土剥离：勘探井场建设之前需要修建专用的运输入场道路，首先必要的步骤是对临时用

地的表土进行剥离。依据4.5.1土源分析，现场目前已经施工建设，依据钻前施工设计，钻前施工

建设前设计剥离厚度30cm。入场道路剥离表土共计666.30m
3（其中自201H1剥离175.50 m

3，自

201H2剥离390.90m
3，自201H4剥离99.90 m

3）。方案编制前项目区表土已经剥离堆存完成，因此

不再重复工程量。 

2）表土回覆：因前期表土堆存管护技术不达标，造成了原本剥离堆存的耕作层土壤肥力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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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严重，因此设计将在堆土区堆存的表土进行回填时，针对复垦耕地的复垦单元将原本剥离的

30cm耕作层回覆用作心土层，另购20cm耕作层用作复垦耕作层，共计回填土层厚度50cm，需要

进行分层回填（先回填心土层30cm，再回填耕作层20cm），复垦园地的复垦单元直接回覆表土

30cm，入场道路共需回填土方1067.50m
3（其中自201H1回覆292.50 m

3，包含原本剥离回覆175.50 

m
3，外购耕作层回覆117.00m

3；自201H2回覆597.50 m
3，包含原本剥离回覆390.90 m

3，外购耕作

层回覆206.60m
3；自201H4回覆177.50 m

3，包含原本剥离回覆99.90 m
3，外购耕作层回覆77.60 m

3）。 

c）平整工程 

根据现场踏勘和适宜性分析，确定将入场道路复垦为耕地与园地（其中自201H1入场道路

0.0585hm
2全部复垦为旱地；自201H2入场道路0.1033hm

2复垦为水田，0.0270hm
2复垦为果园；自

201H4入场道路0.0355hm
2全部复垦为水田），结合项目区内的地形条件和现状规划地块。 

1）场地平整 

土地复垦方向为耕地的，利用推土机对局部低洼或突出地方进行推平，满足覆土要求，再压

实，复垦场地平整标准为地面坡度≤5度，同时复垦为水田的地块整平后需要保持田面高差在±3cm

之内。 

2）田埂修筑 

在进行表土回填和场地平整的同时，根据复垦后的面积大小划分田块线，一般按照10×40m划

分田块线。然后就地取材，依田块线制埂。制埂就地取材，设计上底宽30cm，下底宽50cm，高50cm，

梯形断面土埂，并碾压夯实达到密实程度，根据方案土地复垦规划图量算，自201H1入场道路修

建田埂长64.20m，共计12.84m
3，自201H2入场道路修建田埂长94.20m，共计18.84m

3，自201H4入

场道路修建田埂长61.70m，共计12.34m
3。 

3）水田防渗处理 

对复垦为水田的地块需要有周边灌溉水源作为保证，复垦水田的区域与周边水田相邻，能够

有效利用周边的灌溉与排水设施和路网，同时必须要以充足的表土资源作用于回填，复垦后的前3

年通过淹水试验和表土自然沉降，确保能够初步形成犁底层后再逐步种植水生作物。在对犁底层

田间防渗处理过程中，确保防渗层≥15cm，渗漏强度控制在5-20mm/d以内，土壤容重比（即犁底

层土壤容重与耕作层土壤容重的比值）应≥1.1，直至达到相应的防渗技术要求，自201H1入场道

路复垦水田防渗处理0m
2，自201H2入场道路复垦水田防渗处理0m

2，自201H4入场道路复垦水田

面积为355m
2。 

d）生物化学工程 

地力培肥需通过对耕地土地翻耕、中耕松土、施用土壤结构改良剂和化学肥料等措施来改良土

壤，三个平台钻井工程项目入场道路共计培肥面积为0.2243hm
2（其中自201H1入场道路培肥面积

0.0585hm
2，自201H2入场道路培肥面积0.1303hm

2，自201H4入场道路培肥面积0.0355hm
2）。 

本方案确定通过施用农家肥，在种植农作物时再施用商品有机肥、复合肥用于作物生长阶段的

培肥，以达到耕地复垦质量的要求。参照《耕地土壤综合培肥技术规范》DB33/T942-2014，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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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标准为商品有机肥1500Kg/公顷、复合肥1500Kg/公顷。耕地培肥设计按照1年/次，设计培肥

时间为3年，同时考虑到施肥需要人工施肥，根据每人每天施肥200Kg确定施肥工日。故本项目入

场道路共需商品有机肥1009.35Kg、复合肥1009.35Kg。培肥面积为入场道路整个复垦责任范围（按

3年算）共计0.6729hm
2。 

3.5 池类用地复垦工程设计 

池类用地包含放喷池及应急池和储存池两种临时用地单元，其损毁形式均为挖损，损毁程度

均为重度。 

a）清理工程 

1）混凝土、砌体拆除：根据《钻井平台钻前施工设计》，池类用地面积共计2344m
2。对池

体基础进行拆除，拆除厚度取平均值20cm，三个平台池类用地墙体砖砌体拆除清理分别为

208.5m
3，167.6m

3，167.60m
3，对池底混凝土进行拆除，拆除厚度取平均值20cm，三个平台池类

用地池底混凝土拆除清运分别为248.0m
3，185.6m

3，185.6m
3。清理后，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建筑

垃圾进行分类清理，对不能回收利用的建筑垃圾运输到邻近的废石处理厂处理，清理后地表能够

满足复垦要求；能够回收利用的建筑物垃圾如成形的砖块、钢筋，由业主单位进行回收处理。 

2）建渣清运：复垦时采用挖掘机装石渣与混凝土、砌体拆除后所产生的废渣、废弃建筑物分

类别转运至周边乡镇，作为乡镇基建施工材料，保证项目区清理后地面满足复垦要求；井场钻井

设施以及能够回收利用的建筑物垃圾如成形的砖块、钢筋，由业主单位进行回收处理。 

b）土壤剥覆工程 

1）表土剥离：池类用地是勘探工程必要的辅助设施，首先必要的步骤是对临时用地的表土进

行剥离。依据4.5.1土源分析，现场目前已经施工建设，依据钻前施工设计，钻前施工建设前设计

剥离厚度30cm。池类用地剥离表土共计703.20m
3（其中自201H1剥离311.40 m

3，自201H2剥离195.90 

m
3，自201H4剥离195.90 m

3）。方案编制前项目区表土已经剥离堆存完成，因此不再重复工程量。 

2）表土回覆：在表土回覆前，因池类用地建设施工时挖掘深度较大，所以先需要对池类用地

的挖坑进行底土回填夯实，底土来源于原本挖掘的底土（其中放喷池回填深度0.5m，回填面积

0.0254hm
2，回填方量为127.00m

3；应急池和储存池回填深度2.5m，回填面积0.2090hm
2，回填方

量为5225.00m
3），待底土回填夯实后，再将在堆土区堆存的表土进行回填，回填时将原本剥离的

30cm耕作层回覆用作心土层，另购20cm耕作层用作复垦耕作层，共计回填土层厚度50cm，需要

进行分层回填（先回填心土层30cm，再回填耕作层20cm），池类用地需回填土方1172.00m
3（其

中自201H1回覆519.00 m
3，包含原本剥离回覆311.40 m

3，外购耕作层回覆207.60 m
3；自201H2回

覆326.50 m
3，包含原本剥离回覆195.90 m

3，外购耕作层回覆130.60 m
3；自201H4回覆326.50 m

3，

包含原本剥离回覆195.90 m
3，外购耕作层回覆130.60 m

3）。 

c）平整工程 

根据现场踏勘和适宜性分析，确定将池类用地复垦为耕地（其中自201H1池类用地0.0198hm
2

复垦为水田，0.0840hm
2复垦为旱地；自201H2池类用地0.0653hm

2全部复垦为旱地；自201H4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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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0.0625hm
2复垦为水田，0.0028hm

2复垦为旱地），结合项目区内的地形条件和现状规划地块。 

1）场地平整 

土地复垦方向为耕地的，利用推土机对局部低洼或突出地方进行推平，满足覆土要求，再压

实，复垦场地平整标准为地面坡度≤5度，同时复垦为水田的地块整平后需要保持田面高差在±3cm

之内。 

2）田埂修筑 

在进行表土回填和场地平整的同时，根据复垦后的面积大小划分田块线，一般按照10×40m划

分田块线。然后就地取材，依田块线制埂。制埂就地取材，设计上底宽30cm，下底宽50cm，高50cm，

梯形断面土埂，并碾压夯实达到密实程度，根据方案土地复垦规划图量算，自201H1池类用地修

建田埂长72.60m，共计14.52m
3，自201H2池类用地修建田埂长57.80m，共计11.56m

3，自201H4池

类用地修建田埂长55.70m，共计11.14m
3。 

3）水田防渗处理 

对复垦为水田的地块需要有周边灌溉水源作为保证，复垦水田的区域与周边水田相邻，能够

有效利用周边的灌溉与排水设施和路网，同时必须要以充足的表土资源作用于回填，复垦后的前3

年通过淹水试验和表土自然沉降，确保能够初步形成犁底层后再逐步种植水生作物。在对犁底层

田间防渗处理过程中，确保防渗层≥15cm，渗漏强度控制在5-20mm/d以内，土壤容重比（即犁底

层土壤容重与耕作层土壤容重的比值）应≥1.1，直至达到相应的防渗技术要求，自201H1池类用

地复垦水田防渗处理198m
2，自201H2池类用地复垦水田防渗处理0m

2，自201H4池类用地复垦水

田面积为625m
2。 

d）生物化学工程 

地力培肥需通过对耕地土地翻耕、中耕松土、施用土壤结构改良剂和化学肥料等措施来改良土

壤，三个平台钻井工程项目池类用地共计培肥面积为0.2344hm
2（其中自201H1池类用地培肥面积

0.1038hm
2，自201H2池类用地培肥面积0.0653hm

2，自201H4池类用地培肥面积0.0653hm
2）。 

本方案确定通过施用农家肥，在种植农作物时再施用商品有机肥、复合肥用于作物生长阶段的

培肥，以达到耕地复垦质量的要求。参照《耕地土壤综合培肥技术规范》DB33/T942-2014，确定

施肥标准为商品有机肥1500Kg/公顷、复合肥1500Kg/公顷。耕地培肥设计按照1年/次，设计培肥

时间为3年，同时考虑到施肥需要人工施肥，根据每人每天施肥200Kg确定施肥工日。故本项目池

类用地共需商品有机肥1054.80Kg、复合肥1054.80Kg。培肥面积为池类用地整个复垦责任范围（按

3年算）共计0.7032hm
2。 

3.6 堆土场复垦工程设计 

本项目每个平台各计1处堆土场，由于只作为临时堆土，压占程度中等，不需要剥离表土，且

对周边道路和灌排设施无破坏，可以就近利用，其土复垦工程设计只有土壤重构工程。 

a）土地翻耕工程 

堆土场在堆土过程中原地面被压实，通透性差，在搬运完堆存的表土后需进行机械翻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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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翻耕厚度为30cm，堆土区翻耕土方量2100.30m
3（其中自201H1翻耕松动土方808.80 m

3，自201H2

翻耕松动土方495.30m
3，自201H4翻耕松动土方796.20m

3）。 

b）平整工程 

根据现场踏勘和适宜性分析，确定将堆土场复垦为耕地（其中自201H1堆土场0.0174hm
2复垦

为水田，0.2522hm
2复垦为旱地；自201H2堆土场0.1651hm

2全部复垦为水田；自201H4池类用地

0.2654hm
2全部复垦为水田），结合项目区内的地形条件和现状规划地块。 

1）场地平整 

土地复垦方向为耕地的，利用推土机对局部低洼或突出地方进行推平，满足覆土要求，再压

实，复垦场地平整标准为地面坡度≤5度，同时复垦为水田的地块整平后需要保持田面高差在±3cm

之内。 

2）田埂修筑 

在进行表土回填和场地平整的同时，根据复垦后的面积大小划分田块线，一般按照10×40m划

分田块线。然后就地取材，依田块线制埂。制埂就地取材，设计上底宽30cm，下底宽50cm，高50cm，

梯形断面土埂，并碾压夯实达到密实程度，根据方案土地复垦规划图量算，自201H1堆土场修建

田埂长94.70m，共计18.94m
3，自201H2堆土场修建田埂长67.80m，共计13.56m

3，自201H4堆土场

修建田埂长77.90m，共计15.58m
3。 

3）水田防渗处理 

对复垦为水田的地块需要有周边灌溉水源作为保证，复垦水田的区域与周边水田相邻，能够

有效利用周边的灌溉与排水设施和路网，同时必须要以充足的表土资源作用于回填，复垦后的前3

年通过淹水试验和表土自然沉降，确保能够初步形成犁底层后再逐步种植水生作物。在对犁底层

田间防渗处理过程中，确保防渗层≥15cm，渗漏强度控制在5-20mm/d以内，土壤容重比（即犁底

层土壤容重与耕作层土壤容重的比值）应≥1.1，直至达到相应的防渗技术要求，自201H1堆土场

复垦水田防渗处理174m
2，自201H2堆土场复垦水田防渗处理1651m

2，自201H4堆土场复垦水田面

积为2654m
2。 

c）生物化学工程 

地力培肥需通过对耕地土地翻耕、中耕松土、施用土壤结构改良剂和化学肥料等措施来改良土

壤，三个平台钻井工程项目堆土场共计培肥面积为0.7001hm
2（其中自201H1堆土场培肥面积

0.2696hm
2，自201H2堆土场培肥面积0.1651hm

2，自201H4堆土场培肥面积0.2654hm
2）。 

本方案确定通过施用农家肥，在种植农作物时再施用商品有机肥、复合肥用于作物生长阶段的

培肥，以达到耕地复垦质量的要求。参照《耕地土壤综合培肥技术规范》DB33/T942-2014，确定

施肥标准为商品有机肥1500Kg/公顷、复合肥1500Kg/公顷。耕地培肥设计按照1年/次，设计培肥

时间为3年，同时考虑到施肥需要人工施肥，根据每人每天施肥200Kg确定施肥工日。故本项目堆

土场共需商品有机肥3150.45Kg、复合肥3150.45Kg。培肥面积为堆土场整个复垦责任范围（按3

年算）共计2.1003hm
2。 



 

 

 

13 

 

 

 

 

 

 

 

 

 

 

工

作

计

划

及

保

障

措

施 

 

 

 

 

 

 

 

 

 

 

 

 

3.7 其他场地复垦工程设计 

a）土地翻耕工程 

其他临时场地为场地施工时，材料堆砌，施工人员、车辆碾压等造成的压占损毁。原地面被

压实，通透性差，在清运完堆存的材料和其他设施后需进行机械翻耕，平均翻耕厚度为30cm，其

他场地翻耕土方量7250.40m
3（其中自201H1翻耕松动土方2474.70 m

3，自201H2翻耕松动土方

2950.20m
3，自201H4翻耕松动土方1825.50m

3）。 

b）平整工程 

根据现场踏勘和适宜性分析，确定将其他临时场地复垦为耕地（其中自201H1其他临时场地

0.4164hm
2复垦为水田，0.4085hm

2复垦为旱地；自201H2其他临时场地0.4569hm
2复垦为水田，

0.5032hm
2复垦为旱地，0.0233hm

2复垦为果园；自201H4其他临时场地0.2944hm
2复垦为水田，

0.3141hm
2复垦为旱地），结合项目区内的地形条件和现状规划地块。 

1）场地平整 

土地复垦方向为耕地的，利用推土机对局部低洼或突出地方进行推平，满足覆土要求，再压

实，复垦场地平整标准为地面坡度≤5度，同时复垦为水田的地块整平后需要保持田面高差在±3cm

之内。 

2）田埂修筑 

在进行表土回填和场地平整的同时，根据复垦后的面积大小划分田块线，一般按照10×40m划

分田块线。然后就地取材，依田块线制埂。制埂就地取材，设计上底宽30cm，下底宽50cm，高50cm，

梯形断面土埂，并碾压夯实达到密实程度，根据方案土地复垦规划图量算，自201H1其他临时场

地修建田埂长167.70m，共计33.54m
3，自201H2其他临时场地修建田埂长172.90m，共计34.58m

3，

自201H4其他临时场地修建田埂长97.90m，共计19.58m
3。 

3）水田防渗处理 

对复垦为水田的地块需要有周边灌溉水源作为保证，复垦水田的区域与周边水田相邻，能够

有效利用周边的灌溉与排水设施和路网，同时必须要以充足的表土资源作用于回填，复垦后的前3

年通过淹水试验和表土自然沉降，确保能够初步形成犁底层后再逐步种植水生作物。在对犁底层

田间防渗处理过程中，确保防渗层≥15cm，渗漏强度控制在5-20mm/d以内，土壤容重比（即犁底

层土壤容重与耕作层土壤容重的比值）应≥1.1，直至达到相应的防渗技术要求，自201H1其他临

时场地复垦水田防渗处理4164m
2，自201H2其他临时场地复垦水田防渗处理4569m

2，自201H4其

他临时场地复垦水田面积为2944m
2。 

c）生物化学工程 

地力培肥需通过对耕地土地翻耕、中耕松土、施用土壤结构改良剂和化学肥料等措施来改良土

壤，三个平台钻井工程项目其他临时场地共计培肥面积为2.4168hm
2（其中自201H1其他临时场地

培肥面积0.8249hm
2，自201H2其他临时场地培肥面积0.9834hm

2，自201H4其他临时场地培肥面积

0.6085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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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确定通过施用农家肥，在种植农作物时再施用商品有机肥、复合肥用于作物生长阶段的

培肥，以达到耕地复垦质量的要求。参照《耕地土壤综合培肥技术规范》DB33/T942-2014，确定

施肥标准为商品有机肥1500Kg/公顷、复合肥1500Kg/公顷。耕地培肥设计按照1年/次，设计培肥

时间为3年，同时考虑到施肥需要人工施肥，根据每人每天施肥200Kg确定施肥工日。故本项目其

他临时场地共需商品有机肥10875.60Kg、复合肥10875.60Kg。培肥面积为其他临时场地整个复垦

责任范围（按3年算）共计7.2504hm
2。 

3.8 植被重建工程设计 

植被重建工程主要是自201H2钻井平台中涉及到的园地恢复工程，根据现场实地踏勘和项目

区周边民众意见调查显示，柑橘属当地乡土果树，在复垦责任范围内容易生长，且平台周边园地

均种植柑橘，同时柑橘价格合理，柑橘适合复垦责任范围内有园地树种选择要求。园地树种选择

种植柑橘，种植规格采用株距2m，行距2m。自201H2钻井平台共恢复果园0.0503hm
2，种植柑橘

126株。 

3.9 配套工程设计 

a）灌排工程 

为满足复垦后耕地排水条件，结合项目区实地情况，对自210井配套灌排沟。灌排沟排涝设计

流量按下试计算： 

Q涝=q涝F 

式中：Q涝—排涝设计流量，m
3
/s； 

q涝—排涝模数，m
3
/s/km

2； 

F—排涝面积，km
2。  

设计排涝模数参考《四川省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采用下表数据： 

                        表 3  排涝模数              单位：m
3
/s/万亩 

类 型 盆西平原区 盆地丘陵区 川西南山地区 

水渍田、水田区 1.1～1.2 1.1～1.2 1.0～1.1 

旱地区 1.3～1.5 1.2～1.4 1.1～1.3 

 

项目复垦区属于盆地丘陵区，自210井复垦后耕地主要为水田与旱地，q涝取1.2。 

排水沟采用自流排水，横断面设计采用均匀流计算： 

Q=ω·C·√Ri 

C=R
1/6

/n 

式中:Q—设计排水流量，m
3
/s； 

ω—排水沟过水断面面积，m
2； 

对于梯形断面排水沟，ω=（b+mh）h； 

b —沟道底宽，m； 

m —沟道边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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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沟道水深，m。 

R—水力半径，m； 

I—沟道比降； 

C—谢才系数，m
1/2

/s； 

N—沟道糙率。 

通过计算，确定排水沟断面为深0.3m、宽0.3m矩形渠。设计渠墙采用M7.5浆砌砖，渠底采用

C20现浇砼。渠墙及墙顶采用2cm厚M10砂浆抹面，其中自201H1共修建2条，自201H2共修建2条，

自201H4共修建4条。 

b）道路工程 

据国土资源部行业标准《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00）等规范要求，

再结合项目区情况，项目区内还需设计生产路，为达到道路通达、方便农民耕作、出行的目的，

对复垦为耕地的区域需设计新建生产路以完善道路系统。为方便复垦后耕地耕作、收割、管护，

生产路设计路面宽1.5m，路面高出田面0.5m，路基垫层采用10cm厚连砂石垫层，路面采用15cm

现浇C25砼。 

3.10 监测措施的设计 

a）监测点布设 

监测样点布设主要依据临时用地所在位置的地形地貌、临时用地的类型及复垦后的土地类型，

通过优化设计确定监测样点位置。本项目在生活区用地、井场施工生产用地、池类用地、施工道

路、堆土场和其他场地分别选取监测样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择监测点数量，其中自201H1平

台所有临时用地设6个监测点，自201H2平台所有临时用地设6个监测点，自201H4平台所有临时场

地设6个监测点，共计18个监测点。 

b）监测内容 

1）土地地形坡度应<15°，周边有较好的天然灌排通道及较完善的道路设施； 

2）土地平整后，水田有效土层厚度应不小于0.6m，旱地有效土层厚度应不小于0.5m；耕地

土壤有机质含量和速效养分达到或超过周边同类耕地的水平； 

3）复垦后的耕地灌溉、排水设施，灌溉保证率和路网密度是否达到要求； 

4）生产道路的布置能满足田间作业要求； 

5）复垦表土经化学改良、增肥，农作物长势良好，林木生长较快，复垦4年之后耕地生产力

达到或超过周边同类耕地的水平。 

6）土壤质量监测主要采用随机抽取监测点，按三个阶段进行，前期采样：采集一定数量的土

壤样品分析测定，用于初步验证污染物空间分异性和判断土壤污染程度；正式采样：按照相关监

测规范及方案，实施现场采样；补充采样：正式采样测试后，发现布设的样点没有满足总体设计

需求，则要进行补充采样。 

c）土壤质量监测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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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质量监测取样根据后期复垦情况在各个复垦为水田单元设置102个取样点，各个复垦旱地

单元设置1个取样点，取样点选择采用随机抽取。 

d）地貌监测方法 

采用传统的水准仪加经纬仪的单点接触式测量方法，并及时记录测量数据，便于后期核查分

析。 

e）监测年限、次数 

由于本项目对土地的损毁形式主要是压占、挖损，本方案采取的监测措施主要根据土地复垦

质量要求，结合本项目特点，对地貌、土壤质量、植被恢复情况、配套设施进行监测，地貌监测

按2年1次、土壤质量监测按1年1次、植被恢复监测按1年1次、配套设施监测按1年1次计算。 

3.11 管护措施的设计 

自贡市荣县双石镇、望佳镇自201H1、自201H2、自201H4三个平台钻井工程项目土地复垦方

案根据项目区自然特征以及土地利用现状，复垦方向为耕地和园地，土地复垦采取以上复垦措施

对复垦单元进行土地利用改良，使损毁土地得以恢复原有生产力水平。复垦措施实施后，应在管

护期内，对复垦土地区域内的工程设施等采取一定的管护措施，保障土地复垦得以有效实现。 

以项目区范围内各村民小组为单位，由荣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将复垦后的工程移交给地方村

委会，村委会是本项目竣工验收后后续管护的责任主体。由业主方与村委会签订本项目的工程设

施后期管护合同或责任书，落实后期具体管护责任人及相应的管护措施，明确管护该段设施的责

任人，村委会应落实具体人员负责定期对各处的管护情况进行检查，遇管护不力、不当等情况应

及时处理。要确保项目区道路等基础设施完好，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耕地地力水平。 

a）耕地管护 

对复垦耕地要严格加以保护，采取有效的工程技术措施和生物化学措施提高各类复垦土地的

利用效益，建议复垦为水田的区域前3年主要作为水浇地，不宜直接栽培水稻，需要先通过旱地作

物种植，使土壤自然沉降一段时间，待水田保水层达到长期淹水的要求后，犁底层初步形成后，

第4年逐步恢复水田作物种植。 

耕地复垦单元管护年限为3年，采用土壤质量随机监测与管护检查相结合，依据监测结果在春

夏两季进行施肥。采用本方案设计的工程技术措施和生物化学措施，提高复垦土地的利用效益。 

耕地管护主要是地力培肥，本复垦方案设计的生物化学措施中已进行3年的地力培肥。本次耕

地管护工程主要为在复垦后种植期间根据情况适当的种植绿肥植物、秸秆还田以及田埂维护等。 

b）配套设施管护 

对复垦区内配套设施，主要包括灌排沟、生产路等，应按时有计划地对其进行维护和保养，

保证设施无损坏，保障复垦项目区正常生产工作。配套设施管护主要为灌排沟疏通、清理，生产

路维护、修缮等。 

3.12 土地复垦主要工程量 

表4  项目土地复垦工程量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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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程内容 主要工程量 

一、土壤重构工程 

表土剥离堆存 15886.8 

客土购置 7194.8m
3
 

客土开挖 7194.8m
3
 

客土运输（8 公里） 7194.8m
3
 

表土回覆（填方） 17504m
3
 

普通混凝土清理 3052.9m
3
 

C20 防渗钢筋混凝土 619.2m
3
 

碎石清理 224.3m
3
 

块石清理 9831.6m
3
 

石渣清运（10km 以内） 13728m
3
 

池体回填 5352m
3
 

场地平整 79159m
2
 

翻耕工程 13212.9m
3
 

水田防渗处理 42601m
2
 

栽种柑橘 126 株 

田埂修筑 623.98m
3
 

商品有机肥 35621.55kg 

复合肥 35621.55kg 

人工地力培肥 23.7477hm
2
 

二、配套工程 

土方开挖 987.11m
3
 

土方回填 221.92m
3
 

M7.5 浆砌砖 376.33m
3
 

C20 现浇砼底 58.31m
3
 

M10 砂浆抹面 2179.96m
2
 

路基碾压 1500.08m
2
 

10cm 连砂石垫层 1323.6m
2
 

15cmC25 现浇砼路面 1323.6m
2
 

三、监测与管护工程 

地貌监测 45 点.次 

土壤质量监测 90 点.次 

植被恢复监测 6 点.次 

配套设施监测 54 点.次 

管护工程 23.7477hm
2
 

 

4、保障措施 

4.1 平台钻井工程复垦保障措施 

自贡市荣县双石镇、望佳镇自201H1、自201H2、自201H4三个平台钻井工程项目土地复垦保

障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本工程覆土采用项目区施工前剥离的表土，由于勘探过程会对土地造成严重的损毁，改变

原有土体的自然结构，因此，本工程为避免新增损毁土地，在勘探前期做好表土剥离以及储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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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2）占地的选择。为减少工程损毁土地资源，工程应尽量选择未利用地或低产田地，避免占用

良田、好田，将保护土地特别是耕地资源的理念切实纳入工程选线、选址中去，从源头上减少、

避免土地资源的损毁。 

3）考虑合理优化工程施工计划及设施布局，如进场道路、生活区尽量就近利用既有乡村道路

或农村居民设施，以减少临时占地数量，最大程度地减缓对土地的损毁；生活区应相对集中布设

等。 

4）由于临时用地只有在临时设施使用功能完成后才能进行土地复垦，但在施工期间工程也对

各类场地采取了相应的工程及植物防护措施，减少及避免水土流失的发生，尤其是对原有土地的

表土、耕地表土要进行妥善的单独堆放，为以后的土地复垦提供可用的土源。 

5）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应当根据经济合理的原则和自然条件以及土地损毁状态，因地制宜

地确定复垦后的土地用途。土地复垦规划应当符合项目所在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与其他相关

规划协调。 

6）本项目土地复垦方案应报相关部门审查，经审查同意后，与建设同步实施。土地复垦规划

设计方案确定的任务纳入建设计划和投资估算。 

7）建设单位应根据本项目编报的环境影响报告表，控制由于水土流失和其他环境问题引起的

间接损坏、占压土地资源现象发生。 

8）施工作业时，要制定分层取土，分层堆放、分层回填的施工操作制度，并严格监督执行。 

9）工程施工过程产生的废渣，首先应鉴别是否为危险废物，如是，则按照危险废物处置；不

是才由工程本身利用，对多余部分，选择合适的地点作为弃场，尽量少占地和不占农用地。 

4.2 组织保障措施 

4.2.1 组织管理 

土地复垦方案报请荣县国土资源局批准后，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实施。因此，本方案由复垦

义务人西南油气田分公司负责组织自行复垦，本方案实施过程中，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应成立自贡

市荣县双石镇、望佳镇自201H1、自201H2、自201H4三个平台钻井工程项目土地复垦方案实施管

理机构，即土地复垦工程实施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审批的土地复垦方案，全力保证该项工程

的土地复垦按计划进行，并主动与荣县国土资源局密切配合，自觉接受荣县国土资源局的监督检

查。 

4.2.2 管理制度 

强化包括区、镇政府、村组织和群众在内的多层次监督，并依据国务院《建设质量管理条例》

和《关于加强基础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规定的基建程序建设管理，确保项目工程质量。根据复

垦区责任范围内工程建设及技术要求，组成工程指挥组和质量检验组，负责项目技术施工。项目

工程承办者必须是具有法人资格担保的公司或集团。本项目复垦时候应根据具体的项目施工措施

进行前期培训，为后期的复垦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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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技术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对机械的使用情况进行培训； 

2、进行理论知识培训，对参与复垦的人员普及复垦的知识，并对施工人员进行培训，让其了

解复垦的具体标准； 

3、针对复垦区不同复垦单元对复垦措施、复垦效果等采取动态监测， 主要以调查监测和巡

查监测为主。对复垦后期的监督，检查，以及检验工作进行严格培训，使土地复垦效益达到最大。 

4.2.3 控制措施 

土地复垦资金属专项资金，西南油气田分公司负责按有关规定进行资金管理，做到专款专用，

必须把有限的资金按规划设计用到相应的项目上。应成立自贡市荣县双石镇、望佳镇自201H1、

自201H2、自201H4三个平台钻井工程项目土地复垦工程计划财务组和财务审计组，计划财务组对

土地复垦项目资金实行专账、专户、专管，坚持财经制度，规范财务手续，财务审计工作组按工

程进度监督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对工程项目实行阶段与年终跟踪审计，规范资金正常运行。施工

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对工程实施进行全面质量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工程监督检查制度。施工单位

应建立自检队伍，共同把好工程质量关。复垦责任单位应定期向项目所在地荣县国土资源局报告

当年复垦情况，落实分阶段实施、年报、监督检查等法律责任。 

4.3 费用保障措施 

项目建设成立专项资金，由业主单位出资，资金计入钻井工程总投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实行单独建帐、专人管理、独立核算，一支笔审批拨款，统一财务管理。具体就是：项目资金开

设专门账户，根据工程进度和质量进行审批拨付工程款，拨款申请表必须经工程技术人员、监理

人员、项目管理工作小组组长、项目法人签字拨款；设置专门财会人员进行项目资金管理；工程

款由施工单位申请，技术管理机构负责人、监理人员、项目管理工作小组长按责职审核签署意见

并经项目法人签字后方能支付；严格财务会计管理，保证资金专款专用；由于施工期限较长，招

标投标中可以规定，材料设备及工资价格上涨的部分由施工单位承担。财务监督检查由区审计局

审计事务所进行，受区级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竣工决算由施工单位进行编制，提交区级审计部门

审计；工程经费的审核由区财政局负责。同时，土地复垦项目资金属专项资金，必须设立专门账

户，严格执行“先报后审再批用”的原则。建设单位负责按有关规定进行资金管理，做到专款专用，

必须把有限的资金按规划设计用到相应的项目上。应成立计划财务组和财务审计组，计划财务组

对土地复垦项目资金实行专账、专户、专管，坚持财经制度，规范财务手续，财务审计工作组按

工程进度监督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对工程项目实行阶段与年终跟踪审计，规范资金正常运行。施

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对工程实施进行全面质量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工程监督检查制度。施工单

位应建立自检队伍，共同把好工程质量关，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管理规定，严禁挪作他用。 

4.4 监管保障措施 

1、建设单位在成立土地复垦方案实施管理机构的同时，将加强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及职能部

门的合作，建立共管机制，自觉接受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定期向项目所在地国

土资源部门报告当年复垦情况。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将及时处理，以便复垦工作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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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机构对于不符合设计要求或质量要求的工程责令限期完成整改，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2、按照复垦方案确定年度安排，制定相应的各复垦年规划实施大纲和年度计划，并根据复垦

技术的不断完善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逐步落实，及时调整因项目区建设发生变化的复垦计划，

由建设单位土地复垦方案实施管理机构负责按照方案确定的年度复垦方案逐地块落实，统一安排

管理，以确保土地复垦各项工程落到实处。 

3、如建设单位不能履行复垦义务，现金缴纳土地复垦费并处以罚款。 

4、坚持全面规划、综合治理，要治理一片见效一片，不搞半截子工程，在工程建设中严格实

行招标制度，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选择工程队伍以确保工程质量，降低工程成本，

加快工程进度。 

5、加强对复垦土地的后期管理，一是保证验收合格；二是使土地复垦区的每一块土地确实发

挥作用和产生良好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 

6、在招投标中，建设单位应将本方案增加的土地复垦措施落实到设计招标文件中，与主体工

程同时招标、同时实施。同时，在招标文件中，建设单位应明确施工单位的施工责任，明确其承

担土地复垦的责任范围。 

7、加强土地复垦工作的建设监理工作，形成以项目法人（建设单位）、承包商、监理工程师

三方相互制约，以监理工程师为核心的合理管理模式，以期达到降低造价，保证进度，提高土地

复垦工程的施工质量。土地复垦监理的主要内容为土地复垦工程合同管理，按照合同控制工程建

设的投资进度、施工进度和质量，并协调有关各方的关系，包括土地复垦实施阶段的招标工作、

勘测设计、施工等建设全过程的监理。 

8、施工期的土地复垦监理措施主要为协助项目法人编写开工报告；审查承包商选择的分包单

位；组织设计交底和图纸会审；审查承包商提出的施工技术措施、施工进度计划和资金、物资、

设备计划等；督促承包商执行工程承包合同，按照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和批准的设计文件施工；

监督工程进度和质量，检查安全防护设施；核实完成的工程量，签发过程付款凭证，整理合同文

件和技术档案资料；处理违约事件；协助项目法人进行工程各阶段验收，提出竣工验收报告。 

9、土地复垦工程完工后，应接受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及职能部门的检查，验收土地复垦过程和

各项措施。 

10、定期或不定期地对验收过的复垦区域进行检查和观测，随时掌握其运行日常维护养护，

消除隐患，维护土地复垦工程的完成性。土地复垦工程发生重大险情或事故，应及时向上级主管

业务部门报告，并研究补救措施。 

4.5 技术保障措施 

在开展土地复垦前，由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委托四川瀚德工程勘

察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土地复垦方案，并由该项目所在地国土资源局及天然气钻井工程施工单位等

部门提供相关技术与资料支持。 

a）政府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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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县国土资源局应对临时占地进行节地评估和占用基本农田状况评估，合理控制建设单位的

土地利用数量，不定期监督检查建设单位损坏、占用土地情况，坚决杜绝建设单位乱占土地资源

的现象。 

b）技术引进 

由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引进先进技术，如采用无人机监测土地复量、土壤肥力快速监测技术等，

对工程占地情况进行严格检测，保证项目区最大的经济效益。 

c）复垦方案编制 

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应当根据经济合理的原则和自然条件以及土地损毁状态，因地制宜地确

定复垦后的土地用途。土地复垦规划应当符合项目所在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与其他相关规划

协调，制定的土地复垦规划方案应当与本地区土地整治规划相衔接。 

d）技术支持 

在复垦方案实施阶段，对各种复垦措施进行专项设计，实行设代制度，设计人员进入现场进

行指导；选择施工经验丰富，技术力量强的施工单位，建设中尽量采用先进的施工手段和合法的

施工工序；加强复垦技术培训工作，提高复垦的管理能力，在复垦方案实施后，加强后期的管理

工作，发挥复垦效益。 

4.6 公众参与 

4.6.1 方案编制前期 

为了使《自贡市荣县双石镇、望佳镇自201H1、自201H2、自201H4三个平台钻井工程项目土

地复垦方案》更具有操作性，在对临时用地进行复垦规划前，需征求复垦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

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编制人员与业主方一同通过实地考察，走访了复垦区的土地权利人，与他

们进行了交流，并积极听取他们的意见，希望做好土地复垦及相应的配合服务工作，再结合实际

情况，对项目区进行了土地复垦的适宜性评价，最后根据评价结果对临时用地进行复垦规划，希

望合理利用每一片耕地和其他地类，尽最大可能恢复损毁的土地，争取为当地创造收益。 

4.6.2 方案编制过程中 

a）本项目在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过程中得到了业主和所在区域各级人民政府的大力支

持，通过座谈与调查广泛征求农业、水利、国土等有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根据项目区的社会经

济发展状况，结合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使报告书方案更加科学、合理，各项措施操作性更强。 

b）项目建设业主、工程技术人员一道进行了实地踏勘，充分听取了当地村民的意见，获得项

目区的相关基础资料，经过综合分析、整理后形成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草案，并附《自贡市荣县

双石镇、望佳镇自201H1、自201H2、自201H4三个平台钻井工程项目土地复垦方案征求意见》，

并再次征求项目业主和当地村民对草案中各项土地复垦措施的意见，以使项目设计方案更切合实

情。 

为了使《自贡市荣县双石镇、望佳镇自201H1、自201H2、自201H4三个平台钻井工程项目土

地复垦方案》的编制和评价工作更具民主化、大众化，将适宜性评价结果反馈给项目区广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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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征求意见。编制人员通过与业主方进行了技术交流，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将临时用地复垦成

耕地是可行的；并与业主方技术人员一道，又走访了土地复垦影响区域的土地权利人，积极认真

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当地公众建议土地复垦措施要更有针对性并保证复

垦后耕地的质量，希望做好土地复垦及相应的配合服务工作。 

c）复垦计划实施 

上节叙述了方案编制期间的公众参与情况，只是作为本复垦方案在确定复垦方向以及制定相

应复垦标准等方面的依据。在随后的复垦计划实施、复垦效果监测等方面仍需建立相应的参与机

制，同时尽可能扩大参与范围，从现有的土地权利人及相关职能部门扩大至整个社会，积极采纳

合理意见，积极推广先进的、科学的复垦技术，保证复垦效果。 

1）组织人员 

项目在复垦实施过程中和管护期间，将建立相应的公众参与机制，积极调动公众的参与热情，

积极吸收当地人参与其中。 

2）参与方式 

为保证全程全面参与能有效、及时反馈意见，需要制定多样化的参与形式，如张贴公告、散

发传单、走访以及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报纸、电话等多媒体手段，确保参与人充分知晓项目计

划、进展和效果。 

3）参与人员 

在群众方面，除继续对方案编制前参与过的群众进行宣传，鼓励他们继续以更大的热情关注

土地复垦外，同时还要对前期未参与到复垦中的群众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广泛的群众加入到公众

参与中来。 

在各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水利、交通、环保等部门方面，除继续走访方案编制前参与过

的职能部门外，还将加大和扩大重点职能部门的参与力度。 

在媒体监督方面，将加强与当地广播电视台、政府网站、日报社、互联网等媒体的沟通，邀

请他们积极参与进来，加大对复垦措施落实情况的报道（如落实不到位更应坚决予以曝光），形

成全社会共同监督参与的机制。 

4.7 调整土地权属 

4.7.1 土地权属现状 

本项目临时用地位于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土地权属涉及荣县双石镇石塔村，共2个乡镇的3个

行政村，项目区涉及范围较小，土地权属明确。复垦项目实施完成后，土地统一由原“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经营管理 

4.7.2 土地权属调整 

土地复垦必然涉及到土地权属的变更和调整，牵涉到国家、集体和农户个人的利益。人们对

权属划分极度关注，如调整不当，往往造成土地纠纷，甚至引起社会不稳定。为了促进土地经营

管理规模化、效益化，保护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的利益，必须进行土地权属调整。权属界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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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要保障土地复垦前后的对应性，防止人为调整、损毁，违背土地复垦的初衷。因此，必须在“尊

重现实、照顾历史、有利生产、有利稳定”的原则下，做好复垦后的土地权属调整工作，确保各土

地权属主体的利益。 

a）权属调整基本原则 

1）坚持依法、公开、公正、公平、效率和自愿的原则。土地复垦的权属管理、调查工作应广

泛征求各有关权利人的意见，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调整不得造成相关权利人的利益损失；  

2）有利于稳定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参与复垦的土地各方原有位置基本不变”

的原则； 

3）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提高耕地质量； 

4）促进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5）尽量保持村界、乡界的完整性，尽量恢复原有地类。 

b）权属调整总体思路 

为了达到土地权属关系明晰，充分发挥土地复垦后土地的利用效率，实现复垦区土地规模化、

集约化经营的目标，拟定的复垦区土地权属调整的总体思路为： 

将复垦后复垦责任范围内的土地权属分为两个层次，即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土地

所有权应依法归属各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实行协议出让、招标、拍卖或作价入股

等方式，让渡给土地使用者。 

c）权属调整方案 

复垦区土地权属调整，根据有关土地管理政策，将采取如下方案： 

1）成立权属调整领导小组。在充分尊重原土地所有权人合法权利的基础上，统一协调新增耕

地的确权工作。 

2）土地复垦前进行统一的确权登记。包括项目区域的确切边界；项目区域内宗地的数量、类

型、质量；复垦区域内的土地权利人类型、数量；原有土地的确权登记发证情况。土地权属现状

调查完成后，荣县国土资源局应就现有土地状况进行综合评价。 

3）土地复垦项目工程完成后，荣县国土资源局将对复垦后的土地进行评价，作为实施土地复

垦后土地分配方案的参考或修正依据。 

4）土地复垦后新增耕地可由原所有权主体承包给种粮大户或单位使用，实行规模经营；有条

件的地方可招标承包，租赁经营，但原有所有权主体内的个人和单位拥有优先承包权、承租权。 

5）荣县国土资源局将根据土地分配结果进行权属调整，权属调整工作完成后，依据国土资源

部门相应文件通知进行权属变更登记与核发土地证书。 

6）涉及所有权调整的，由荣县国土资源局依据复垦前的权属调整协议重新勘定地界，并登记

造册，发放土地所有权证书。 

7）涉及农民承包地调整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据复垦前与承包人签订的协议重新调整并

登记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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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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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缴使用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综字〔1999〕117号）； 

2、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

策等问题的通知》（财综〔2006〕48号)； 

3、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土资源部《关于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缴纳凭

证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1]122号）； 

4、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建〔2012〕151号）； 

5、《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规定》（川财投〔2012〕139号）； 

6、《四川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以下简称《预算定额》（2012）； 

7、《四川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预算定额》（2012）； 

8、国土资源部《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和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

81号）； 

9、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76

号）； 

10、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四川省土地开发整理

项目预算定额计价规则调整办法的通知》（川国土资[2017]42号）； 

1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 

12、《关于降低我省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8〕232号）； 

13、《四川工程造价信息》最新价格及当地价格咨询； 

14、《自贡市荣县双石镇、望佳镇自201H1、自201H2、自201H4三个平台钻井工程项

目土地复垦方案设计图册》。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348.62 

2 设备费 0 

3 其他费用 43.81 

4 监测与管护费 15.49 

（1） 复垦监测费 10.82 

（2） 管护费 4.67 

5 预备费 19.62 

（1） 基本预备费 19.62 

（2） 风险金 0 

6 静态总投资 42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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