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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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平县 2018年农网改造升级

工程（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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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7号，2018年 10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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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5月至 2019年 7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昭平供电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广西宏湖水利电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广西汇能宏禹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陕西银河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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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在昭平县组织召开了昭平县 2018

年农网改造升级工程（第二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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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单位广西宏湖水利电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施工单位广西汇能宏禹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监理单位陕西银河工程

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方案编制单位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昭平供电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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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平县 2018年农网改造升级工程（第二批）位于贺州市昭平县走马镇、凤凰

乡、马江镇、北陀镇、昭平镇、富罗镇、樟木林镇和仙回乡，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及

改造配电台区 11个，新增及更换配电变压器 10 台，容量 2395kVA，10kV 分支线

路 5.781km,0.4kV线路 8.834km,0.23kV线路 16.999km，改造台区一户一表 380户；

抄表自动化项目 1.00个，更换用户旧表 10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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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1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374.49万元，已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18.64万元。工程总占地 4875.80m2（其中，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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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 62.80m2，临时占地面积 4813.00m2），挖方量 618.26m3，填方量 618.26m3，

无永久弃方。本工程于 2019 年 5月开工，2019年 7月建设完成试运行，总工期 2

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18年 10月 15日，昭平县水利局以昭水利水保﹝2018﹞57号文印发《昭平

县水利局关于昭平县 2018 年农网改造升级工程（第二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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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60.80m2，其中项目建设区 4875.80m2，直接

影响区 7585m2。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4135.80m2，表土

剥离 18.84m3，覆种植土 18.84m3；植物措施：撒播草籽 3198m2；临时措施：彩条

布苫盖 712.80m2，编织袋临时挡土墙 1125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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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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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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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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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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8.82m2，复耕 1404m2，表土剥离 18.84m3，覆种植土 18.84m3；植物措

施：撒播草籽 2238.82m2；临时措施：彩条布苫盖 736.8m2，编织袋临时拦挡 1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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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7%，水土

流失总治理度 99.96%，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拦渣率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 99.95%，

林草覆盖率 45.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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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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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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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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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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平县 2018年农网改造升级工程（第二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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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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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分 区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累计扰动

杆塔占地区 62.80 / 62.80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 / 2392.00 2392.00

堆料场区 / 512.00 512.00

跨越施工临时占地区 / 745.00 745.00

人抬道路占地区 / 1164.00 1164.00

合 计 62.80 4813.00 48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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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验收阶段防治责
任范围（m2）

面积变化数量
（m2）

变化率（%）

杆塔占地区 62.80 62.80 0 0
杆塔施工临时占

地区
7514.00 2392.00 -5122.00 -68.17

堆料场区 1725.00 512.00 -1213.00 -70.32
跨越施工临时占

地区
745.00 745.00 0 0

人抬道路占地区 2414.00 1164.00 -1250.00 -51.78

合 计 12460.80 4875.80 -7585.00 -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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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5m2，减少了 60.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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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5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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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 229.42 248.26 18.84 229.42 248.26
2 人抬道占地区 370.00 370.00 370.00 370.00
3 合计 18.84 599.42 618.26 18.84 599.42 6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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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60.8m2 4875.8m2，减少 60.87% 否

3 开挖或填筑土石方量增加 30%以上的。
挖方631.55m3，填方631.55

m3，无弃方

挖方618.26m3，减少2.1%，填方61
8.26m3，减少2.1%，无永久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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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m3 表土剥离 18.84m3 否

9 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的 植物措施面积 3198m2 植物措施面积 2238.82m2，减

少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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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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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 18.84 0
杆塔区根据占地类型恢复

硬化及绿化，土地整治数量

减少

1.2 覆种植土 m3 18.84 18.84 0

1.3 土地整治 m2 62.8 40.82 -21.98

2
杆塔施工临时占

地区

2.1 土地整治 m2 1652 811 -841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对占

用的草地和旱地进行土地

整治和复垦，实际施工占用

草地 811m2，占用旱地

370m2

复耕 m2 370 +370

3 堆料场区

3.1 土地整治 m2 512 512 0 无变化

4
跨越施工临时占

地区

4.1 土地整治 m2 745 523 -222 跨越施工临时占地区对占

用的草地和旱地进行土地

整治和复垦，实际施工占用

草地 523m2，占用旱地

222m2

复耕 m2 222 +222

5 人抬道路占地区

5.1 土地整治 m2 1164 352 -812 人抬道路占地区对占用的

草地和旱地进行土地整治

和复垦，实际施工占用草地

352m2，占用旱地 812m2
复耕 m2 812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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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播草籽 m2 45.23 40.82 -4.41
对占用草地进行撒播

草籽，实际占用草地

40.82m2

2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

2.1 撒播草籽 m2 1606.77 811 -795.77 对占用草地进行撒播

草籽，占用旱地土地整

治后交还给农民，实际

占用草地 811m2

狗牙根草籽 kg 9.64 4.87 -4.77

3 堆料场区

3.1 撒播草籽 m2 512 512 0
无变化

狗牙根草籽 kg 3.07 3.07 0
4 跨越施工临时占地区

4.1 撒播草籽 m2 222 523 +301 对占用草地进行撒播

草籽，占用旱地土地整

治后交还给农民，实际

占用草地 523m2

撒播草籽 kg 1.33 3.14 +1.81

5 人抬道路占地区

5.1 撒播草籽 m2 812 352 -460 对占用草地进行撒播

草籽，占用旱地土地整

治后交还给农民，实际

占用草地 352m2

狗牙根草籽 kg 4.87 2.11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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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62.8 0 无变化

2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

2.1 彩条布覆盖 m2 100 124 +24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临时

堆土数量包括表土及回填

土，覆盖面积增加。

3 堆料场区

3.1 彩条布覆盖 m2 550 550 0 施工期间对临时堆料采用

彩条布覆盖，编织袋临时

拦挡，拦挡工程较方案减

小。

3.2 临时拦挡工程 m 1125 1100 -25
编织袋填筑 m3 506.25 495 -11.25
编织袋拆除 m3 506.25 495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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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07
1.1 表土剥离 m3 18.84 9.28 174.84
1.2 覆种植土 m3 18.84 5.41 101.92
1.3 土地整治 m2 40.82 0.13 5.31
2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 168.33
2.1 土地整治 m2 811 0.13 105.43
2.2 复耕 m2 370 0.17 62.9
3 堆料场区 66.56
3.1 土地整治 m2 512 0.13 66.56
4 跨越施工临时占地区 105.73
4.1 土地整治 m2 523 0.13 67.99
4.2 复耕 m2 222 0.17 37.74
5 人抬道路占地区 183.8
5.1 土地整治 m2 352 0.13 45.76
5.2 复耕 m2 812 0.17 138.04

合计 8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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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4
1.1 撒播草籽 m2 40.82 0.29 11.84
2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 229.06
2.1 撒播草籽 m2 811 0.03 24.33

狗牙根草籽 kg 4.87 42.04 204.73
3 堆料场区 144.42
3.1 撒播草籽 m2 512 0.03 15.36

狗牙根草籽 kg 3.07 42.04 129.06
4 跨越施工临时占地区 147.7
4.1 撒播草籽 m2 523 0.03 15.69

撒播草籽 kg 3.14 42.04 132.01
5 人抬道路占地区 99.26
5.1 撒播草籽 m2 352 0.03 10.56

狗牙根草籽 kg 2.11 42.04 88.7
合计 6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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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26
1.1 彩条布覆盖 m2 62.8 5.02 315.26
2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 622.48
2.1 彩条布覆盖 m2 124 5.02 622.48
3 堆料场区 62195.65
3.1 彩条布覆盖 m2 512 5.02 2570.24
3.2 临时拦挡 m 1100 59434.65

编织袋填筑 m3 495 113.39 56128.05
编织袋拆除 m3 495 6.68 3306.6

合计 631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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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1 0.081 0

1 杆塔占地区 0.028 0.028 0 工程措施中表土剥离、

覆种植土与方案一致，

土地整治数量减少，复

耕数量增加，工程措施

投资与方案一致

2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 0.021 0.017 -0.004
3 堆料场区 0.007 0.007 0
4 跨越施工临时占地区 0.01 0.011 0.001
5 人抬道路占地区 0.015 0.018 0.003
二 植物措施 0.084 0.063 -0.021

1 杆塔占地区 0.001 0.001 0

植物措施面积减少，导

致植物措施投资减少

2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 0.015 0.023 0.008
3 堆料场区 0.012 0.014 0.002
4 跨越施工临时占地区 0.022 0.015 -0.007
5 人抬道路占地区 0.034 0.01 -0.024
三 临时措施 6.57 6.31 -0.26
1 杆塔占地区 0.03 0.03 0

实际施工中减少了部

分临时拦挡措施，导致

临时投资减少

2 杆塔施工临时占地区 0.05 0.06 0.01
3 堆料场区 6.36 6.22 -0.14
4 跨越施工临时占地区 0
5 人抬道路占地区 0
6 其他临时工程 0.13 -0.13
四 独立费用 32.66 11.65 -21.01
1 工程建设管理费 0.13 0.1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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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8 -0.2
3 水土保持监测费 14.3 -14.3
4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5.23 5.23 0
5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10 3.5 -6.5
五 基本预备费 2.36 0 -2.36
六 水土保持补偿费 0.54 0.54 0

合 计 42.3 18.64 -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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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7 达标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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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5 达标

6 植被覆盖率（%） 27 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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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项目立项







8、初步设计批复







9、水土保持方案批文







10、补偿费发票



11、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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