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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2017年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昭

平县 10kV以下农网改造升级

项目

行业类别 输变电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昭平供

电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昭平县水利局

昭水利水保﹝2017﹞22号，2017年 7月 11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8年 02月至 2020年 4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广西桂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广西广信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广西宏湖水利电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西漓昇电力建

设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广西桂能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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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

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

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土

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管理办法》（桂水规范﹝2020﹞4号文）的规定，广西新电力

投资集团昭平供电有限公司于 2023年 6月 20日在昭平县组织召开了 2017年农

网改造升级工程昭平县 10kV以下农网改造升级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

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昭平供电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广西宏湖

水利电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西漓昇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监理单位广西桂

能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方案编制单位广西桂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验收单位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及 1位特邀专家，参会人员共 8

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建设单位委托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开

展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验收组及与会代表踏勘了现场，查阅了技术

资料，听取了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水土保持工作情况的汇报，经质询和讨论，形

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2017年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昭平县10kV以下农网改造升级项目位于贺州市昭平

县，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与改造 10kV 线路 8回，线路总长度 62.35km；新建及改造

配电台区 72个，新增配变压器 72台，容量 176000kVA；0.4kV线路 82.16km，0.23kV

线路 155.335km；改造台区一户一表 7639只。本项目由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昭平供

电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工程总投资为 2242.9081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64.80万元，已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19.61万元。工程总占地 1.26hm2（其中，永久占

地面积 0.25hm2，临时占地面积 1.01hm2），挖方量 8693m3，填方量 8693m3，无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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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弃方。本工程于 2018年 02月开工，2020年 04月建设完成试运行，总工期 27个

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17年 7月 11日，昭平县水利局以昭水利水保﹝2017﹞22号文印发《关于 2017

年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昭平县 10kV以下农网改造升级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批

复》对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予以批复。

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23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1.35hm2，直接影响区

1.88hm2。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0.99hm2，表土剥离 432m3，

覆种植土 432m3；植物措施：撒草绿化 0.15hm2，撒播草籽 0.64hm2；临时措施：彩

条布苫盖 4750m2，编织袋临时挡土墙 2000m。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拟定的水土流失

目标值为：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5%，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7%，土壤流失控制

比 1.0，拦渣率达到 95%，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9%，林草覆盖率达到 27%。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情况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设计与主体工程设计合并完成。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

（办水保〔2020〕161号）、《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

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要求，本工程依法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表，并依照相关规定实行承诺制管理。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未单独委托水土保

持监测，但施工单位较为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施工图纸进行施

工，施工中采取了剥离表土、覆种植土、撒播草籽绿化、临时苫盖等措施，施工过

程中无擅自扩大扰动范围，无水土流失危害等情况发生。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受建设单位委托，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项目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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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设施进行了专项验收，本次验收通过查阅各项施工资料、竣工资料，对各项工

程措施、植物措施进行实地测量和调查，对施工中的临时措施通过询问施工单位相

关人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行业标准 SL336-2006《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

程》，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属于 3个单位工程，划分 3个分部工程、15个单元工程，

经现场核查 3个单位工程、3个分部工程的外观形状、轮廓尺寸等情况，核查结果

全部合格，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从现场检查情况看，已实施的植物措施基本成活，起到一定的水土保持作用。

根据已实施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本项目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1.03hm2，表土剥离 320m3，覆种植土 320m3；植物措施：撒草绿化 0.15hm2，

撒播草籽 0.82hm2；临时措施：彩条布苫盖 4100m2。落实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较好

地控制和减少了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

确定的目标值。其中，扰动土地整治率 99.21%，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9.04%，土壤

流失控制比 1.0，拦渣率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林草覆盖率 80.83%；效益

分析指标指标均达到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目标值，总体满足防治要求。

根据以上实际实施的措施，本次验收主要结论为：建设单位编报了水土保持方

案并开展了后续设计，委托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工作。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和工程实

际情况，实施了土地整治、临时防护、绿化等措施，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水土流失防

护体系。建设单位已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2.70万元。

（六）验收结论

根据《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

报审批管理办法>等 3个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水规范〔2020〕4号）第八条，对本

项目自主验收水土保持设施不通过的情形进行分析，分析情况详见下表：

表 1 对比情况分析表

序号 不通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本项目是否涉及

1 未依法依规履行水土保持方案及重大变更的编报审批程序的； 不涉及

2 未依法依规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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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依法依规开展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的； 不涉及

4 废弃土石渣未堆放在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的； 不涉及

5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和标准未按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

的；
不涉及

6 重要防护对象无安全稳定结论或结论为不稳定的； 不涉及

7 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 不涉及

8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水土保持监理总结报

告等材料弄虚作假或存在重大技术问题的；
不涉及

9 未依法依规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 不涉及

10 存在其它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情形的。 不涉及

根据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2017年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昭平县 10kV以下农网

改造升级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完备，并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工作，验收资料

齐全；水土保持设施总体质量合格；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效益分析指

标达到了有关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水土保持设施具备正常运行条件；运行期间

的管理维护责任基本落实。该工程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该项目水土

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由建设单位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昭平供电有限公司负责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工

作，加强项目区水土保持设施的运行维护，加强各项水土保持设施的后期管护，确

保其持续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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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编制说明

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表 1-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hm2

分 区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累计扰动

杆塔占地区 0.25 / 0.25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 / 0.79 0.79

堆料场区 / 0.08 0.08

跨越施工临时占地区 / 0.02 0.02

人抬道路占地区 0.12 0.12

合 计 0.25 1.01 1.26

表 1-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详见表

防治分区

方案阶段防治责任范围面积（hm2） 验收阶段防

治责任范围

面积（hm2）

面积变化

数量（hm2）

变化率

（%）建设区占

地面积

直接影响区

面积
小计

杆塔占地区 0.25 / 0.25 0.25 / 0.00

杆塔施工临

时占地区
0.85 1.46 2.31 0.79 -1.52 -178.82

堆料场区 0.10 0.30 0.4 0.08 -0.32 -320.00

跨越施工临

时占地区
0.03 / 0.03 0.02 -0.01 -33.33

人抬道路占

地区
0.12 0.12 0.24 0.12 -0.12 -100.00

合 计 1.35 1.88 3.23 1.26 -1.97 -145.93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本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面积减少了

1.26hm2，减少了 145.93%，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直接影响区面积减少。本项

目在施工期间，建设单位本着节约土地的原则，各防治分区严格控制在施工红线

范围内，不涉及直接影响区（项目建设区以外由于开发建设活动而可能造成的水

土流失及其直接影响的范围），直接影响区减少 1.88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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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石方量

表 2-1 工程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 m3

序

号
项目分区

挖方 填方 弃方

表土 土石方 小计 表土 土石方 小计 数量 去向

1 杆塔占地区 320 8133 8453 320 8133 8453

2 人抬道占地区 240 240 240 240

3 合计 320 8373 8693 320 8373 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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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实际建设与水土保持方案对比情况

表 3-1 对比情况表

序号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条件 原方案 实际
是否涉

及变更

1 涉及国家级或自治区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
桂中大瑶山自治区级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桂中大瑶山自治区级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否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以上的。 3.23hm2 1.26hm2，减少 145.93% 否

3 开挖或填筑土石方量增加 30%以上的。
挖方7018m3，填方7018m3，

无弃方

挖方8693m3，填方8693m3，开挖或

填筑土石方量增加23.87%
否

4
线型工程线路横向位移超过 300m的长度累计达到该部分线路长度的 20%以上的；点型项

目地点发生位移超过一公里的。
无 无 否

5 施工道路或者伴行道路长度增加 20%以上的。 无 无 否

6 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路堑累计长度 20公里以上的。 无 无 否

7 风电项目风机点位变化超出原设计 20%以上的。 无 无 否

8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的。 表土剥离 432m3 表土剥离 320m3，减少 25.92% 否

9 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的 植物措施面积 0.79hm2 植物措施面积 0.97m2 否

10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水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者丧失的。 无 无 否

11

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废弃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专门存放地外新设弃渣场的，生产

建设单位可在征得所在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先行使用，同步做好防护措施，保证不产生水土流失危害，

并及时向原审批部门办理变更审批手续。其中，新设弃渣场占地面积不足1公顷且最大堆渣高度不高于10米的，

生产建设单位可先征得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纳入验收管理，不需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

无 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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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

表 4-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对比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方案 实际 增减 变化原因

1 杆塔占地区

1.1 表土剥离 m3 432 320 -112 实际施工中占用草地和旱

地的面积减少，可剥离表土

数量减少

1.2 覆种植土 m3 432 320 -112
1.3 土地整治 hm2 0.18 0.18

2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

2.1 土地整治 hm2 0.61 0.63 +0.02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对占

用的草地进行土地整治，实

际施工占用草地面积增加

3 堆料场区

3.1 土地整治 hm2 0.05 0.08 +0.03
对占用草地的地类进行土

地整治，实际占用草地面积

增加

4 跨越施工临时占地区

4.1 土地整治 hm2 0.03 0.02 -0.01
跨越施工临时占地区面积

减少，因此土地整治面积减

少

5 人抬道路占地区

5.1 土地整治 hm2 0.12 0.12 0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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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对比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方案 实际 增减 变化原因

1 杆塔占地区

1.1 撒草绿化 m2 0.15 0.15 0 无变化

2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

2.1 撒草绿化 m2 0.51 0.63 +0.12 对占用草地进行撒播草

籽，实际占用草地面积

增加
狗牙根草籽 kg 40.8 50.4 +9.6

3 堆料场区

3.1 撒草绿化 m2 0.04 0.08 +0.04 对占用草地进行撒播草

籽，实际占用草地面积

增加
狗牙根草籽 kg 3.2 6.4 +3.2

4 跨越施工临时占地区

4.1 撒播草籽 m2 0.01 0.02 +0.01 对占用草地进行撒播草

籽，实际施工中跨越区

全部占用草地
撒草绿化 kg 0.8 1.6 +0.8

5 人抬道路占地区

5.1 撒草绿化 m2 0.08 0.09 +0.01 对占用草地进行撒播草

籽，实际施工中人抬道

路区全部占用草地
狗牙根草籽 kg 6.4 7.2 +0.8

表 4-3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工程量对比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方案 实际 增减 变化原因

1 杆塔占地区

1.1 彩条布覆盖 m2 1500 1500 0 无变化

2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

2.1 彩条布覆盖 m2 2000 1800 -200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面积

减少，导致临时措施面积

减少

3 堆料场区

3.1 彩条布覆盖 m2 1250 800 -450 每基杆塔施工时间较短，

且施工时避开了预计，因

此实际施工时未采取临时

拦挡措施

3.2 临时拦挡工程 m 2000 0 -2000
填土草袋围挡 m3 900 0 -900
填土草袋拆除 m3 900 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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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土保持投资

表 5-1 已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投资表

序号 工程项目及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1 杆塔占地区 12282.28
1.1 表土剥离 m3 320.00 12.75 4080.00
1.2 覆种植土 m3 320.00 18.89 6044.80
1.3 土地整治 hm2 0.18 11986 2157.48
2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 7551.18
2.1 土地整治 hm2 0.63 11986 7551.18
3 堆料场区 958.88
3.1 土地整治 hm2 0.08 11986 958.88
4 跨越施工临时占地区 239.72
4.1 土地整治 hm2 0.02 11986 239.72
5 人抬道路占地区 1438.32
5.1 土地整治 hm2 0.12 11986 1438.32

合计 22470.38

表 5-2 已实施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投资表

序号 工程项目及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1 杆塔占地区 300.00
1.1 撒草绿化 hm2 0.15 2000 300.00
2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 2625.47
2.1 撒播草籽 hm2 0.63 804.2 506.65

狗牙根草籽 kg 50.4 42.04 2118.82
3 堆料场区 333.40
3.1 撒播草籽 hm2 0.08 804.2 64.34

狗牙根草籽 kg 6.4 42.04 269.06
4 跨越施工临时占地区 83.34
4.1 撒播草籽 hm2 0.02 804.2 16.08

撒草绿化 kg 1.6 42.04 67.26
5 人抬道路占地区 375.07
5.1 撒播草籽 hm2 0.09 804.2 72.38

狗牙根草籽 kg 7.2 42.04 302.69
合计 37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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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已实施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投资表

序号 工程项目及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1 杆塔占地区 8010.00
1.1 彩条布覆盖 m2 1500 5.34 8010.00
2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 9612.00
2.1 彩条布覆盖 m2 1800 5.34 9612.00
3 堆料场区 4272.00
3.1 彩条布覆盖 m2 800 5.34 4272.00

合计 21894.00

表 5-4 水土保持设施投资完成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

投资增减 备注
方案 实际

一 工程措施 2.46 2.23 -0.23

1 杆塔占地区 1.48 1.23 -0.25
工程措施中表土剥离、

覆种植土数量减少，土

地整治数量增加，工程

措施投资减少

2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 0.73 0.76 0.03
3 堆料场区 0.10 0.10
4 跨越施工临时占地区 0.01 0.01
5 人抬道路占地区 0.14 0.14
二 植物措施 0.29 0.37 +0.08

1 杆塔占地区 0.03 0.03

植物措施面积增加，导

致植物措施投资增加

2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 0.16 0.26 +0.10
3 堆料场区 0.03 0.03
4 跨越施工临时占地区 0.02 0.01
5 人抬道路占地区 0.05 0.04
三 临时措施 19.65 2.19 -17.46
1 杆塔占地区 0.80 0.80

实际施工未采取临时

拦挡措施，所以临时措

施投资减少

2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 1.07 0.96 -0.11
3 堆料场区 17.75 0.43 -17.32
4 跨越施工临时占地区

5 人抬道路占地区

6 其他临时工程 0.03 -0.03
四 独立费用 27.69 12.12 -15.57
1 工程建设管理费 0.45 0.45

水土保持监测费用未

支出，基本预备费未启

用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9.60 3.67 -5.93
3 水土保持监测费 8.64 -8.64
4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4.50 4.50
5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4.50 3.50 -1.00
五 基本预备费 4.00 0.00 -4.00
六 水土保持补偿费 1.485 1.485

合 计 55.58 18.40 -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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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效益分析

表 6-1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实现情况评估表

序号 防治指标 防治目标值 治理后达到值 达标情况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9.21 达标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99.04 达标

3 水土流失控制比 1.0 1.0 达标

4 拦渣率（%） 95 100 达标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100 达标

6 植被覆盖率（%） 27 80.83 达标

备注：原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于 2018年，采用的是采用 GB50434-2008的防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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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目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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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水土保持方案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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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补偿费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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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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