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榆树市人民政府 zO⒛ 年笫 16批次建设项目占用耕
地耕作层土壤剥离项目》基本情况、技术要求及工程

量

一、项目基本情况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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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信息表

项

目

概

况

项 目名称
榆树市人民政府⒛⒛ 年第 16批次建设项目

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项目

项 目位置 榆树市五棵树镇龚家村、爱国村

项 目区面积 23,5243hm2 耕作层土壤剥离面积 22.0988 hm2

建设期限 3个 月 单位剥离土方量投资 61.93元 /矿

建

设

内

容

建设内容

耕作层土壤剥离:本方案涉及 1个地块,项 目区内耕地土壤肥沃,满足

剥离条件。本项 目需进行耕作层土壤剥离地类为旱地,剥 离面积 22。 Og88hm2,

平均剥离厚度为 30cm,采用推土机进行剥离,剥 离率 100%,剥 离土方量为

66296m3。

耕作层土壤运输:采用挖掘机配合 自卸汽车运输耕作层土壤,运输道路

距离为 21km,运输土方量为 66296m3。

耕作层储存与管护:项 目区剥离的耕作层不能即剥即用,将剥离的表土

运送到环城乡八家村存土场。土壤整形工作量为 13259矿 ,在储存区四周采

用草袋装土进行防护,填土量为 310m3,在 储存区表面播撒草籽 ⒛12枷
2。

利用方向:剥 离后的耕作层土壤用于新开垦耕地和劣质耕地改造、高标准

农田建设、污染耕地治理、土地复垦等。



二、项 目概况

1、 项目简介

(1)项 目名称:榆树市人民政府⒛24年第 16批次建设项目占用耕地耕作层

土壤剥离项目;

(2)项 目类型:新建 ;

(3)建设工期:签订合同并满足项目施工条件后,3个月内完成 ;

(4)项 目位置:榆树市五棵树镇爱国村、龚家村 ;

(5)土地权属:集体土地 ;

(6)建设规模:该项目用地位于榆树市五棵树镇龚家村、爱国村,总 面积

23.5243hm2。 剥离区面积为22.OgBB hm2,剥 离地类为旱地,耕作层土壤剥离量

为66296m3;

2、 项目区自然概况

2.1地理位置

榆树市位于东经 126°  01I狃 "-127°  05’ 09" ,北 纬 44°  30’ 57"

一45° 15’ 02",地处吉林省中北部,处于长春、吉林、哈尔滨三市构成的三角

区中心,东 及东北与黑龙江省五常市、北及西北与黑龙江省双城市以拉林河为界 ;

西与扶余市接壤;西 南与九台市、德惠市隔江相望;南及东南与舒兰市毗邻。市

境南北、东西距离均为 85公里,周长 M5公里,幅 员4712平方公里。

项目位于榆树市五棵树镇龚家村、爱国村,项 目区中心经纬度约为东经 126°

11′ 46″ ,北纬 44° 47′ 26″ 。



项目区在榆树市位置示意图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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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项 目区域位置示意图

2.2土地权属

项 目区总面积为 23.52绌 hm2。 涉及榆树市五棵树镇龚家村 9.GG97hm2、 爱国

村 13.85娟hm2。 土地所有权性质为集体土地,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杈归当地村民所

有,现状界址清楚,权属清晰,面积准确,无权属纠纷。项 目用地符合 《榆树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⒛219035年 )》 ,项 目建设未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表 22项 目区土地权属情况统计表

单位:hm2

权属 位置
耕地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林地 合计

旱地 乡村道路用地 其他林地

集体

土地
五棵树镇龚家村 9.3731 0,2966 9,6697

体

地

集

土
五棵树镇爱国村 12.7257 0 1046 1.0243 13,8546

总计 22,0988 0,I046 l,3209 23,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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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耕作层土壤剥离情况

建设 占用时剥离耕作层土壤在剥离完工后 3个月内验收完成,验收后方可

利用,耕作层土壤利用费用由使用方承担。

耕作层土壤剥离:本方案涉及 1个地块,项 目区内耕地土壤肥沃,满足剥

离条件。本项 目需进行耕作层土壤剥离地类为旱地,剥 离面积 22,Og88hm2,平

均剥离厚度为 30cm,采用推土机进行剥离,剥 离土方量为 GG296m3。

耕作层土壤运输:采用挖掘机配合 自卸汽车运输耕作层土壤,运输道路距

离为 21km,运输土方量为 GG29Gm3。

耕作层储存与管护:项 目区剥离的耕作层不能即剥即用,将剥离的表土运

送到环城乡八家村存土场。土壤整形工作量为 13259矿 ,在储存区四周采用草袋

装土进行防护,填土量为 310m3,在 储存区表面播撒草籽 ⒛12枷
2。

利用方向:剥 离后的耕作层土壤用于新开垦耕地和劣质耕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

设、污染耕地治理、土地复垦等。

2.4建设工期

签订合同并满足项 目施工条件后,3个月内完成。

2.5土地利用状况

根据 《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项 目区总面积为 23.52们hm2,涉 及榆树

市五棵树镇龚家村、爱国村,地类为旱地 22,Og88hm2,其 他林地 1.32Oghm2,乡

村道路 0,10娟 hm2。 项 目区耕地 (旱地)国家利用等为 10等 。

表 2-3项 目区土地利用现状表

单位:hm2、 %

地类名称 龚家村 爱国村 总计 占总面积比例

耕地 旱地 9.3731 12,7257 22.0988 93.94

农业设施建设

用地
乡村道路用地 0,1046 0,1046 0,44

林地 其他林地 0,2966 1.0243 1.3209 5.62

合计 9.6697 9,6697 13.8546 23.5243

注:数据来源于项目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三、耕作层土壤剥离施工方法

3.1人 员、设施配王

3.1.1主要施工设施配置

根据耕作层土壤剥离工艺,耕作层土壤剥离区的地质地貌、以及不同耕作层

土壤剥离利用方向,选择合适的施工机械,减少对耕作层的破坏,提高剥离效率。

常用的剥离机械有推土机、拖式铲运机、挖掘机等,根据项 目区实际情况选择作

业机械如下表所示 :

表 3。⒈1施工机械配置表

序 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l 推土机 γkW 厶
口

0
‘ 单斗挖掘机 lm3 厶

口 3

自卸汽车柴油型载重量 10t 厶
口 9

4 挖掘机 0.25m3 厶
口 l

5 推土机 59Kw 厶
口 l

3.⒈2劳动力及人员配置

根据投入设各情况及现场管理需要,保 障项 目顺利拟配置施工人员如下表所

示 :

表 3.19施工人员配置表

序号 彐二并中 数 量 备注

l 现场管理人员 1

0
∠ 现场技术人员 l

3 现场质检人员 1

4 现场安全人员
0
彡

5 测量员
0
∠

6 机械操作工人 15

7 维修工人 ’

~

8 普工 ’

~

⒊2施工布置

⒊2.1施 工布局

根据项目剥离地块分布及储存区位置,做 出合理的施工布置 ;



表 ⒊2ˉ1施工布局汇总表

剥离工

作区域

剥离面积

(hm2)
剥离土方

量 (m3)
储存区面积

(hm2)
储存区在地块

位置

耕作层土壤

存放形式
龇
⑹

项 目区 22,0988 66296 1,9125 环城乡八家村 临时存放
0
‘

合计 22.0988 66296 1.9I25

3.2.2施工用水

本工程施工用水主要是用于防尘和土壤保育及培肥措施 ,用 水来源为使用就

近居民区水源,不采用项 目区地下水,不会对项目区地下水源造成破坏。

3.3耕作层土壤剥离情况

⒊3.1剥离区范围

本项 目的剥离区为榆树市人民政府 ⒛24年 第 16批次建设项 目占用的旱地 ,

项 目区位于榆树市五棵树镇龚家村、爱国村 ,剥 离面积为 ”.O988hm2,其 中涉

及五棵树镇龚家村 9弱”hm2、 爱国村 13.8546hm2,剥 离地类为旱地。

表 ⒊3ˉ1剥 离地类面积情况统计表

单位:hm2、 %

行政区
剥 离 不剥离

合计
旱地 乡村道路用地 其他林地

五棵树镇龚家村 9.3731 0,2966 9.6697

五棵树镇爱国村 12.7257 0.1046 1,0243 13,8546

合计 22.0988 0.1046 l,3209 23,5243

剥离区范围示意图如下 :



图⒊3ˉ1剥 离区范围



3.3.2剥 离厚度

依据 《规范》和现场实际的土壤腐殖质厚度,划 分耕作层土壤剥离单元,分

别确定每个单元的耕作层土壤剥离厚度,做到应剥尽剥。

根据实地调查,本项目所涉及剥离区的耕地经实地勘察,本项目土壤剥离厚

度为 30cm。

3.3.3耕 作层土壤剥离土方量

按照前述确定的耕作层土壤剥离厚度进行土壤剥离。采用散点法按照公式

(1)计算耕作层土壤剥离量。

Q=∑ (用×匈×/  (1)
式中:Q一剥离区土壤剥离量 (硭 );

Hi一第 i个耕作层土壤剥离单元的剥离厚度 (m);

Si—第 i个耕作层土壤剥离单元的剥离面积 (亻 );

f—耕作层土壤剥离率 (%)。

经实地勘察,项 目区地形平坦,耕地剥离难度较小,根据剥离工艺确定耕作

层土壤剥离率,耕地剥离率为 100%。 剥离区总面积为 22。 Og88hm2,剥 离厚度为

30cm,剥 离区耕作层土壤剥离总量为 GG29Gm3。 剥离量如下表所示 :

3.4耕作层土壤剥离施工方法

3.4.1耕 作层土壤剥离机械选择

根据 《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技术规范》(DB22/T227卜 2015)并

结合项目实际,耕作层土壤剥离方式采用挖掘机结合推土机作为耕作层土壤剥离

的机械,推土机操作灵活、运输方便,所需工作面较小,行驶速度较快,易 于转

移,因 此,项 目耕作层土壤剥离的机械选择 mklV推 土机。

3.4.2耕 作层土壤剥离施工工艺

表 ⒊3-2项 目剥离土方量汇总表

剥离工

作区域

地类名称 面 积 剥离厚度 剥离率 剥离土方量

一级类 二级类 hm2 lη % m3

项 目区 耕地 (01) 旱地 (0103) 22.0988 0,30 100 66296

合计 22.0988 66296



由于本项目耕作层土壤需暂时存放在耕作层土壤储存区内,根据 《建设占

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技术规范》(DB22/T227⒏⒛15),适宜选择条带耕作层

土壤外移剥离法进行耕作层土壤剥离,按条带由外向内剥离、运输。具体为:将

待剥离耕作层土壤田块分成若干条带状,每个条带的宽度大致为施工机械宽度的

倍数;由 外向内逐条带剥离;在条带两头交替向储土区运输耕作层土壤。

具体剥离工艺 :

储存区设置在环城乡八家村,耕作层土壤剥离采用推土机推土。耕作层土

壤运输至储存区平均距离为为21km,采 用斗容 1m3挖 掘机配合 10t自 卸汽车运耕

作层土壤至存储区存放。具体施工工艺流程如下图:

图⒌4ˉ1耕作层土壤剥离施工工艺流程

(1)施工准备

建好施工平面控制网、高程系统,按设计要求精确地放出开挖高程及开挖边

线。按排水方案实施截、排水沟施工,即进行耕作层土壤剥离工作。

(2)测量放样

耕作层土壤剥离前,先采用 GPS测 量仪和水准仪进行测量放样,确定开挖

范围、高程,并打 (放 )开挖范围、开挖深度控制桩线。

(3)剥离前地面清理工作

项 目区内地类为旱地 ,剥 离前需清理杂草及杂物。清除耕作土表层异物,收

集的耕作层应尽量不含垃圾物、硬粘土或直径大于 5cm的砾石。

(茌 )耕作层土壤剥离

选择推土机为项 目区推土,包括耕作层土壤推松、运送、卸除、拖平、空

回,推土距离为 0~10m。 根据测量放样,将用地根据铲刀宽度倍数划分宽度 ,

10m长度打开挖深度控制桩,在控制桩上端系上红色带子作为标记,推土机根据

红色带子划分的区域条带式推土集中起来。推土时先用推土机将剥离的耕作层土

壤推成临时土堆。平均推土厚度为 30cm。

(5)剥离耕作层土壤运输

剥离的耕作层土壤采用挖掘机配合 自卸汽车运至储存区,平均运输距离

21km,运 土量 66296矿。



(6)耕作层土壤储存及保育

按照设计要求,存储期间需在存储区设置防护措施,防止土壤的流失或发

生垮塌。项 目区耕作层土壤剥离后不能即剥即用,需临时存放在集中存放场内,

防止表土堆场表面水土流失 ,在储存区土壤堆场表面播撒草籽 ,播撒面积为

⒛12bm2,在储存区四周采用草袋装土进行防护,填土量为 310m3,在储存区在储

存期间与施工单位担任监管,预防土壤流失与破坏。

3.4.3耕作层土壤剥离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1.划 分作业区。剥离区内地形平坦,根据剥离区形状和地类,为 了便于施

工将剥离区按地类划分为 1个施工区进行分段施工,其剥离的次序可按各区域地

块由西向东依次剥离。

2.确 定单次作业宽度。确定每次剥离的宽度和轴线及适宜剥离厚度,一般

机械的剥离宽度为 ⒉4m。 单次剥离厚度不超过 30cm。 根据实际调查确定本次剥

离的单次作业宽度为 4m,平均单次剥离厚度为 30cm。

3.选择合适的土壤剥离时间。一般选择天气好且土壤含水量合适时进行剥

离。此时土壤含水量一般为田间持水量的 50%~70%。

4.减少土壤压实。剥离设备尽量运行于已经剥离完土壤的空地,机械不得

在耕作层土壤尚未剥离的区域运行。

5,剥 离工作可能会遇到降雨,应做好预防措施,以保护当前或下一个剥离

条带的基础不被水坑或沟渠的积水或水流浸润,并且打扫并清理基层土面。

3.5耕作层土壤剥离运输选择

3.5.1耕作层土壤剥离运输原则

1.应 遵从线路最短,成本最低的原则

剥离耕作层土壤的运输是指将剥离耕作层土壤从剥离区运送至储存区。根

据耕作层剥离区、储存区的分布特征 ,以 及被剥离耕作层的利用要求,遵循运距

最短或运输成本最低原则,合理确定运输路线。

2,运输过程中应尽量避免对施工场地内耕作层土壤的压实

为保护不可再生的耕作层土壤资源,在施工过程中要尽量减少对耕作层土

壤的破坏,剥 离设备尽量运行于已经剥离完土壤的空地,施工机械不得在耕作层

土壤尚未剥离的区域运行。



3.5.2耕 作层土壤运输设备与路线

根据耕作层土壤运输工艺,交通运输基础情况,选择合适的施工机械,遵

从线路最短,成本最低和尽量减少对耕作层的破坏的原则。

根据项 目区实际情况,采用 1m3挖 掘机配合 10t自 卸汽车运输耕作层土壤 ,

运输道路距离为 21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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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⒊5耕作层土壤剥离运输路线



3.5.3耕 作层土壤运输方法

1.挖 运土方时,采用后退法施工,尽量减少对土壤的压实。

2.挖运同时,对土堆边缘和表面进行修整。每一个工作 日都要对土堆边缘

和表面进行平整以使其能够抵抗雨水冲刷。每一个工作 日结束时都应使土堆保持

形状以防止雨水入渗。

3.采用后退方式卸土,在卸土同时使用挖掘机和推土机推平,尽量避免碾

压。

3.5。 4耕作层土壤注意事项

1.禁止雨天装卸和运输耕作层土壤,尽量避免冬季施工。

2,在运输过程中要做好土壤保护工作,避免土方飞扬散落污染环境。



四 耕作层土壤储存保育

4.1耕作层土壤储存的基本要求

剥离的耕作层土壤应尽量做到即剥即用,分层剥离,分层堆放,尽量缩短

剥离耕作层土壤的储存时间,在堆放和储存过程中,加强对剥离耕作层的保护 ,

防止造成耕作层流失和污染。对只制定剥离方案,暂时不能确定利用区的,应做

好剥离耕作层的储存保护工作,选择合适地点和分层堆放方式集中堆放,建设临

时的草袋护角等工程防止水土流失,并采取必要的保育防护措施。本项目剥离的

耕作层土壤预计 2年 内完成利用,因 此,需 要对剥离后的耕作层土壤进行暂时储

存,需 要采取必要的整形、土壤保育、水土保持等措施。

本项目耕作层土壤储存区在环城乡八家村存土场,由榆树市自然资源局统

一管护。

4.2表土堆高度和堆放量

《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技术规范》(DB22/T2278-⒛ 15)规定 ,

耕作层土壤临时储存区的表土堆放高度应符合堆体稳定性设计要求。根据项目区

耕作层土壤剥离土方量和运输距离,在耕作层储存区设 1个表土堆场,存放项目

区旱地剥离的耕作层土壤,土堆高度为4m,土 堆边坡角为妈°。

1,单个表土堆场计算公式:因 本次堆土场形状接近四棱台,故储存土方量

采用四棱台计算公式进行测算:

/〓
:×

〃×(S1+s2+VⅠs1× S2)

式中: V一单个堆放土体体积 (矿 );

H一土体高度 (m);

S1一上表面面积 (硭 );

S2一下表面面积 (硭 )。

根据公式计算结果如下:



表在。⒉1耕作层土壤储存区计算结果

耕作层土壤

储存区

堆土场

长 lm)

堆土场

宽 lm)

堆土高

度 lm)

土堆坡

脚 (° )

堆土面

积 lm2)

堆土周

长⑾)

理论

容量

(m3)

八家村存土

场
225 85 4 45 19125 620 7161全

总计 19125 620 71614

2.耕作层土壤场利用率计算公式为 :

尸 = 望⊥ × 100%
树

式中: P一耕作层土壤场利用率,单位为百分数 (%);

Qr—为储存区耕作层土壤方实际储存土方量 (矿 );

Qs—为储存区耕作层土壤理论预计储存土方量 (硭 )。

注:利用率应大于 8O0/o。

储存区总 占地面积 1.9125hm2,可 储存土方量为 71614m3,项 目剥离土方量

为 GG⒛6m3,堆土场利用率为 92.58%,大 于 80%符 合要求。

表 4.2-2耕 作层土壤场利用率计算结果表

耕作层土壤储

存区
剥离土壤来源

实际储存土方量

(mb
理论储存土方量

(m勹
利用率 (%)

八家村存土场 旱地 66296 71614 92,58

合计 66296 71614 92.58

4.3表土堆放技术要求

耕作土层剥离后应做好剥离土的储存保护工作,选择合适地点和分层堆放方

式集中堆放

1.平整堆土场地

使用推土机对堆土场地进行平整 ,清 除原储存区范围内的植物根茬、石块、



建筑垃圾等残存异物。利用推土机对储存区地面进行适当压实,以保证土堆的稳

定性。

2.堆放

施工机械只允许在运料线路和操作区域内行驶。汽车进入储土区后退行驶

并将耕作层倾倒于距入 口最远的地方,禁止车轮穿越 已堆积土料。

构筑耕作层土壤储存堆时,要尽量堆成低而宽的土堆,而不是高而窄的土

堆,堆放的高度尽可能低,不要超过 骊 ;堆放的地方不应位于有可能受到严重

人为影响的区域,额外的移动将对耕作层结构带来负面影响。

遇到耕作层湿润的情况应中止操作,并采取措施防止土堆基部或基础层出

现积水。在每个工作 日开始前确保基础层和操作区域无积水。

4.在 耕作层土壤保育

为防止耕作层土壤流失或发生垮塌,依据 《规范》本项 目耕作层土壤储存

采取如下措施 :

1.储 存区耕作层土壤堆场四周采用草袋装土填筑对坡脚进行防护,填筑高

度为 1m,结构形式采用重力式,防止水土流失,袋装土根据耕作层回填进度 ,

采用人工分层堆码,并与回填边坡设计坡度保持一致。

2,由 于耕作层土壤堆放时间短,在储存区表面播撒草籽。因本项 目土堆边

坡角为 45° ,所 以本项 目耕作层土壤堆场苫盖面积计算公式 :

S=s1+S2

式中:S一播散紫花苜蓿面积 (∥ );

s1一储存区上表面面积 (硭 );

S2—储存区侧面面积 (亻 );

根据公式计算结果如下 :

S储存区 =20125 m2

所以本项 目堆土场播撒草籽总面积为 ⒛12枷
2。

3.储存区顶部向外侧做成一定坡度,以利于排水。

4.耕 作层土壤堆场需要有专人看护,确保堆放的耕作层土壤不丢失,不流

失。

耕作层土壤利用之前需要进行土壤质量监测及测评,土壤合格方可使用。



耕作层存储区的耕作层堆放高度应符合堆体稳定性设计要求:

①一般土堆高度不超过 3ln,按照耕作层剥离及存储设计原则土堆边坡角不

大于 50° 。

②当如单个土堆体积大于 50OOm3,存 储面积不足,机械条件能满足,土质比

较黏重时,可 以适当增加耕作层堆放高度,但最高不要超过骊。按照耕作层剥

离及存储设计原则,土堆边坡角不超过 50° 。

③四周采用草袋装土填筑对坡脚进行防护,在土地表面播撒草籽保持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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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⒋4耕作层土壤储存区位置

4.5设置保护标识

在耕作层土壤储存区设置保护红线及标志标牌,张贴保护宣传标语,宣传保

耕作层土壤的重要性,避免耕作层土壤污染,设置标识费用计入管护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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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施工进度安排及要求

5.1工作任务

1.前期准备。收集整理项目相关资料,绘制调查底图,对项目区进行现场

踏查。根据项目勘测定界图和现场踏查,明确项目占地涉及土壤类型、质地等 ,

确定耕作层土壤剥离范围、涉及地类及耕作层土壤剥离厚度,编制耕作层土壤剥

离方案。

2,耕作层土壤剥离。施工单位根据已制定的 《方案》,按照方案中的耕作层

土壤剥离流程、剥离工艺开展耕作层土壤剥离,确保各项工作按时保质完成。

3,耕作层土壤储存。施工单位负责将剥离的耕作层土壤运送到存放地点或

指定区域,明确覆土区域的,尽量与覆土区接近或便于取送。存放耕作土壤时,

做好保育工作。

4,耕 作层土壤剥离验收。由建设单位向属地政府申请初验,经初验合格后

由属地政府向自然资源局申请验收。

5.2时 间安排

本方案要以保护耕作层土壤,提高耕地质量、补改结合项目建设、恢复生

态和园林建设为设计原则,建 立起新的土地利用系统,提 高土地资源的保障能力。

根据项目主体工程的施工组织计划和进度安排,工程建设期 2年 。

项目耕作层土壤剥离工作在项目建设前 3个月内完成,即耕作层土壤剥离

施工期为 3个月。耕作层土壤剥离后 1年 9个月为耕作层土壤储存、管护、利用

阶段。

表5.2ˉ 1耕作层土壤剥离工作计划安排

阶段 工期安排 主要工作内容

剥离阶段 主体工程开工前 3个 月 耕作层土壤剥离 662961η 3

竣工验收阶段
耕作层土壤剥离储存后⒉3

个月
项目竣工验收

储存阶段 剥离后 1年 9个月 播撒草籽,草袋围挡

监测与管护阶段 剥离开始后 监测管护 2年 ,每 6个月 1次 ,共 4次



5.3耕作层土壤剥离的要求

1.剥 离时间。耕地耕作层土壤的剥离,应 在占用耕地项目建设动工之前进行。

2.剥离方法。耕地耕作层土壤的剥离采取正面分层剥离,剥 离过程中不能造

成土壤和环境污染。

3.剥 离要求。耕地耕作层剥离深度应根据土壤质地而定,一般应在⒛cm以

上,防止土壤养分流失,最终由地方自然资源会同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现场确

定为准。

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与耕地占用单位和个人签定《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

用协议书》,占 地单位和个人应在协议约定时间内履行耕地耕作层剥离、保管、

再利用的义务。

5.4耕作层土壤再利用的要求

1.耕作层土壤再利用地块的确定。耕作层剥离土壤的接受地块应由耕地占用

单位或个人自行确定,但必须征得地块所属村组和农户的同意,坚持农户自愿和

平等协商的原则。地方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有关技术指导,将所剥离的

耕地耕作层土壤用于新开垦的耕地地力提升,以 补充与所占用耕地数量和质量相

当的耕地。对已缴纳土地开垦费的非农建设占用的耕地耕作层土壤,应按照就近

利用原则,用 于改良所属组、村、乡镇范围内新开垦的耕地或劣质地。一般应先

在本组范围内再利用,本组范围内无法利用的,应在村委会的指导下在本村范围

内选址利用,以提高效益,降低成本,减少耕作层土壤的损坏和耕作层养分的流

失。

2.对 已有耕地补充计划但暂未开垦好耕地的,应选择合适的堆土场地,将剥

离的耕作层土壤正面分层堆积,但在项目竣工验收前,必须将所剥离的耕地耕作

层土壤用于补充与其质量相当的耕地。

3,对涉及耕地质量建设的项目所占用的耕地,建设单位应在项目竣工验收前

将所剥离的耕作层土壤就地恢复利用。

4.剥 离耕作层土壤应尽快利用,减少储存时间,利 用前进行质量评测,提高

耕作层土壤利用等级,不 同地类剥离耕作层土壤分区堆放、区别利用。

5.5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的管理措施



1,对耕作层土壤剥离的管理。占用耕地的单位或个人剥离所 占用的耕地耕

作层土壤时,应 接受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指导,并按地方自然资源行政主管

部门的要求落实,对剥离土壤中直径大于 5cm的 石砾应全部清理出土壤。

2.对剥离的耕作层土壤再利用的管理。耕地 占用单位或个人在耕作层土壤

再利用时,应在新开垦的耕地平整后将所剥离的土壤用作新开垦耕地的耕作层 ,

并保持新开垦耕地耕作层土壤的均匀和平整,耕作层厚度不得低于 25cm。 在竣

工时,应 当建设好相关的农田基础配套设施,由建设单位向属地政府申请初验 ,

经初验合格后由属地政府向自然资源局申请验收,并及时向地方自然资源和农业

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耕作层土壤剥离验收申请。对未向地方自然资源和农业农

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耕作层土壤剥离验收申请的,地方 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行政

主管部门不出具相关报告,并按相关规定处理。

3.违反 《吉林省耕地质量管理条例》,对耕地耕作层土壤未按要求剥离再利

用的,根据该条例之规定,由 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按被 占用耕地面积予以处罚。

4,地 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加强对耕地耕作层剥离与再利用工作的指导与

管理,并与监察、农业农村、财政、住建、环保、公安、法院等部门加强沟通与

协作,各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地方 自然资源部门依法行政的支持力度。



六 、保障措施

6.1质 量保证措施

6.1.1坚 持质量标准,进行质量策划

根据耕作层土壤剥离工作质量要求,加 强对耕作层土壤剥离实施阶段的监督检查和质量

控制。选择有技术优势和较强社会责任感的监理单位,委派技术人员与监理单位,确保施工

严格按设计、规范、规程操作,严把质量关,确保工程质量。

6.1.2技 术交底制度

工程施工前,项 目实施单位应先接受方案设计单位的技术交底,组织自审,交底内容

包括:设计意图、施工范围、工程量、操作工艺、技术要求、质量标准、施工及安全保障等,

以确保参加施工的工程管理人员、作业人员组明确所担负施工项目的特点,为 工程的顺利实

施提供安全及质量保障。

6.1.3质 量控制要求

按照 《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技术规范》(TD/T10489016)、 《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

剥离技术规范》(DB22/T2278-2015)中 要求,进行耕作层土壤剥离,将项目进行各个环节

资料存档,做好记录保存工作,明确责任负责人,做到源头、过程、结果可追溯。

6.1。 4耕作层土壤剥离验收

榆树市人民政府⒛24年 第 16批次建设项目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实施方案项目区

总面积 23.5243hm2,剥 离区面积22,Og88hm2,剥 离区的土方计划在剥离后 15个 工作日申请

验收,需要暂时存放养护,耕作层土壤剥离工作实行分级验收制。根据 《吉林省建设占用耕

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管理办法》(吉政办发 (⒛22)17号 ),本项目验收由实施单位提出

验收申请,由 市、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专家进行验收,并 由专

家组出具验收意见。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验收内容应符合《建设占用耕地表土剥离

技术规范》(DB22/T2278-⒛ 15),申 请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验收,应提交验收申

请、工程竣工报告、施工记录、监理检测记录、工程计量计算资料、剥离土壤运输存放管护

资料、土壤使用记录资料、相关影像等资料。

工程验收包括耕作层土壤剥离量、剥离率、剥离质量、耕作层土壤储存场、利用率等。

在耕作层土壤剥离工作开展过程中,要对剥离区耕作层土壤剥离前、剥离过程中和剥

离后现场情况做好影像资料存档,对储存区也要留现场影像资料。同时回填区在耕作层土壤

回填前后现场情况做好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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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质量的验收在耕作层土壤储存堆放后进行,需 要对土壤分析测定,耕作层土壤剥

离⒉3个 月之内组织验收,验收标准不得低于剥离前土壤质量。

6.2管理保障措施

1.加 强组织领导。实施主体为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政府作为耕地保护第一责任人,要高

度重视,将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工作列入地方政府绩效和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考核范围,层层

抓落实。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好自然资源、农业农村、财政、生态环境等部门协

同配合,形成合力。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会同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耕作层土

壤剥离利用工作进行指导。

2.强化制度落实。自然资源、农业农村、财政、生态环境等各部门要密切配合,按照制

定的具体操作办法、奖惩规定、技术规范和考核评价标准等,加强方案执行、实施、监管、

验收等,确保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规范有序开展。

3.落实鼓励政策。剥离的耕作层土壤可以实行有偿交易使用。剥离耕作层土壤的用地单

位为企业的,交 易所得收入归用地企业;用 地单位为财政预算单位的,交 易有偿所得收入在

扣除剥离、存储、运输等成本后,按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有关规定征缴,列 入国有资源 (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科目。通过利用优质耕作层土壤等措施提高了质量等级的耕地,可 以补改结合

的方式用于落实建设占用耕地的占补平衡。

4.强 化宣传引导。利用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手机微信平台等多种传媒手段,广

泛宣传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政策,提 高群众认识,凝聚社会共识,营造保护耕

地资源、提高新增耕地质量的良好氛围。

5.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所需下列经费,应 列入城市批次建设用地土地取得成本、

单独选址项目投资预算:(一 )剥 离耕作层土壤的土壤调查费用;(二 )耕作层土壤剥离实施

方案编制及评审费用;(三 )耕作层土壤剥离工程费用;(四 )将耕作层土壤运至存储地点或

直接无偿使用耕作层土壤的项目地点的费用;(五 )剥 离耕作层土壤的存储、管护费用;(六 )

耕作层土壤剥离验收费用。

6.3安全保障措施

为了确保项目耕作层土壤剥离方案安全实施,确定了一下措施 :

1.施 工坚持
“
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

的原则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增强人员安全生产意识 ,

建立健全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

2.配置专职安全员,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安全生产活动。严格持证上岗制度,特殊特

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耕 作层土壤剥离施工现场设专职安全员,做到随时检查督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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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隐患及时排除,严 禁违章作业。

3.设各交叉作业时设置专职指挥人员,严 禁多人指挥,并禁止非施工人员进入施工范围。

耕作层土壤剥离现场施工人员必须戴安全帽,严 禁穿拖鞋及上班时间喝酒。

4,施工前检查设备操作人员相关证件,做到人证合一、持证上岗,对施工设备定期检查

并记录,耕作层土壤剥离施工现场所有机械设备使用前按规定进行检查、试运转,严 禁施工

设各带伤运行,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

5.合理布局施工现场、优化作业方案,保证施工安排和场地布局 ;

6,耕作层土壤剥离施工现场设置醒 目的安全标语和安全警示标志 ,施工现场傍为车流量

很大的公路,必须设置专人看护施工场地出入 口,指挥车辆出入 ,同 时提示工人注意安全。

7.对耕作层土壤存放点场地设立安全警示标示,并定期巡查和记录裂缝、滑坡、水土流

失情况。

6.4施工保障措施

6.在。1组织机构保证

健全的组织管理机构是耕作层土壤剥离方案顺利实施的可靠保证,因 此建立由组长、

副组长、专职环保和耕作层土壤剥离管理人员等技术骨干力量为成员组成的管理机构 ,指导

及负责耕作层土壤剥离方案的具体施工、协调和管理的工作。耕作层土壤剥离管理机构的主

要工作职责如下 :

1.预 防为主、防治并重
”

的方针,确保耕作层土壤剥离工作的安全进行,充分发挥耕

作层土壤剥离工程的效益。

2.建 立耕作层土壤剥离目标责任制,将其列入工程进度、质量考核的内容之一,每年

度或每小阶段向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汇报耕作层土壤剥离的治理情况 ,并制定下一阶段的耕作

层土壤剥离方案详细实施计划。

3.仔 细检查、观测施工生产情况,并 了解和掌握现阶段的耕作层土壤剥离情况及其落

实状况,为 管理机构决策本阶段和下阶段的方案与措施提供第一手基础资料 ,并联系、协调

好管理部门和各方的关系,接受地方政府的检查与监督。

4.加 强耕作层土壤剥离有关法律、法规及条例的学习和宣传力度 ,组织有关工作人员

进行环保、耕作层土壤剥离知识的技术培训,做到人人 自觉树立起耕作层土壤剥离意识 ,人

人参与耕作层土壤剥离的行动中来。

5.在施工生产和耕作层土壤剥离施工过程中,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耕作层土壤剥离工程

进行监测 ,随 时掌握其施工、绿化成活及生长情况,并进行 日常维护荞护,建立、健全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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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层土壤剥离的档案、资料,主动积累、分析及整编耕作层土壤剥离资料 ,为 耕作层土壤

剥离工程的验收提供相关资料。

6.由 建设单位向属地政府申请初验,经初验合格后由属地政府向自然资源局申请验收 ,

并及时向地方 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耕作层土壤剥离验收申请。

6.4.2监 管保证

1.项 目区主管部门在建立组织机构的同时,将加强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及职能部门的

合作,建立共管机制 ,自 觉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将及时处理 ,

以便工程顺利实施。

企业对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情况应做好记录,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

监督机构对于不符合设计要求或质量要求的工程责令限期完成整改,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2.按照本方案确定进度安排,制 定相应的规划实施大纲和计划,并根据耕作层土壤剥

离技术的不断完善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逐步落实,及 时调整因项 目区生产发生变化的计划。

由耕作层土壤剥离管理办公室负责按照方案确定的计划落实,统 一安排管理。以确保耕作层

土壤剥离各项工程落到实处。保护耕作层土壤剥离单位的利益,调 动耕作层土壤剥离的积极

性。

3.坚持全面规划,综 合治理,要治理一片见效一片,不搞半截子工程。在工程建设中

严格实行招标制,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选择工程队伍以确保工程质量,降低

工程成本,加快工程进度。

同时对施工单位组织学习、宣传工作,提高工程建设者的耕作层土壤剥离 自觉行动意

识。要求施工单位应配各耕作层土壤剥离专业人员,以解决措施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接

受当地政府的监督检查。

4.加 强耕作层土壤剥离政策宣传工作,深入开展
“
土地基本国情和国策

”
教育,调动

耕作层土壤剥离的积极性。提高社会对耕作层土壤剥离在保护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提高社会对耕作层土壤剥离在保护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

5,加 强对耕作层土壤剥离土地的后期管理。一是保证验收合格;二是使耕作层土壤剥

离区的土地确确实实要发挥作用和产生良好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建议建立耕作层土壤利用

信息平台,以更好的利用各个耕作层土壤剥离施工项 目的耕作层土壤。

6.4.3耕作层土壤管护措施

在剥离的耕作层土壤再利用前,需 加强对剥离耕作层土壤的管理。耕作层土壤存放期间 ,

施工单位指定专人对存放的耕作层土壤进行管理和维护,除 因大风、降水等 自然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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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层土壤数量减少外,不 因其他原因减少存放的耕作层土壤 ,保 证耕作层土壤数量和质量。

耕作层土壤利用时,遵照统一调度和管理,按照就近原则和需求数量原则进行使用 ,避免因

多次装卸和长途运输使耕作层土壤资源减少,导致优质耕作层土壤资源的浪费。

6.在。4其他措施

1.将施工管理和质量监督分开,确保施工严格按设计、规范、规程操作,严 把质量关 ,

确保工程质量。

2.严格耕作层土壤剥离工程资金管理,做到专款专用,对一切违反财经制度和操作规

程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3.建立安全生产作业制度,强化安全教育,确保项 目耕作层土壤剥离方案顺利实施。

6.5环境保护及现场文明施工保证措施

6.5.1环 境保护

1.堆 放耕作层土壤时,需定期对施工的便道进行洒水降尘,减少尘土对周围环境的污

染。

2.在储存过程中,要防止土壤遭受施工机械润滑剂、燃油的污染。

3,在清理施工的机械和设备及机械废油等有害物质时,不得倾倒于表土堆附近的土地    1

4.不 允许在耕作层土壤储存区附近焚烧油毡、塑料、皮革、树木,枯草以及其他会产   /
生有毒、有害烟尘气体的物质。                              抵

5.禁止雨天装卸和运输耕作层。在运输过程中要做好土壤保护工作,避免土方飞扬散

落污染环境。                                     盛

6.5.2现场文明施工

1,做好现场施工平面布置的管理。施工现场各种材料及设施按平面图布置,做到整齐

美观,保证场区道路畅通。

2.建 立以项目经理为组长的现场文明施工管理小组,建立岗位责任制,制 定文明施工

规划及奖罚措施。文明施工管理小组每周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奖优罚劣。           宀
3.施 工现场分区设卫生负责人,派专人进行管理,责任到人。生产及生活区垃圾分区

堆放并及时清运,达到日产日清。                            ~

4.在必要的地点设置足够的照明、护栏、围栏、警示牌及看守措施,以保证公众的安全与方  Ⅱ

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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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项 目工 程 量

本项目工程量主要由地面清理、耕作层土壤剥离、耕作层土壤储存保育组成。

1.地 面清理工程量

进行耕作层土壤剥离前,需清理地面杂草及杂物,地面清理工作量为 22。 Og88hm2。

2,耕作层土壤剥离工程量

项目区内土地满足剥离条件,剥 离面积为 22.Og88hm2,剥 离地类为旱地,剥 离厚度为

30cm,剥 离率 100%,剥 离量 66296m3。

3,耕作层土壤运输工程量

剥离的耕作层土壤不能即剥即用,需 运输到储存区暂时存放,本项 目耕作层土壤运输

工程量为项目剥离的工程量,即 GG29Gm3,运 输道路距离为 21km。

4.耕作层土壤储存及保育工程量

项 目区耕作层土壤剥离后临时存放在储存区,土壤整形工作量为 13259矿 ,为 防止表

土场表面水土流失,在储存区四周采用草袋装土进行防护,填土量为 310m3,在 储存区表面

播撒草籽 ⒛12犰
2。

表 7.1项 目工程量汇总表

序号 单项名称 单位 工程量

l 清理地面杂草及杂物 hm2 22.31

’

~ 耕作耕作层土壤壤剥离 m3 66296

3 耕作耕作层土壤壤运输 lm3 66296

4 耕作层土壤整形 m3 13259

5 草袋护脚 ln3 310

6 防风沙网覆盖 nn2 2.01

`
丬

 
'
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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⒎2工程施工费估算表

单位:元

序号 定额编号 单项名称 单位 工程量 综合单价 合计

(2) (3) (4) (5) (6)

耕作层土壤剥离工

程

l

费用按面积

计取
地面清理 hm2 22.10

0
乙 耕作层土壤剥离

10302
推土机推土距离

0-10m
m3 66296

耕作层土壤运输

l凼 19换
1m3挖掘机挖装 自

卸汽车运土运距

21km
m3 66296

10203 耕作层土壤整形 l113 13259

耕作层土壤储存

1

参水利

90002
草袋护脚 m3 310

0
乙 90031 播撒草籽 hm2 2.01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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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人工预算单价计算表

单位:元
地 区 六类工资区及以下 定额人工等级 甲类工

序号 项 目 计算式

l 基本工资 =基本工资标准艹地区工资系数+1γ(250ˉ 10) 27,000
0
彡 辅助工资 =地 区津贴+施 工津贴+夜餐津贴+节 日加班津贴 6,689

地区津贴 =地 区津贴标准×12÷(250-10)

(2) 施工津贴 =施工津贴标准×365×辅助工资系数 K卜(250-10) 5.057

(3) 夜餐津贴 =(4,5+3,5》 2×辅助工资系数 K2 0.800

(4) 节日加班津贴 =基本工资衤
(3ˉ l)艹 ll挖 50咔辅助工资系数 K3 0,832

3 工资附加费
=职工福利基金+工会经费+养老保险费+医 疗保

险费+工伤保险费+职工失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
17.350

职工福利基金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 福利基金费率 4.716
0
乙 工会经费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 工会经费率 0.684

养老保险费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 养老保险费率 6.738

(4) 医疗保险费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 医疗保险费率 1.384

(5) 工伤保险费 鼠基本工资+辅助工资)× 工伤保险费率 0.505

(6) 职工失业保险基金 贰基本工资+辅助工资)× 失业保险费率 0,684

(7) 住房公积金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 住房公积金费率 2,695

4 人工工日预算单价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工 资附加费 51.039

地区类

另刂
六类工资区及以下 定额人工等级 乙类工

序号 项 目 计算式 单价

1 基本工资 =基本工资标准艹地区工资系数艹l刃(250-10) 22,250
0
~ 辅助工资 =地 区津贴+施 工津贴+夜餐津贴+节 日加班津贴 3384

地区津贴 =地 区津贴标准×12÷(250-10)
0
‘ 施工津贴 =施工津贴标准×365×辅助工资系数 Κ卜(250-10) 2.890

夜餐津贴 =(4,5+3,5》 2×辅助工资系数 K2 0,200

(4) 节日加班津贴 =基本工资米(3-1)艹 11挖 50屮辅助工资系数 Κ3 0,294

3 工资附加费
=职工福利基金+工会经费+养老保险费+医疗保

险费+工伤保险费+职工失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
13.203

职工福利基金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 福利基金费率 3.589
0
‘ 工会经费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 工会经费率 0.513

养老保险费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 养老保险费率 5,127

(4) 医疗保险费

`基
本工资+辅助工资)× 医疗保险费率 1,025

(5) 工伤保险费 鼠基本工资+辅助工资)× 工伤保险费率 0,385

(6) 职工失业保险基金

`基

本工资+辅助工资)× 失业保险费率 0,513

(7) 住房公积金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 住房公积金费率 2.051

4 人工工日预算单价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工 资附加费 38.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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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主要材料预算价格表

单位:元

序 号 材料名称 单位 价格 (元 ) 限价 价 差

l 柴油 (除税价 ) kg

0
‘ 草袋 (除税价 ) 个

草籽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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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单 价分析表

耕作层土壤剥离推土距离 0~10m

定额编号 : 10302]定额单位:100m3 金额单位:元

工作内容:推松、运送、卸除、拖平、空回。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

直接费

(一 ) 直接工程费

l 人工费

乙类工 工 日 0.l

其他人工费 %

0
乙 材料费

3 机械费

推土机功率 74kw 台班 0.14

其他机械费 %

(二 ) 措施费 % 3,8

间接费 % 6

利润 % 3

四 价 差

l 柴油 kg 7,7

五 税 金 % 9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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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3挖 掘机挖装 自卸汽车运土运距 21km

定额编号:[10219换 ]定额单位:100m3 金额单位:元

工作内容:挖 装、运输、卸除、空回。

序号 项 目名称 单位 数 量 单价 小计

直接费

(-) 直接工程费

1 人工费

甲类工 工 日 0,09

乙类工 工 日 0.79

其他人工费 % 4.00

0
‘ 材料费

3 机械费

自卸汽车柴油型载重量 10t 台班 4,86

单斗挖掘机油动斗容 1m3 台班 0.19

推土机功率 59kw 台班 0.14

其他机械费 % 4,00

(二 ) 措施费 % 3,8

间接费 % 6.00

利涧 % 3

四 价 差

l 柴油 kg 277,59

五 税 金 % 9.0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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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袋护脚

定额编号 : 参水利 90002]定额单位:100m3 金额单位:元

工作内容:装 土 (石 )、 封包、堆筑。

序 号 项 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

直接费

(一 ) 直接工程费

l 人工费

甲类工 工 日 2,62

乙类工 工 日 125.50

其他人工费 % 1

0
乙 材料费

草袋 个 3300

其他材料费 % 1

3 机械费

其他机械费 %

(二 ) 措施费 % 3.8

间接费 % 6

利润 % 3

四 价 差

五 税金 % 9

合计

Im3挖 掘机整形土堆(一 、二类土)

定额编号 : 10⒛3]定额单位:100m3 金额单位:元
工作内容:土壤整形

序号 项 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 计

直接费

(一 ) 直接工程费

1 人工费

甲类工 工 日

乙类工 工 日 0.60

其他人工费 % 15,00

’

~ 材料费

机械费

挖掘机油动 lm3 台班 0,16

其他机械费 % 15,00

(二 ) 措施费 % 3.8

间接费 % 6.00

利润 % 3

四 价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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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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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 kg ll。 52

五 税 金 % 9.00

合计

单价名称 : 撒播紫花苜蓿

工作内容 : 种子处理、人工撒播草籽、不覆土或用耙、耱、石磙碾等方法覆土。

定额编号:ρ0031] 定额单位:hm2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 合价(元 )

直接费

(一 ) 直接工程费

l 人工

乙类工 工 日 8.6

’

~ 材料
0
乙 草籽 kg 56

2.2 其他材料费 % 2.5

(二 ) 措施费 % 3.8

间接费 % 6

利涧 % 3

四 税 金 % 9

合计

奄

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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