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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类型 面积（hm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 计 已损毁 拟损毁 永久占用

耕地 103旱地 7.2799 —— 6.1646 1.1153

园地
201果园 0.1514 —— 0.1046 0.0468

204其它园地 0.5568 —— 0.4958 0.0610

林地

301乔木林地 6.7306 —— 6.0185 0.7121

306灌木林地 11.2973 —— 9.1001 2.1972

307其他林地 2.5327 —— 2.1961 0.3366

草地 404其他草地 0.0056 —— 0.0056 ——

交通运输用地 1006农村道路 0.4210 —— 0.3624 0.0586

其他土地
1203田坎 1.9197 —— 1.6258 0.2939

1207裸地 0.7904 —— —— 0.7904

合 计 31.6854 —— 26.0735 5.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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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损毁

损毁

挖 损 —— —— ——
压 占 25.2072 —— 25.2072
小 计 —— —— ——

占 用 0.8663 —— 0.8663
合 计 26.0735 —— 26.0735

复

垦

土

地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2)

已复垦 保留占用 拟复垦

耕地 旱地 —— —— 6.7713

草地 其他草地 —— —— 0.9266

林地 乔木林地 —— —— 17.5093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 0.3730 ——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沟渠 —— 0.4286 ——

其他土地 挡墙 —— 0.0647 ——
合计 —— 0.8663 25.2072

土地复垦率（%） 96.68%



工

作

计

划

及

保

障

措

施

一、复垦措施

1、工程技术措施：

在复垦规划阶段，对复垦工程各项任务和进度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划。本阶段的任务主要

是按规划实施，其实质是各项土地整治工程的实施。由于各种土地利用方向和基本条件不同，

工程内容也有所差异。依据国内外复垦实践，工程复垦可以概括为：基本的水土保持措施。

复垦土地上植被往往生长较慢，土壤极易随水和风流失，因此必须在复垦工程的实施前期采

取一定的水土保持措施。

本方案涉及工程措施有土壤重构工程、植被重建工程、配套工程、农田防护工程及监测

与管护工程五类工程措施：

土壤重构工程主要包括土壤覆土工程、平整工程、土地翻耕、土壤培肥；

植被重建工程主要是植被恢复工程（栽植柏树、火棘、狗牙根等植被）；

配套工程主要包括：排水工程（新建排水沟：土方开挖、C20混凝土浇灌）、田间道路

工程（修复道路）；

农田防护工程主要是挡土墙的建设和土方的开挖、回填；

监测与管护工程：

（1）监测工程

设计 22 个监测点，对项目建设、生产引起的土地损毁及对复垦质量进行监测。

（2）管护工程

主要是针对复垦区域的复垦工程进行及时管护。管护时间为三年、补种乔木 10374 株，

灌木 5185 株，补播狗牙根 1.8532hm²。主要是针对复垦区域的复垦工程进行及时管护。

监测与管护工程主要是生产期的动态监测和复垦后对复垦后土地的管护。

2、土壤重构工程措施

a）损毁土地表土来源和保存措施

1）临时用地表土来源情况分析

根据《丹凤风电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备 案 稿）可知，该水土保持方案中，实

施前已对弃土场和风机平台（含永久用地和临时用地）进行了表土剥离，剥离的表土堆放于

该地块临时表土堆存点，以便临时用地恢复时进行覆土，并且对临时表土堆存点采取了临时

编织袋填土拦挡措施和临时无纺布覆盖措施。因此本复垦方案不再对临时用地进行表土剥离，

不再重复设置表土堆场。由于恢复的临时用地相同，因此本复垦方案所需覆土来源于《丹凤

风电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中已剥离的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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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土地平整

由于开采导致地表变形的持续性，在不同时段，损毁土地将处于不同状态，为防止地表

沉陷导致的田面不平整造成的土壤跑墒，需及时平整田面。

c)合理耕作

为保证复垦耕地的可持续性，采取一定的保土保水蓄水耕作技术，防止水土流失和干旱。

耕地种植改土措施结合当地实际，种植绿肥光叶紫花苕，同时确保资金投入。

3、监测管护措施

a）监测措施

在临时用地使用的同时，虽采取了工程措施，极大降低了滑坡、泥石流等破坏土地的地

质危害的可能，但在局部还可能存在破坏土地现象情况的发生，因此，对该区域进行监测，

主要的监测内容为：监测滑坡、泥石流及植被破坏等情况、进行现状分析并且进行记录，并

对于突发情况做出及时预警。

成立管护监测小组，布设监控点，对复垦区域进行管护监测，确保土地复垦工作实施的

成效，具体措施如下：

（1）制定巡查制度

包括巡查的目的、巡查时间和周期、巡查报表设计、巡查报表填写、巡查汇报制度，并

有调查人员、记录人员及校核、审查签字，做到手续完备。

（2）情况分析及预警

在监测过程中要对出现的植被毁坏情况、地质灾害情况等进行分析，如果有突发危害性

大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要及时的向施工方及有关部门做出预警。

（3）月、季度报表

考虑满足业主和当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制定月、季度报表，对每次监测结果进行统

计分析，做出简要评价，及时报送有关部门，以便及时采取措施，确保土地复垦实施的工作

长期有效，并得到及时的管护。

（4）年度汇总报告

根据前面所述的工程监测要求和监测方案编写规范确定年度汇总报告的内容、表格、编

写格式等，将年度的监测资料及时进行分项整理分析，建立监测档案，于工程结束时进行年

度总结，报送有关部门。

（5）监测成果

每个监测点由有相关检测资质的第三方出具的各年度土壤质量检测报告，涉及复垦耕地

的，需要有相关部门出具的作物产量测产报告，为以后土地复垦项目能否达到验收标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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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验收依据。

b）管护措施

项目区复垦土地的管护包括植被的管护。植被管护是土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故管护重

点为重建植被的管护。

——耕地培肥

管护期对项目区耕地进行培肥，按照当地农民多年种植习惯，恰当增施肥料。

——保护旱地

保护旱地的主要方法为开辟水源和加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对已有的农田水利工程实

施保护。

——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防治是林草管理中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在林草生长季节尤为重要。主要采取药

物防治，根据不同的草种在不同的生长期，根据病虫害种类的生长发育期选用不同的药物，

使用不同的浓度和不同的使用方法。

根据项目区中的工程技术措施、水土保持中已有工程措施、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措施、

生物化学措施、监测措施及管护措施进行论述后，复垦前后地类面积不增加，但土地质量

等级相对增加。

本项目确定的复垦管护期为 3 年。

二、工程量测算

根据土地复垦工程设计结合项目区总平面布置图，进行工程量测算，根据土地复垦工

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丹凤风电场(一期)临时用地项目土地复垦方案各项投资工程量汇总

见文本 6.2 章节。

三、土地复垦工作计划

本项目对于损毁区域包括旱地且复垦设计复垦为耕地的区域，在同等条件下必须先对

该部分地区进行复垦。本方案设计 2024年 07月至 2025年 07月为项目复垦工程施工年限，

原则上设计前半年主要完成损毁区域的复垦工作。具体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如下所述：

第一阶段（2022 年 07 月至 2024 年 07 月）：该阶段为项目的建设期，主要复垦工作

内容为对项目拟损毁的土地进行表土剥离并实时监测，做好监测记录，对土地损毁情况进

行详细的统计分析。

第二阶段（2024 年 07 月至 2025 年 07 月）：该阶段为建设项目的复垦期，主要复垦

工作内容为对本项目损毁的土地面积进行全面复垦工作，原则上设计前半年要完成损毁区

域包括为耕地区域的复垦工作。其工作量主要为覆土 88237.60m³，土地平整 6.7713m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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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翻耕 6.7713hm²，土壤培肥 6.7713hm²，种植柏树 51863 株，种植火棘 25935 株，播散狗

牙根 0.9266hm²，新建水窖 37座，截水沟 764.00m，新建挡土墙 148.60m，道路修复 331.50m。

第三阶段（2025 年 07 月至 2028 年 07 月）：该阶段为建设项目的复垦监测管护期，

主要工作内容为对本项目复垦后土地的管护监测工作，对复垦工程设施进行监测，对柏树、

火棘及狗牙根进行补植工作。

根据项目损毁土地现状及预测，复垦责任范围区面积为 26.0735hm²，根据复垦适宜性

评价结果拟复垦土地面积 25.2072hm²。保留占用不复垦总面积为 0.8663hm²，其中包括农

村道路面积 0.3730hm²，沟渠 0.4286hm²、挡土墙 0.0647hm²。最终确定复垦土地面积为

25.2072hm²，复垦率为 96.68%，复垦的耕地区域必须通过采取深层翻耕、平整、覆盖表土、

采用绿肥培肥等措施以提高耕作土壤质量；通过配套灌排设施及道路设施改善耕作条件，

使复垦后的土地恢复或提高生产力。

复垦为草地的部分两年后起到水土保持作用，同时复垦规划方向要符合当地县乡两级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土地复垦率:L（%）= Y/P×100%=25.2072 /26.073 ×100%=96.68%

式中: L——土地复垦率（以百分率表示）

P——复垦土地面积（hm²）

Y——复垦责任范围面积（hm²）

本复垦方案主要针对方案中重新设计工程进行投资费用估算，通过估算本方案复垦投

资估算静态投资 389.12 万元，动态总投资 444.49 万元。经计算复垦土地静态亩均投资为

1.03 万元、动态亩均投资为 1.18 万元。本方案土地复垦服务年限为 6 年，由于临时用地项

目工程工期为 2 年，根据《云南省土地复垦费用监管暂行办法》对于工程建设期小于 3 年

的应一次性计提复垦费用，保证复垦资金到位，以保证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据本项目复

垦进度安排，按一次性全额预存土地复垦费用，项目土地复垦费用来源于项目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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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地复垦费用预存表

阶段
总投资额

（万元）
年份

产量或投

资额度

（万元）

复垦面积 年度复垦费

用预存额（万

元）

阶段复垦费

用预存额

（万元）

预存时间
（hm²）

第一

阶段
444.49

2022.07-2023.07 27.10

26.0735

444.49

444.49

2022.8月
前

2023.07-2024.07 26.82 –– ––
2024.07-2025.07 353.15 –– ––
2025.07-2026.07 11.64 –– ––
2026.07-2027.07 12.46 –– ––
2027.07-2028.07 13.33 –– ––

合计 444.49 –– 444.49 –– –– 444.49 ––

四、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为保证本工程土地复垦方案顺利实施、土地损毁得到有效控制、项目区

及周边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生产单位应在组织领导、技术力量和资金来源等方面制定切实可

行的方案，实施保证措施。

基于确保土地复垦方案提出的各项土地损毁防治措施的实施和落实，本方案采取生产单

位治理的方式，成立土地复垦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土地复垦实施工作和工程管理，按照土地

复垦实施方案的复垦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严格要求施工单位，保质保量地完成各

项措施。

本项目严格按照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设计和相关标准开展各项工作，不得随意变更和调

整。土地主管部门负责对项目设计初审、工程竣工验收，按工程进度拨款，并对项目的实施

情况监督检查。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和领导土地复垦工程与生态恢复

工作。同时，设立专门机构，选调责任心强，政策水平高，懂专业的得力人员，具体负责项

目区土地复垦的各项工作。

2、政策措施

（1）做好对当地农民的宣传发动工作，取得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充分依靠政府部门

的有利支持。

（2）自然资源部门制定土地复垦的优惠政策。

（3）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进行项目区各类用地的复垦工作。

（4）土地复垦规划应当与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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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措施

（1）加强对复垦后土地的管理，严格执行土地复垦方案。

（2）按照方案确定的年度复垦方案逐地块落实，对土地开发复垦实行统一管理。

（3）保护土地复垦单位的利益，调动土地复垦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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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中按照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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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施工单位组织学习、宣传工作，提高工程建设者的土地复垦自觉行动意识。

还应配备土地复垦专业人员，以解决措施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接受当地主管部门的监督检

查。

4、技术保障措施

a）落实设计：方案批复后，建设单位必须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在具体的测量基础上

进一步进行施工图设计，并报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若土地复垦方案和工程设计要作变

更，则必须办理相应地报批手续。

b）在工程施工阶段，业主方须聘用有资质的监理单位按照土地复垦方案进行工程监理，

严把质量关。监理单位定期向建设管理单位提交土地复垦工程施工进度、质量报告。

c）工程竣工前必须验收土地复垦工程内容，以达到土地复垦方案既定的目标、内容。

d）加强管理机构人员有关土地复垦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技术的培训，增强员工的责任

心，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加大科技投入，积极推广新工艺、新技术，提高效益，节约成本。

e）技术档案管理：建立健全技术档案，包括土地复垦方案设计的所有资料和图纸，年度

施工计划、总结、表格和文件等，各项复垦措施经费等技术资料，以及检查验收的全部文件、

报告、表格资料。

5、资金管理

——资金来源：本工程属建设类项目，土地复垦工程投资应在工程基本建设投资中列支，

并与主体工程建设资金同时调拔使用，同时施工、同时发挥效益；建设单位应积极开展工作，

落实资金，保证方案实施。

——为严格资金管理使用，确保工程项目的顺利完成，组建项目资金管理领导小组，负责

项目资金的支付、审批结算工作。

——建立资金风险防范机制：为确保项目资金能安全运作，严格专款专用，严禁挪作他用，

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必须建立资金风险防范机制。

——资金支付必须实行报请制度，经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开支，支出单据须经办人签字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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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主管领导签字同意后，方可列支。项目资金设置专用账户，会计、出纳人员专项管理。

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本工程项目复垦资金由师宗聚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全额投

资，投资总额为444.49万元，列该项目建设总投资。土地复垦的各项投资要列入工程建设投资

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中，完善土地复垦资金管理办法，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安全有效，

设立专门账户，专款专用。国家和地方的补贴资金、政策性减免资金要统一管理，各有关部门

政策性减免资金必须存入财政账户，统一调动，确保资金全部用于土地复垦工程中。审计部门

要定期和不定期地对资金的运用进行审计监督。资金的统筹安排，作为“三同时”工程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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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估算编制依据

（1）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土地复垦费用监管的通知》云国土资耕[2014]3

号；

（2）《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

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的通知》（财综〔2016〕35号）；

（3）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规定云南省补充编制规定》

（〔2016〕35号）；

（4）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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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土地复垦工程费用构成与取费标准》；

（6）《曲靖市建设工程材料及设备价格信息》2022.5；

（7）《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通则）;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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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计价依据

调整过渡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国土资【2017】232号)

（9）云南省省级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2012年住房公积金缴存的通知（云省级

公积金[2014]4号）；

（10）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39号；

（11）《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财综[2011]1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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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垦方案主要针对方案中重新设计的相关工程进行投资费用估算，通过估算

本方案复垦投资估算静态投资 389.12万元，动态总投资 444.49万元。经计算复垦土

地静态亩均投资为 1.03万元、动态亩均投资为 1.18万元。详见下表：

表 2 土地复垦投资估算总表 单位：万元

费用构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

名称
费用（万元）

各项费用占总费用的

比例(%)
1 工程施工费 259.06 58.28%
2 设备费 0.00 0.00%
3 其他费用 53.03 11.93%
4 监测与管护费 47.52 10.69%

（1） 复垦监测费 38.02 8.55%
（2） 管护费 9.50 2.14%
5 预备费 84.88 19.10%

（1） 基本预备费 18.73 4.21%
（2） 价差预备费 55.37 12.46%
（3） 风险金 10.79 2.43%
6 静态总投资 389.12 87.54%
7 动态总投资 444.49 100.00%

填表人：漆建菊 填表日期：2022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