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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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地 6.5937 — 6.5937 — 

种植园用地 果园 0.3065 — 0.3065 — 

林地 

乔木林地 9.8056 — 9.8056 — 

灌木林地 2.8816 — 2.8816 — 

其他林地 0.2562 — 0.2562 — 

草地 农村道路 4.1806 — 4.1806 — 

其他土地 
设施农用地 0.0682 — 0.0682 — 

田坎 1.7131 — 1.7131 — 

合计 25.8055 — 25.80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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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占 19.8715 — 19.8715 

挖损 5.9340 — 5.9340 

占用 — — — 

合计 25.8055 — 25.8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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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地 — 7.1856 

林地 乔木林地 — 15.5996 

草地 其他草地 — 1.624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沟渠 — 0.1634 

其他土地 田坎 — 1.2329 

合计 — 25.8055 

土地复垦率%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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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复垦工作计划： 

（1）工作计划： 

本方案土地复垦工作按照“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林则林”的原则进行规划，

建立新的土地利用系统，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应当根据征地计划和工程进度来

安排。本复垦方案临时用地共涉及 120 个地块，包括施工便道、生活用房、施工驻地、钢筋加工

场、材料堆场、弃土场（扩容）等功能设施用地。 

根据实际情况，本方案土地复垦特征和建设方式结合复垦服务年限。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 2024

年 07 月至 2032 年 06 月，共 8 年。 

2024 年 07 月至 2028 年 06 月，在生产建设过程临时用地均需要使用，使用年限为 4 年，使

用前表土剥离 77511.80m3，清运剥离的表土 57458.50m3，并做好临时保护措施，编织袋挡土墙

6184.00m3，密目网 4638.00m2。弃土场截水沟增加 1836.49m，排水沟增加 1246.75m。使用期间每

年对土地损毁监测。 

2028 年 07 月至 2029 年 06 月，临时用地使用结束，正式进入复垦工作期，复垦工期为 12 个

月，对各临时用地进行复垦，覆土时清运表土 59104.45m3，覆土 84350.65m3，硬化场地拆除

5866.50m3，建筑物拆除 39110.00m2，碎石垫层 4747.20m3，填埋挖坑量 13692.00m3，弃渣填埋量

9777.50m3，回填土方量 3914.50m3，土地平整 114554.00m3，土地翻耕 21.5567hm2，土壤培肥

21.5567hm2，种植乔木 38999 株，播撒草籽 17.2237hm2。25 m3水窖 28 座，沉砂池 28 座。 

2029 年 07 月至 2032 年 06 月，复垦工作完成后，需要管护 3 年，进入监测及管护期，主要

对复垦土地的管护、监测等内容。 

（2）投资安排： 

根据复垦投资费用估算，宣威至会泽高速公路（会泽段）第二施工总承包部临时用地六期复

垦动态总投资为 895.4276 万元，静态总投资 729.1393 万元。计算复垦亩均动态投资为 23132.73

元，亩均静态投资 18836.79 元。 

项目土地复垦费用来源于项目总投资。本方案复垦费用计提方式为 1 次性预存完全部复垦费

用，以保证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按照复垦方案的实施进度计划、资金的年度计划安排、工程的

实际进度情况，把资金落实到位。 

                 表 2 土地复垦费用预存及投资安排表                     单位：万元 

行政区 年份 总投资 投资额度 静态投资 动态投资 

年度复垦

费用预算

额 

投资复垦

费用年度

预存额度 

阶段复垦费

用预存额 

会泽县 

2024.07 至 2025.06 

895.4276  

207.7574  207.7574  207.7574  207.7574  895.4276  

895.4276  

2025.07 至 2026.06 2.0143  1.8825  2.0143  2.0143  — 

2026.07 至 2027.06 2.1553  1.8825  2.1553  2.1553  — 

2027.07 至 2028.06 2.3061  1.8825  2.3061  2.3061  — 

2028.07 至 2029.06 640.7552  488.8291  640.7552  640.7552  — 

2029.07 至 2030.06 12.5787  8.9685  12.5787  12.5787  — 

2030.07 至 2031.06 13.4592  8.9685  13.4592  13.4592  — 

2031.07 至 2032.06 14.4014  8.9685  14.4014  14.4014  — 

合计 895.4276  895.4276  729.1393  895.4276  895.4276  895.4276  895.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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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工程措施： 

根据宣威至会泽高速公路（会泽段）第二施工总承包部临时用地六期的施工工艺、土地

损毁时序，依据复垦土地最终确定的拟复垦方向，结合项目水土资源平衡分析等，该项目土

地复垦项目主要拟采取以下工程措施： 

1）平整工程 

土地平整是改变损毁土地地表形状、理性的主要的工程措施之一。建设项目挖损、压占

土地后，原地表形态发生变化，可能出现凹坑、凸起，且出露物多为砾石、碎石、岩块石等，

难以直接进行农、林利用。在土地平整过程中通过人机配合对大块石、岩块进行拣拾，实施

土地平整，满足土地复垦的初步立地条件。本方案设计对拟复垦土地进行场地平整，场地进

行碾压平整、平整后复垦为旱地区域地面坡度≤25°。平整厚度按 0.5m 计算，平整土方量为

109531.50m
3。 

2）表土剥离工程 

临时用地使用前进行表土剥离，耕地剥离厚度 0.5m，林地剥离厚度 0.3m，剥离量为

77511.80m
3。剥离的表土堆放于放于临时用地场内一角或附近弃土场，面积较小地块剥离的

表土集中堆放于周边地块较大区域，以备后期覆土之需作为覆土来源。 

3）表土清运工程 

本复垦方案未单独设臵表土堆放场，临时用地使用前剥离的表土前期先存放于临时用地

一角，覆土不足部分需从主体工程剥离的表土进行调运，剥离表土运输 57458.50m
3，覆土时

运输 59104.45 m
3，本复垦方案共运输表土 116562.95 m

3，平均运距 0.5 至 2.0km。 

4）覆土工程 

地面平整后，对复垦区域应进行覆土，覆土来源是本方案临时用地剥离的表土及工程建

设前主体工程剥离的优质表土，覆土后的地块要与周边地块相协调，使之基本水平或坡度在

允许的范围之内，以满足复垦后土地作物或植物生长条件的需要。根据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

准要求，本方案复垦为耕地的区域覆土厚度为 0.5m，复垦为林地的区域覆土厚度为 0.3m。本

方案设计覆土总量 84350.65 m
3。 

5）翻耕 

由于临时用地长期被建筑物、施工人员等压占，且覆土过程中发生的机械碾压，导致土

壤板结，有机质含量下降等，因此，在复垦时，设计对临时用地进行翻耕，根据相关要求，

设计翻耕深度为 0.3m，翻耕面积 21.5567hm
2。 

6）土壤培肥 

本方案设计对复垦为耕地的区域采取土壤培肥措施提高区域土壤肥力。种植绿肥改良土

壤。绿肥品种选择光叶紫花苕，其主要特点是速生快长，生物量大，根系穿透能力强，使 

土壤疏松和加深土层厚度，光叶紫花苕，根有大量根瘤，固氮能力强。施工营地种植光叶紫

花苕，种植方式为撒播种子，种植密度为每公顷 75kg，种植 3 年，土壤培肥 19.9227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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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植被重建 

本方案复垦为林地区域采用乔木、草结合，复垦为乔木林地 15.5996 hm
2，种植乔木 38999

株；其他草地 1.6241 hm
2，共撒播草籽 17.2237hm

2。 

乔木采用旱冬瓜植苗，选用Ⅰ级容器苗，苗木高 40-50cm，苗木从正规的经营企业购买，

有“三证一签”（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苗木质量检验证、苗木标签）；狗牙根优良

种籽，发芽率 95%，雨季造林，配臵方式为“品”字型配臵，株行距 2m×2m，每公顷种植

旱冬瓜 2500 株。植树坑穴规格：50cm×50cm×50cm。狗牙根：选用优质草籽撒播种植，密

度 60kg/hm
2，施肥采用林木钙镁磷复合肥，200 克/穴。 

8）配套工程 

由于复垦后的耕地要保持长期耕种，修建水窖作为蓄水设施，以保障长期供应保苗用水

需求。复垦后耕地面积为 7.1856 公顷，按 6m³/亩的保苗用水量，共修建水窖 28 座，沉砂池

28 座。 

9）排水工程 

本复垦方案弃土场均为扩容，截、排水沟调整后比水保方案长度有所增加，断面尺寸及

材质引用水保方案的设计，本复垦方案截水沟增加 1836.49m，排水沟增加 1246.75m。 

10）临时措施 

表土堆放时采用编织土袋挡墙进行挡护，断面为梯形，高 2m，顶宽 1m，底宽 3m，坡比

1:0.5。为防止因临时堆土而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对临时堆土采取临时覆盖措施，以减少临时

堆土产生的水土流失，采用密目网进行覆盖。经计算，需编织袋挡土墙 6184.00m
3，密目网

4638.00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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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保障措施： 

1 组织保障措施 

复垦方案重在落实，切实改善开发建设项目所造成的土地和生态环境破坏，审批后的方

案由企业组织实施，并受当地或上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为保证全面完成各项治理措施，必须重视并完成以下工作： 

——由会泽县自然资源局、云南交投集团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宣会高速公路第二施工总承

包部、银行三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共同签订《土地复垦费用三方监管协议》。 

——项目单位应健全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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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领导、管理和实施工作，并配合地方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土

地复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时组织学习《土地复垦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提高工

程建设者的土地复垦意识。 

——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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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单位应主动和当地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联系，接受地方自然

资源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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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已复垦的土地要加强管理、维护，防止其他人为破坏。 

2 费用保障措施 

a）资金来源：本工程属建设类项目，土地复垦工程投资应在项目总投资中列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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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复垦资金，保证方案实施。 

复垦费用主要发生在复垦工程建设过程中，包括各种复垦工程技术措施实施的费用。 

项目实施过程中，将根据施工实际情况，及时进行修订，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实际

情况有与方案重大不符之处，将重新组织编报土地复垦方案。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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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的使用管理是复垦工作能否按期实施的关键，本方案复垦费用计提方式为 1 次性预

存完全部复垦费用，以保证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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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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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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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主管领导签字同意后，方可列支。项目资金设臵专用帐户，会计、出纳人员专项管理。 

3 监管保障措施 

a）政策措施： 

1）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认清土地复垦在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取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理解支持，充分发挥各项有利条件。2）根据国

家的有关政策制定土地复垦的奖惩制度。3）加强监督，对复垦后的土地及时组织验收，合格

的依法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 

b）管理措施： 

1）抓好资金落实，严格审查资金的应用情况；2）按照方案确定的年度复垦方案逐地块

落实，对土地复垦实行计划管理；3）严格执行本土地复垦方案，加强对未规划土地的管理，

禁止随意开发；4）保护土地复垦单位的利益，调动土地复垦的积极性；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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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公

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选择施工队伍以确保工程质量，降低工程成本，加快工程进度；

6）加强复垦后的土地利用与保护、巩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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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当地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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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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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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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估算编制依据 

1）《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项目暂行办法》（国土资发[2000]282 号）； 

2）《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发[2000]316 号）； 

3）《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财综[2011]128 号； 

4）《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财综[2011]128 号； 

5）《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暂行规定》财综[2011]128 号； 

6）《土地复垦工程费用构成与取费标准》； 

7）《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 

8）《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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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国土资„2017‟232 号）； 

10）《曲靖市建设工程材料及设备价格信息》（2024.04）。 

2、基础单价编制依据 

a）人工单价确定：根据《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暂行规定》，项目所属区

域会泽县属于六类工资地区。根据《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南省补

充预算定额》计算，六类工资区人工单价分别按甲类工 52.05 元/工日、乙类工

39.61 元/工日计取。 

b）材料单价的确定：主要材料价格＝材料原价＋运杂费＋采购保管费，其他材

料的价格参考当地 2024 年建筑工程材料价格信息。 

c）施工机械台班单价的确定：在施工机械使用费的计算中，台班费依据《土地

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标准计取，施工机械台班费估算单价=折旧

费+修理及替换设备费+安装拆卸费+机上人工费+动力燃料费。 

d）直接工程费单价计算：直接工程费单价按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暂

行规定》中的定额计算，直接工程费单价=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 

3、各种费用取费标准：土地复垦费用估算中工程施工费、设备费、其他费

用、基本预备费、价差预备费等费用的估算均按《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

标准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中规定的取费标准进行取费及计算。相关费用的计

算结果见第 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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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一 工程施工费 544.9033  

二 设备费 0.0000  

三 其他费用 88.0658  

四 监测与管护费 36.3179  

（一） 复垦监测费 15.0600  

（二） 管护费 21.2579  

五 预备费 226.1406  

（一） 基本预备费 37.9781  

（二） 价差预备费 166.2883  

（三） 风险金 21.8742  

六 静态总投资 729.1393  

七 动态总投资 895.4276  

填表人：肖攀                                               填表日期：2024 年 0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