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贵州省天柱县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

理工程

行业

类别

垃圾

填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天柱县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贵州省水利厅于 2009 年 5 月 23 日下发了《关于贵州省天

柱县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

（黔水保〔2009〕85 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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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5 月-2010 年 6 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贵州省黔东南州水利电力勘察设计院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贵州省中建伟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验收意见提纲：

2020年 12月 11日，我公司组织贵州省天柱县城生活垃圾卫生

填埋处理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各参会单位人员有贵州天保生态

股份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理单位、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以及贵州省中建伟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水

土保持设施施工单位）等相关人员在天柱县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

会议室召开贵州省天柱县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会议。

验收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贵州省天柱县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位于天柱县城关镇

圭录村处，距离县城中心约 7km。

本工程为新建项目，建设单位为天柱县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

本项目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5.505hm2，建设完成后实际扰动面积

5.505hm2。无直接影响区。建设规模日处理能力 83.15t、库容 35万

m3。

本项目实际征占地面积为 5.505hm2。土石方共开挖 3.12万 m3，

回填利用量为 1.15万 m3，实际弃方为 1.97万 m3。这部分弃方均为

土方，可用于运行期垃圾填埋过程中覆盖用土，设置了临时弃渣场

在填埋库区内，目前该临时弃渣场内的土方已全部使用完，本项目

取土场未使用，在后期运行期间所需防渗保护层粘土主要来源于市



政其他项目所开挖的土方能够满足需求。截止 2020年 12月，本项

目已无弃渣场。

本工程总投资为 2836.95万元，贵州省天柱县城生活垃圾卫生填

埋处理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173.13万元，其中水土保持工程静态

总投资 161.80万元，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11.33万元。

建设总工期为 18个月（主体工程建设总工期 12个月，于 2009

年 5 月动工建设，至 2010 年 6 月建设完工。水保工程于 2010 年 4

月至 2010年 10月全部建设完工）。2009年 5月至 2010年 10月全

部建设完工并开始正式投产运行。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我公司于 2008年 8月委托贵州省贵州省黔东南州水利电力勘察

设计院承担了该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贵州省水利厅于

2009年 5月 23日下发了《关于贵州省天柱县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

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黔水保〔2009〕85号文）。主要内

容有：一、天柱县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位于天柱县凤城镇

圭录村，距县城约 7公里.建设规模为日处理垃圾能力 83.15吨（IV

级），填埋场总库容 47.8万立方米，服务面积 9.82平方公里，服务

人口 5万人，服务年限 10年.工程建设区由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站、

管理区、道路系统、取土场和附属系统六部分组成，占地面积 7.55

公顷，其中永久占地 7.37公顷，临时占地 0.18公顷.工程建设共开挖

土石方 4.55万立方米，回填土石方 1.61万立方米，借方 0.73万立方

米，弃方 3.67 万立方米.项目总投资 2836.95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215.8万元，建设总工期 14个月。本项目在施工期将加速水土流失

面积为 7.55hm2，预测期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总量为 123.17t。二、

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基本符合水土保持法律及技术规范的要求，防

治重点明确、措施可行，可以作为下阶段水土保持工作的依据。三、

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的时段划分、内容、方法及预测结果。四、

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0.0公顷，其中项目建设区 7.55

公顷，直接，响区 2.45公顷。五、同意水土保持设施实施进度安排，

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批复的进度组织实施水土保持工程。六、在施

工进程中，必须加强临时设施的管理和使用，特别是加强对施工渣

土的规范堆放和采取降尘防尘措施。七、该项目水土保持实施的监

督检查由贵安新区经济发展局负责。工程竣工验收时，应及时报我

局专项验收水土保持设施。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我公司在主体设计中，已包含了现场大部分的水土保持措施设

计内容，水土保持后续设计包含在主体工程设计中，无水土保持措

施专项施工设计，水土保持措施主要是根据主体工程设计和水土保

持方案进行施工。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我公司于 2020年 11月委托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

贵州省天柱县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后期水土保持工程的监

测调查工作，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根据相关文件规定于 2020年 12月

开展完水土保持监测数据收集和调查工作；由于项目完成时间较早，



接受委托后监测单位主要进行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和治理

效果的监测，以及植被生长、发育等情况，以及水土保持设施工程

量的统计和核查。2020年 12月，监测单位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编制完

成了《贵州省天柱县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水土保持监

测总结报告》。监测单位开展监测工作的方法及过程较为合理，监

测频次基本满足水土保持监测要求，有效的反应了项目建设的水土

流失情况。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本项目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由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编制，

该单位编制的水土保持验收报告内容全面、准确，现场复核工作符

合相关要求。该单位认为：贵州省天柱县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

工程项目水土保持质量管理体系健全，设计、施工和监理的质量责

任明确，管理严格，确保了水土保持设施的施工质量。经过建设各

方的精心组织，科学施工，规范管理，重点防护，对防治责任范围

的水土流失进行了较好的治理，管理站区、渗滤液处理站区、道路

系统区、附属系统区均得到了及时治理，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

确定的防治任务；各项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质量均较好，后期应加

强植物措施的管理和抚育，提高林草植被覆盖面积，减少水土流失。

项目区的生态环境较工程施工期有明显改善，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

维护责任明确，可以保证水土保持功能的持续有效发挥。贵州省天

柱县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已经达到了（黔水

保〔2009〕85号文）的要求。我公司认为贵州省天柱县城生活垃圾



卫生填埋处理工程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和生产建设项目所要求

的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的各项工程安全可靠，工程质量总体合

格，水土保持设施达到了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

验收条件，可以组织竣工验收。

（六）验收结论

贵州省天柱县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基本

得到落实，水土保持工程责任落实到位，水土保持措施基本完善，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各项指标评价如下：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35%，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9.08%，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21，拦渣率达

到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9.03%，林草覆盖率达到 66.52%。

监测结果表明，截至 2020年 12月，六项指标中全部达到并超过《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中建设生产类一

级标准目标值。

经实地抽查和查阅相关资料，综合各项调查结果，验收组认为：

贵州省天柱县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

理，质量总体合格，各工程措施结构尺寸规则，外表美观，质量符

合设计要求，运行情况良好，达到了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改善了

项目区的生态环境，整体上已具备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能够满足

国家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要求，满足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同意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贵州省天柱县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对



于水土保持工作开展较为积极，委托相应单位开展水土保持监测、

监理工作；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委托专业的施工单位开展场内

的拦挡及排水措施施工，并积极开展了绿化等工作，但由于项目本

身的特点，导致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我公司将采

取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完善，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力

度，确保项目区内水土保持设施能正常发挥保持水土的作用。

（1）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公司没有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水土保持

“三同时”制度，我公司承诺在后期的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三

同时制度”。

（2）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公司实施了大量的绿化措施，但还有

局部区域植被长势较差，我公司后期将安排人员进行定期的养护和

补植，以提高林草植被覆盖率。

（3）项目建设区的排水措施在运行过程中，可能被堵塞，我公

司已安排专人加强排水沟的清理、管护工作，保持排水沟畅通，避

免排水沟堵塞后地表径流直接冲刷周边道路边坡，造成水土流失。

（4）项目在后续运行过程中，建设单位要加强垃圾填埋场区的

绿化措施，闭库后及时对该区域进行永久性覆土绿化，以提高林草

植被覆盖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