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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总结表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望湖山北铜多金属矿勘探项目临时用地临时用地项目名称

额济纳旗启泰矿业有限公司提交单位 负责人 曹加林

法定代表内蒙古丰华地质勘查有限公司编制单位 何永新人
专家组名单 崔红丽、 白兴儒、 韩飞 主审专家 崔红丽

2024年6月27日，额济纳旗自然资源局组织相关专家在自然资源局召开会议，
对内蒙古丰华地质勘查有限公司编制的《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望湖山北铜多金
属矿勘探项目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以下简称“报告表” ) 进行了审
查。 经与专家会见认真查阅评审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会后根据编制单位修
改情况，形成审查意见如下：
一、报告表编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
垦条例实施办法》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质保控制等行业规范要求，编制内容完
整，附件材料齐全，该项目临时用地不在额济纳旗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 不
涉及占林、 占草问题，使用面积0. 8159公顷， 权属为： 额济纳旗苏泊淖尔苏木策

槽0.4523公顷、 2条临时道路0.3564公顷、 1处生活区0.0072公顷) ,拟 复垦面

克嘎查，地类为： 未利用地 (裸岩石砾地) , 拟损毁面积0.8159公顷， (12条探
积

操作性
0.8159公顷，复垦率为100%。确定的土地复垦目标与任务科学合理，方 案具有可

。
二、 报告表对项目临时用地拟损毁土地的复垦责任范围、 土地权属性质、 周边自
然地理、生态环境、 社会经济、项目基本情况等进行了调查，基 本符合项目区实际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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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报告表对土地复垦方向、 土地利用状况等进行了分析预测和适宜性评价，合理
确定了土地复垦服务年限，土地复垦质量标准、质量要求、 技术和组织管理保障指
施，明确了土地复垦目标和任务、 费用来源等 。
四、 报告表的服务年限为2年，包括建设工期、 集中复垦期和设计后续恢复期。 按
照统一治理、 集中复垦的原则进行，使建设与复垦统一规划、 统筹安排。
五、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 (试行) 》(内财建 (2013) 600号),根据报告表设
计的工作量，经估算：“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望湖山北铜多金属矿勘探项目临时

筹解决
用地”土地复垦费用为2.8958万元。 复垦费用全部由额济纳旗启泰矿业有限公司自

。
六、 编制单位对该报告表评审的专家总意见进行了修改、 补充和完善，达到了提交
报告表的要求。
七、 报告表资料收集充分， 内容齐全，章节安排合理，结论基本正确，具有一定的可
操作性，符合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编制规程等规定，予以审查通过。 报告表可作为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望湖山北铜多金属矿勘探项目临时用地”土地复垦， 以
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监督、管理、 验收的依据。

专家组组长：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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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望湖山北铜多金属矿勘探项目

单位名称 额济纳旗启泰矿业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马鬃山路 3号 1栋 121

法人代表 曹加林 联系电话 18609373721

单位性质 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工程

项目位置

勘探区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内蒙古额济纳旗位于苏泊淖

尔苏木策克嘎查，西距额济纳旗 60 多公里。项目区权利类型

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人为策克嘎查农民集体，土地用途为

未利用地，地类现状为裸岩石砾地。勘探区极值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东经 101°40′52″-101°40′52″

北纬 42°10′23″-42°10′52″

项目预算 2.1384 万元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

现状图幅号

K47E011023

项目起止时间 2024 年 6 月 5 日至 2026 年 6 月 4 日

方案编

制单位

编制单位名称 内蒙古丰华地质勘查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何永新

资质证书名称 资质等级

发证机关 证书编号

联系人 杜树林 联系电话 13523332702

主要编制人员

姓名 职务 签名

杜树林
矿产地质

工程师

复垦区土

地利用现

状

土地类型 面积 hm
2

一级土地 二级土地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其他土地

裸岩石砾地 — — 0.8159

其他草地 — — —

村庄 — — —

合计 — — 0.8159

复垦土地

面积

土地类型 面积 hm
2

一级土地 二级土地 已复垦 拟复垦

其他土地

裸岩石砾地 0.8159

其他草地 — —

村庄 — —

合计 — 0.8159

土地复垦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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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目
的
、
原
则
及
依
据

实施绿色勘查，牢固树立绿色勘查理念，将绿色勘查理念贯穿于勘查活

动的全过程，坚持在保护中勘查，在勘查中保护的原则，将保护生态环境作

为勘查活动中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创新驱动，依靠科技和管理创新，釆用最新手段、新方法、新工艺、新

设备，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轻勘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扰动、污染和破坏。

和谐共赢，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开展工作；尊重勘查活动所在地民俗，

构建和谐勘查氛围；统筹兼顾勘查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勘查活动所在地社

会效益。

坚持“谁损毁，谁负责”的原则。管理规范，制定有关勘查生态环境保

护、土地复绿等规章制度和保障措施，将绿色勘查管理内容融入日常工作，

责任明确、管理措施和投入到位。
—、地质环境现状

勘查区位于望湖山以北地区，地形起伏不大，区内多为一些低矮的山丘，

地势较为平坦，海拔高度在 1050—1100 米之间，相对高差一般在 30 米上下。

区内气候属干燥大陆性气候，年降雨量稀少，蒸发量大。5—9月份平均气温 32°

C 以上，最高可达 42°C 以上；春冬两季多风沙，以偏西风为主。夏、秋两季气

温适中、风沙小。

勘查区内及周边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荒无人烟。没水没电，给找矿工作带

来诸多不便。周边正在勘查的矿种有铜、萤石矿等。

工作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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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 11 月 7 日修

正 e）《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 年修订；

f）《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

2、部委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a）《国土资源部关于贯彻实施〈土地复垦条例〉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

50 号文）；

b）《关于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建设的意见》（国土资发【2012】47

号）；

c）《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

176 号）；

d）《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和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

81 号文）；

e）《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

225 号文）。

3、技术规范、规程

a）《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b）《土壤环境监测技术标准》（HJ/T166-2004）

c）《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1036-2013）

d）《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1031-2011）

e）《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2022 标准）

五、编制目标

通过编制土地复垦方案，明确复垦目标，主要包括：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

减少的破坏土地面积、土地复垦面积、土地复垦率和其他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指

标。

本项目计划于 2026 年 5 月 30 日前完成所有野外施工，因此计划于 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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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份开展复垦工作。根据详查区地质环境治理总体工作部署，制定本期治理工

程年度实施计划, 具体如下：

2026 年 5 月份，对所有探槽回填、道路平整复原。

六、主要复垦措施

探槽临时用地复垦措施

槽探施工应在地质填图和物化探工作的基础上布置，釆用机械开挖，尽量

缩短工期, 不布置临时建筑设施。

槽探场平面积必须满足槽探安全施工及开挖土石的临时堆放需求并做好地

质处灾害防治措施。施工应采用自上而下顺序开挖，做好边坡安全管护，及时

清理松散土石。

施工开挖的岩土依次堆放于探槽两边 3-5 米外的稳定平台，堆放高度不超

过 2m。

槽探工作施工过程中应防止油料渗漏、泼洒，废油、废液进行回收利用或

按照规定处理。野外施工现场产生垃圾集中回收，可降解垃圾集中焚烧掩埋处

理，不可降解垃圾集中收集至村镇分类处理。

槽探工程实施过程中，遵循顺序剥离各层、单独存放管理，逆顺序一次回

填的基本规定。剥离层回填要求：施工过程中要统一收集存放，不与其他结构

层混堆，作为施工结束后的恢复用土，施工完毕后回填于探槽中自然恢复。对

局部破坏严重地段，要进行 还原基本结构层等工作，恢复原貌。

七、土地复垦工程量

土地复垦对象为探槽。槽探施工中利用详查区内现有道路可满足本次勘查

工作，不再占用草场作为临时道路。

1、槽探

槽探施工后编录取样完成后，利用探槽周边碎石土对其回填。平均深度按

1.0m 计算，清运、回填量均为槽探开挖的量，探槽占地面积为 4523m
2
，治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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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自然恢复应尽可能恢复为原地形的稳定状态，复垦完毕与周边地貌基本一致。

2、矿区道路

施工结束后，对矿区道路进行平整，平整厚度按 0.3m 计算，道路占地面积

为 3564m
2
。

3、生活区

4、槽探、矿区道路复垦后随即对生活区的板房进行拆除，恢复原貌。

土地复垦工作量

八、土地复垦工程投资安排

土地复垦工作量

类别
计量单

位
总工作量

单位预算 标准

（元）
总预算（元） 备注

甲 乙 1 2 3=1*2 4

一、工程施工喪 26858

（一）直接费 26858

1.直接工程费 26858

1）人工费 1210

回填、清运工程 228

甲类工人 天 0. 24 102. 08 25

乙类工人 天 2. 64 75. 06 198

其他人工费 % 2. 20 222. 67 5

整平工程 982

甲类工人 天 0. 92 94. 15 87

乙类工人 天 11.94 69. 11 825

其他人工费 % 7. 70 911.21 70

2）施工机械使用 费 7882

回填、清运工程 3913

工程名

称

复垦面积

（m
2
）

整平量

（m
3
）

清运量

（m
3
）

回填量

（m
3
）

备注

探槽
8087

4523 4523
探槽 12 条

道路 3564 0

生活区 72.00 72 0

合计 8159 8159 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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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资金保障措施

资金保障是贯穿于主地复垦始终的计、提、管、用一体化制度，按照《土

地复垦条例》，严格将复垦资金存入专用账户，土地复垦账户应按照“企业所

有，政府监督，专户专用，专款专用"的原则管理，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监

管建设单位按照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完成土地复垦任务后，向监管部门提出验

收申请。验收合格后可向监管部门申请支取预存的土地复垦费用用于支付复垦

工程费用。

十一、监管保障措施

本项目应由额济纳旗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监管，建立专职机构，由专职

人员具体管理负责制，制定详细的施工方案，建立质量监测及验收等工作程序

土地复垦义务人应觉地接受自然资源、林草、环保等相关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

査，配备专职人员和有管理经验的技术人员组成项目区土地复垦办公室，专门

负责项目区土地复垦工程的实施土 地复垦义务人应当定期向额济纳旗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报告土地损毁骨况、土地复垦资金使用情况以及土地复垦工程实施

情况。资金提取和投入要严格按照方案制定的进度进行，保障复垦资金能够及

时到位，保证复垦工程顺利实施，工程竣工后，应及时报请自然资源行政主管

部门组织专家验收。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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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科学试验、引进先进技术以及对土地损毁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价，做到

地质勘查绿色环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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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和土地损毁情况，进一步完善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拓展复垦方案报告表编制的深度和广度，做到所有复垦工程遵循复垦方案报告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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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格按照建设工程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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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建设、施工等各项工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5、土地复垦过程中，公司将委派中高层管理人员实地督查，确保施工质量。

十三、测算依据

1、财部与国土资源部 2012 年共同编制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

准》；

2、《国土资源部办公关于印发土地整治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

整过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7】19 号）；

3、《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2013）；

4、阿拉善盟造价站公布的阿拉善盟建设工程材料 2024 年 1 月一 3 月价格

信息以及参考当地 2023 年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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