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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由来

杭州至瑞丽国家高速公路沟通了浙江、安微、江西、湖北、湖南、

贵州、云南等省，是横贯我国东西方向的重要公路运输大通道。楚雄

至大理国家高速公路是瑞丽国家高速公路的重要路段，也是云南省高

速公路网的组成部分。该项目与昆明至楚雄国家高速公路共同形成昆

明通往滇西、滇西南、滇西北等地区唯一的高速公路运输大通道，在

国家和区域路网中居重要地位。

现有楚雄至大理公路于 1998 年按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成通

车，全长约 179公里。自通车以来，交通量增长迅速，现状交通量已

达 2.9 万辆/日（折算小客车，下同），节假日交通量更达 5.6 万辆/

日，交通拥堵现状十分严重，服务水平显著下降，且现有公路平纵指

标低、长大纵波多，行车安全性差，已不能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和交通

运输发展的需要，更难以满足国家公路运输大通道的功能要求。

因此，楚雄至大理公路扩容工程的建设对贯彻实施西部大开发，

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等国家发展战略，提升国家公路大通道的通

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优化国家高速公路与区域内主要城市的衔接，促

进沿线优势资源开发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均有重要意义。因此，项

目的建设是必要和迫切的。

楚雄至大理高速公路扩容工程起自楚雄州禄丰县广通镇北，接拟

扩容杭瑞国家高速公路昆明至楚雄段，经牟定南、前场、姚安、大河

口、祥云北，止于大理江风寺，全长 195.563公里。同步建设广通、

妥安等 10条互通连接线共长 35.4公里。



按照《交通运输部关于云南省楚雄至大理高速公路扩容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交规划函【2017】598号）和《交通运输

部关于云南省楚雄至大理高速公路扩容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交公

路函【2018】216号），同意实施楚雄至大理公路扩容工程，建设工

程为 4年。

为如期完成建设，G56 楚雄（广通）至大理高速公路扩容工程

(ZCB3-TJ1)合同段前期已进行进场道路、施工营地、弃土场等临时用

地的报批。

现根据实际建设情况，报批地块并不能满足工程建设需求；“山

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云南楚大高速公路扩容工程(ZCB3-TJ1)合同段

项目经理部”经过实地踏勘和论证，增加 2块临时用地，主要服务于

姚安互通立交、楚大主线开工建设；临时用地主要包括：33#扩容弃

土场、29#-2#新增弃土场。

项目临时用地占用将不可避免对临时土地自然地貌及植被形成

不同程度的损毁，本次涉及弃土场对临时土地形成压占损毁。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土地复垦条例》（2011年 3月 5日起施行）

以及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2019 年修正）

等相关文件的精神和要求，生产、建设项目因挖损、塌陷、压占或临

时占用等原因对土地造成损毁的必须进行复垦，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

寸土地，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

和环境的和谐发展。G56 楚雄 (广通 )至大理高速公路扩容工程

(ZCB3-TJ1)合同段(新增弃土场)临时用地由建设单位“山东鲁桥建设



有限公司云南楚大高速公路扩容工程(ZCB3-TJ1)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承担复垦责任和义务。

在此背景下：“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云南楚大高速公路扩容工

程(ZCB3-TJ1)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委托我单位“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

雄勘查院”编制《G56楚雄(广通)至大理高速公路扩容工程(ZCB3-TJ1)

合同段(新增弃土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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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垦方案编制实务》，编制《G56楚雄(广通)至大理高速公路扩容工

程(ZCB3-TJ1)合同段(新增弃土场)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

如以后项目性质、规模、地点、范围或施工工艺等发生重大变化，

需按相关规定和要求重新组织编报土地复垦方案或对原土地复垦方

案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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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为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土地复垦费缴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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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56楚雄(广通)至大理高速公路扩容工程(ZCB3-TJ1)合同段

(新增弃土场)临时用地

单位名称
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云南楚大高速公路扩容工程(ZCB3-TJ1)

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单位地址 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栋川镇

法人代表 姜福强 联系电话 147 6364 6000

企业性质 -- 项目性质 新建项目

项目位置 楚雄州姚安县栋川镇

资源储量 --
生产能力

（或投资规模）
150.00万元

划定矿区范围

批复文号
-- 项目区面积 1.8447hm2

项目位置土地

利用现状图幅号
G47G061085

生产年限

（或建设期限）

2年（2021年 04月至

2023年 03月）

土地复垦方案

服务年限

4年（2021年 04月至

2025年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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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 罗显辉

资质证书名称 -- 资质等级 --

发证机关 -- 编号 --

联系人 刘溪平 联系电话 158 9183 5320

主要编制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专业 单 位 签 名

刘溪平 高级工程师 土地管理

云南省有色地质

局楚雄勘查院

李 超 高级工程师 土地规划

马仕柱 工程师 测绘工程

杨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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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地 0.6335 -- 0.6335 --

园地 果园 0.4070 -- 0.4070 --

林地

有林地 -- -- -- --

灌木林地 0.6080 -- 0.6080 --

其他林地 0.0599 -- 0.0599 --

其他土地 田坎 1.1363 -- 1.1363 --

合 计 1.8447 -- 1.84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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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33 -- 1.6833

污染 -- -- --

小计 1.6833 -- 1.6833

占用 0.1614 -- 0.1614

合计 1.8447 -- 1.8447

备注：占用为“新建截水沟、新建挡土墙”用地，面积为 0.16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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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地 -- 0.7149

林地 有林地 -- 0.8999

其他土地 田坎 -- 0.0685

合计 -- 1.6833

土地复垦率% 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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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安排

由于项目建设需临时占用土地，涉及临时用地报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临时用

地使用期为 2.0年，本项目临时用地（弃土场）计划于 2021年 04月开始动工建设；

主体工程施工期限为 2.0年，考虑该项目土地使用期限结束后复垦及监测期为 2.0年，

则本方案土地复垦服务年限为 4.0年（2021年 04月至 2025年 03月）。

根据以上复垦服务年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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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建设期结束后复垦目标、任务、计划及资金安排；

原则上以 5年为一阶段进行土地复垦工作安排的要求。

本方案土地复垦服务年限为 4年，共分为 1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年度复垦实施

计划如下：

（1）2021年 04月～2023年 03月工作计划

本年度主要为临时用地使用期，主要设计对拟损毁区域进行表土剥离，耕地剥离

厚度 40cm，面积为 0.6335hm2；果园剥离厚度 50cm，面积为 0.4070hm2；其他林地

剥离厚度 30cm，面积为 0.4070hm2；灌木林地剥离厚度 30cm，面积为 0.6080hm2；

共计表土剥离方量 6636.05m3；剥离表土集中堆放于临时表土堆放场内，并采用塑料

薄膜临时遮盖，在建设期结束后进行复垦时所需表土，将从堆存区域运取（详细见

4.5.1章节）；本年度主要进行表土剥离及运输费用、表土围堰投资。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8.43万元，动态投资 8.43万元。

（2）2023年 03月～2023年 03月工作计划

本期间为临时用地使用期，在建设扫尾期对损毁区域全面实施复垦工作。

复垦目标任务：

复垦目标任务：复垦土地面积为 1.6833 hm2；其中：复垦旱地面积为 0.7149 hm2，

有林地面积 0.8999hm2，田坎 0.0685hm2。本年度主要进行工程施工费投资。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15.82万元，动态投资 16.61万元。

（3）2023年 04月～2024年 03月工作计划

对复垦单元质量效果进行监测，监测面积 1.6148hm2（耕地、林地），管护林地

面积为 0.8999hm2（扣除耕地、田坎）；本年度主要进行基本预备费、其他费用，监

测与管护费投资。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3.53万元，动态投资 3.90万元。

（4）2024年 04月～2025年 03月工作计划

对复垦单元质量效果进行监测，监测面积 1.6148hm2（耕地、林地），管护林地

面积为 0.8999hm2（扣除耕地、田坎）。本年度主要进行基本预备费、其他费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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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与管护费投资。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3.53万元，动态投资 4.09元。

二、土地复垦工程

（1）表土剥离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损毁前对损毁区域采用挖掘机、自卸汽车进行腐殖土土剥离，

剥离后并运至临时表土堆放场中堆积，共剥离表土 6636.05m3。

（2）表土围堰及临时防护

为减少表土堆场存土的流失，表土堆放场在弃土场上游采用编织袋装土堆筑进行

拦挡，并在表层遮盖塑料薄膜进行遮盖；挡墙断面为梯形断面，尺寸为底宽 2.0m，

顶宽 0.5m，高度为约 1.5m，每延米 1.88m3，矢量量测编织袋堆筑方量 202.50m3；（编

织袋装土土源为表土堆场堆放的土体，本方案工设计 2个临时表土堆场）。

（3）场地清理

待工程结束后，清除施工弃土场区域的草皮、碎石等杂物，并运至低洼处掩埋，

工程量为 1686.30m3。

（4）人工削放坡及找平--林地

复垦为林地区域，原有地形地貌已经完全损毁并不规则，为达到规划设计标准，

对斜坡及平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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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满足种植条件，工程量为 1799.80m3。

（5）土地平整工程--耕地

土地平整是改变损毁土地地表形状，理性的主要的主要工程措施之一，弃土场进

行碾压堆积后，在平台处虽地势处于平缓，但仍不能满足耕地种植的立地条件；本方

案设计对复垦为耕地区域进行场地平整；主要方式为机械、人工，借助各种开挖工具

对场地挖、填、整平，平整区域地面坡度 2-6°；工程量为 2556.50m3，其中机械平整

为 2300.85m3，人工平整为 255.65m3，人机比为 1:9。

（6）覆土

由于本方案设计在临时用地损毁前，设计剥离表土并集中堆存于各地块临时表土

堆场内，采用推土机（一、二类土 40～50m）对覆土区域进行表土回填，耕地覆土厚

度 0.50m，林地覆土厚度 0.30m，共需覆土量 6274.20m3。

（7）土壤培肥（耕地、撒播有机肥）

复垦耕地区域，土壤有机质，肥力等相对贫瘠，为提高耕地利用等别及农作物生

产量，规划对耕地进行土壤培肥，培肥选用有机肥，培肥密度 8t/hm2，连续培肥 2年，

工程量为 1.4298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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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与排水工程：

（1）修筑水窖

为提高耕地农作物生产量，降低种植成本，提高复垦耕地的质量，改善耕作条件，

本方案对弃土场复垦为耕地区域修筑 20m3水窖蓄水，在旱季进行农作物浇灌；共修

筑 2.0个。（详细见供需水平衡分析章节）

植物重建工程：

对复垦为林地区域，植被选取乔木（香樟树）、灌木（车桑子）混种。

具体造林技术如下：

（1）栽植乔木

造林方式：植苗。

初植密度：按 4.0×4.0m密度种植，即栽植密度为 625株/公顷，补植率为 5%。

整地方法及规格：采用穴状整地，50cm×50cm×50cm（乔木），每穴（坑）植苗

1株。

苗木规格：树苗采用 1-2 年生，胸径为 5-10c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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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播车桑子

造林方式：撒播。

初植密度：草籽撒播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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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子规格：种纯度为 90%，发芽率 85%以上。

造林时间：播种一般雨季，阴天或小雨天进行。

（3）种植工程量

乔木数量（香樟树）=复垦为有林地面积（0.8999公顷）×625株/公顷+（0.8999

公顷）×625株/公顷×5%）=591株。

灌木数量（车桑子）=复垦为有林地面积（0.8999公顷）×40kg/公顷=36kg。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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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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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负责建设中的土地复垦领导、管理和实施工作，并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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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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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技术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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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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所有复垦工作遵循复垦报告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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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施工等各项工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按年度有序进行。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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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建设单位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其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评价区

范围内公众及相关团体对项目的认识态度，让公众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和实施后可能带

来的环境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保障项目在建设决策中的科学化、民主化，通过公众

参与调查使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和运行更加合理、完善，从而最大限度的发

挥本项目建成后带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本项目公众参与采用问卷调

查的形式。详细的公众参与调查内容参见本复垦方案报告书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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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预存土地复

垦费用，本项目为一次性预存全部土地复垦费用。

（1）第一期（2021年 04月）：预存总动态投资 33.0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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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测算依据

（1）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

（2016）；

（2）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试行稿）（2016）；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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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以下简称《机械台班定额》；

（4）《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规定》（2016）；

（5）《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 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云国土资

[2016]35号）；

（6）《云南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补充预算定额编制实务》；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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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实务；

（9）地方有关建设工程的管理办法文件及当地定额资料；

（10）全国各地工资区类别表。

本方案土地复垦面积 1.6833hm2，复垦静态总投资 31.32万元，动态总投资为

33.03万元，亩均静态投资 12402.61元，亩均动态投资 13079.86元。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24.25

2 设备费 0.00

3 其他费用 3.95

4 监测与管护费 1.43

（1） 复垦监测费 0.80

（2） 管护费 0.63

5 预备费 3.40

（1） 基本预备费 1.69

（2） 差价预备费 1.71

(3) 风险金 0.00

6 静态总投资 31.32

7 动态总投资 33.03



土地复垦方案评审表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
G56楚雄(广通)至大理高速公路扩容工程(ZCB3-TJ1)

合同段(新增弃土场)临时用地

生产(建设)单位名称
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云南楚大高速公路扩容工程

(ZCB3-TJ1)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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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47公顷

损毁土地面积 1.8447公顷

生产能力(或投资规模) 150.00万元

生产年限(或建设期限) 2年（2021年 04月至 2023年 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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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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3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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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6楚雄(广通)至大理高速公路扩

容工程(ZCB3-TJ1)合同段(新增弃土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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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内，项目区面积 1.8447hm2，复垦责任

范围面积 1.8447hm2，复垦责任范围内有耕地 0.6335hm2、园地 0.4070hm2、林地

0.6679hm2、其他土地 0.1363hm2，未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土地复垦服务年限 4.0年，

为 2021年 04月至 2025年 03月。

三、原则同意报告书中关于 G56楚雄(广通)至大理高速公路扩容工程(ZCB3-TJ1)

合同段(新增弃土场)临时用地损毁土地的预测和分析。本项目属建设类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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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47hm2，为拟损毁，

其中拟损毁压占 1.6833hm2、拟损毁占用 0.1614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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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33hm2，其中：耕地 0.7149hm2、林地 0.8999hm2、

其他土地 0.0865hm2，复垦率为 91.25%。

五、基本同意本报告书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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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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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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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弃土场率先修建拦挡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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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2万元，

动态总投资为 33.03万元，亩均静态投资 12402.61元，亩均动态投资 13079.86元，

复垦义务人为“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云南楚大高速公路扩容工程(ZCB3-TJ1)合同段

项目经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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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56 楚雄(广通)至大理高速公路扩容工程(ZCB3-TJ1)合同段

(新增弃土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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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峰 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 高级工程师

2 赵贵富 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 高级工程师

3 谢飞勇 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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