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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水许可〔2025〕19 号

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
关于潼南区 17 处小型灌区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重庆市潼南区水资源保护利用中心：

你单位提交的潼南区 17 处小型灌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审批申请（项目代码：2311-500152-04-01-758257）

和《潼南区 17 处小型灌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收悉。经审查，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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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决定准予行政许可。

一、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

（一）项目于 2024 年 10 月开工。

（二）方案编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部委规章、规范性

文件、规范标准和技术文件及采用的资料基本正确。

（三）同意方案设计水平年为 2025 年。

（四）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界定，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42.74hm²。

（五）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为西南紫色土区

建设类一级防治标准。

（六）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七）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分区防治措施体

系。

（八）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进度安排。

（九）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容和方法。

（十）本项目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免征水土保持补偿

费。

二、水土保持方案投资

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估算总投资为 1244.44 万元，其中

主体工程已列水土保持投资 258.14 万元，本方案新增水土保

持投资 986.30 万元。本方案新增费用中包括工程措施费 2.99

万元，植物措施费 12.46万元，监测措施费 4.36 万元，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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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费 871.67 万元，独立费用 38.99万元（建设管理费 22.99

万元，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10.00 万元，水土保持设施竣工

验收报告编制费 6.00 万元），基本预备费 55.83万元，免征

水土保持补偿费。

三、工作要求

（一）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认真做好项

目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切实落实水土保持“三同

时”制度。

（二）依据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与主体工程同步开展水

土保持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按程序与主体工程设计一并

报经有关部门审核，作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的依据。重要防

护对象应当开展点对点勘察与设计。无设计的水土保持措

施，不得通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三）严格控制施工扰动范围，禁止随意占压破坏地貌

植被。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管理，在招投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

明确施工单位的水土保持责任，强化奖惩制度，规范施工行

为。

（四）后续施工过程中依法尽快落实好监测工作，加强

水土流失动态监控。在工程建设期间应将水土保持监测季报

按规定在网站公开，同时在业主项目部和施工项目部公开，

并按规定向我局按时报送监测季报和总结报告。

（五）按照水土保持监理标准和规范开展水土保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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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监理，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

（六）本项目的地点、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水土

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的，应按照

“渝水﹝2016﹞83 号”规定办理。确需在批准的水土保持方

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外新设弃渣场的，可按照“水保

﹝2019﹞160号”规定执行。

（七）严格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后续设计落实各

项水土保持措施，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

度，严格控制施工期间水土流失。

（八）工程完工后、项目投产使用前应及时组织开展水

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并在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过 3 个

月内，向我局报备验收材料（包括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和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等）。

附件：1. 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2.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专家评审意见

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

2025 年 2 月 14 日

抄送：重庆市潼南区税务局。

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5年 2 月 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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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项目

名称
潼南区 17处小型灌区建设项目 流域管理机构 长江水利委员会

涉及

省

（市

、

区）

重庆市

涉及地

市或个

数

/ 涉及县或个数 潼南区

项目

规模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管线

77.00km，新建提灌站 13座，高位

水池 12座；改造其他小型渠系建筑

物共计 433处，分别为261座检修

阀门井，86座排泥井，80座排气

井，6座减压阀井；修复 67座提灌

站;修复 175座山坪塘和 16座石河

堰。

总投资

（ 万

元）

13194.01
土建投资（万

元）
6005.7

动工

时间
2024年6月

完工时

间
2025年 1月 设计水平年 2025年

工程

占地

（ h

m2

)

41.63

永久占

地

（ hm

2)

/
临时占地

（hm2 ）
41.63

土石方量（万m3 ）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弃）方

4.30 4.30 / /

重点防治区名称 重庆市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地貌类型 丘陵地貌 水土保持区划 西南紫色土区

土壤侵蚀类型 水力侵蚀 土壤侵蚀强度 轻度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hm2 ） 41.63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2·a）]
500

土壤流失预测总量（t） 2486 新增土壤流失量（t） 1559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 西南紫色土区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

防治

标准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渣土拦护率（%） 92 表土保护率（%） /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林草覆盖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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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

措施

及工

程量

防治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管网工程防治区
主体已列：土地整治

0.06hm2

方案新增：撒草绿化

14.70hm2
/

高位水池工程防治区 /
方案新增：撒草绿化

0.24hm2
/

提升泵站工程防治区
主体已列：土地整治

0.16hm2
方案新增：撒草绿化

0.13hm2
/

投资（万元） 0.04（主体已列） 12.47（方案新增） /

水土保持总投资（万元）
35.20（其中新增投资为

35.16 万元）
独立费用（万元） 16.34

监理费（万元） /
监测费（万

元）
4.36

补 偿 费

（万元）

58.2870（免

征）

分省措施费（万元） / 分省补偿费（万元） /

方案编制单位
重庆泽扬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建设单位

重庆市潼南区水资源保护

利用中心

法定代表人 唐光金 法定代表人 陈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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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潼南区 17 处小型灌区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专家评审意见

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组织召开了《潼南区 17处小型灌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以下简称《水保方案》）专家线上评审会。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重庆市潼南区水资源

保护利用中心（以下简称项目法人）、重庆泽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报告编制单

位）的代表及特邀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成立了专家组，专家组成员会前详细审阅了《水

保方案》，与会人员会上认真听取了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进行了深入讨论。报告编制单

位会后对《水保方案》进行了修改补充，项目法人提交了修改完善后的《水保方案》（报

批稿）。经专家组复核，形成专家评审意见如下：

一、综合说明

（一）方案编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相关资料基本正确。

（二）同意方案设计水平年为 2025 年。

（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41.63hm2。

（四）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为西南紫色土区建设类一级标准。

（五）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至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7%，土壤流

失控制比等于 1.0，渣土防护率为 92%，无表土防护率，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7%，林草覆盖

率为 25%。

二、项目概况

（一）项目概况阐述基本清楚。

潼南区 17 处小型灌区建设项目位于重庆市潼南区，涉及潼南区 23个镇街。建设内容

包括：新建管线 77.00km，新建提灌站 13 座，高位水池 12座；改造其他小型渠系建筑物共

计 433处，分别为 261 座检修阀门井，86 座排泥井，80座排气井，6座减压阀井；修复 67

座提灌站;修复 175 座山坪塘和 16 座石河堰。

项目总占地面积 41.63hm2，全部为临时占地。工程总挖方 4.30 万 m3，总填方 4.30 万

m3，挖填平衡。项目于 2024 年 6 月开工建设，预计于 2025 年 1 月完工，工期共 8 个月。

工程总投资 13194.01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6005.7 万元。本项目不涉及专项设施改（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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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意工程占地及土石方平衡。

（三）项目区地形、地貌、地质、气象、水文、土壤、植被等情况阐述较为清楚。

三、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一）同意主体工程选址（线）的水土保持评价结论。

（二）同意建设方案与布局的评价结论。

（三）同意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界定成果。

四、水土流失分析与调查/预测

（一）同意对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及影响分析。

（二）项目建设过程中扰动地表面积为 41.63hm2，损毁植被面积 15.07hm2。

（三）同意水土流失量调查/预测方法及成果。工程建设可能造成土壤流失预测总量

为 2486t，其中新增土壤流失量 1559t。

（四）同意水土流失的危害性分析结论和指导性意见。

五、水土保持措施

（一）同意将项目区划分为 3 个防治区，即管网工程防治区、高位水池工程防治区、

提灌站工程防治区。

（二）由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和本方案新增的水土保持措施所组

成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基本合理。

（三）同意各防治区防治措施布局、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措施典型设计。

（1）管网工程防治区

施工过程中，在枯水期施工，管沟施工时采用分层开挖、分层填埋的方式来保护表土，

施工一段、回填一段。

施工末期，对施工便道进行土地整治，对临时占用林草地及园地区域采用撒播草籽绿

化方式恢复植被。

（2）高位水池工程防治区

施工过程中，在枯水期施工，基础采用分层开挖、分层填埋的方式来保护表土，主体

工程完工后及时回填。

施工末期，对临时占用林草地及园地区域采用撒播草籽绿化方式恢复植被。

（3）提灌站工程防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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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过程中，在枯水期施工，基础施工时采用分层开挖、分层填埋的方式来保护表土，

主体工程完工后及时回填。

施工末期，对施工便道进行土地整治，对临时占用林草地及园地区域采用撒播草籽绿

化方式恢复植被。

（四）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方案。

六、水土保持监测

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方案。

七、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一）投资估算编制依据正确，费用及定额选择基本合理，编制深度基本满足规范要

求。

（二）经审核，水土保持静态总投资 35.20 万元，其中主体已列投资 0.04 万元，新增

投资 35.16 万元。在方案新增投资中：植物措施费 12.47 万元，监测措施费 4.36 万元，独立

费用 16.34 万元，基本预备费 1.99 万元。主体已列投资中：工程措施 0.04 万元。水土保持

补偿费 58.2870 元，按规定免征，未计入总投资。

（三）效益分析方法基本正确，分析结果基本合理。

八、水土保持管理

方案中提出的组织管理、后续设计、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施工、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等保障措施和要求基本可行。

九、评审结论

本水土保持方案符合《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的规定及

相关要求，报告格式规范、内容完整，技术方案基本可行。同意该方案报告通过评审。

专家组组长：

2025 年 2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