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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富川瑶族自治县棚户区安全隐患突出，严重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县城现代化

建设很不协调。通过改造富川瑶族自治县棚户区，不仅使富川瑶族自治县棚户区居民的

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而且促进了存量土地的有效利用，节约了宝贵的土地资源，有利

于政府更好地规划、建设县城，为县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富川县莲山片

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建设，着眼于富川瑶族自治县中等偏下收入民众的利益，不仅能解

决这类人群的住房问题，将国家社会保障性住房政策落到实处，体现了政府对中低收入

家庭的关怀。同时，又能调整房地产供应结构，促进富川瑶族自治县房地产的稳定发展，

进一步促进富川瑶族自治县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富川县莲山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棚户区（危旧房）改造规划

（2013-2017）》的相关规划要求，同时符合富川县城市规划有关要求。项目建设可加快

推进富川县棚户区改造工作，切实解决富川县莲山片区棚户区居民住房困难问题，推进

富川县新型城镇化发展。因此，本项目的建设是必要的。

富川县莲山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包含莲山镇供销社莲山镇糖厂安置点、第二水泥厂

安置点共 2个安置点。莲山镇供销社莲山镇糖厂安置点位于富川县莲山镇区，地理位置

中心坐标为东经 111°20′52.2″、北纬 24°45′43.6″，南侧毗邻莲山镇主街道，交通较便捷；

第二水泥厂安置点位于富川县莲山镇华润示范区，地理位置中心坐标为东经

111°21′36.2″、北纬 24°44′28.2″，东侧毗邻省道 203线，交通较便捷。

本项目由广西贺州市润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 17071.06万元，

土建投资 14923.11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银行贷款、企业自筹、中央和自治区补助资金

及地方财政配套解决；工程实际总占地面积 2.72hm2，其中莲山镇供销社莲山镇糖厂安

置点（莲山镇供销社莲山镇糖厂安置点（主体工程区））占地面积 1.88hm2（永久占地），

第二水泥厂安置点占地面积 0.84hm2（永久占地）；本项目建设开挖土石方量约 13.95万

m3（含表土 0.05万 m3），回填土石方量约 1.21万 m3（含种植土 0.29万 m3），借方 0.24

万 m3（均为外购种植土），弃方 12.98万 m3，弃方已全部运往富川县莲山镇华润示范

区用于场地平整回填；本项目实际建设期共 61个月，为 2015年 12月至 2020年 12月

（其中第二水泥厂安置点工期 25个月，为 2015年 12月至 2017年 12月完工；莲山镇

供销社莲山镇糖厂安置点工期 50个月，为 2016年 11月至 202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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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1月 20日，富川瑶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关于富川县莲山片区棚

户区改造项目立项的批复》（富发改投资[2014]37号），对本项目进行立项批复，批复项

目建设规模为改造棚户区住房 850户，项目总投资 38823万元。

2015年 11月 20日，由于项目建设规模和投资估算发生了重大变更，富川瑶族自治

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关于同意变更富川县莲山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规模和投资

估算的批复》（富发改投资[2015]33号），批复项目建设规模由原来的改造棚户区住房 850

户调整为 350套，项目总投资由原来的 38823万元调整为 17071.06万元。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编制的《富川县莲山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修订稿）》（2015.11），富川县莲山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包含莲山镇供

销社莲山镇糖厂安置点、第二水泥厂安置点共 2个安置点。

2014年 9月，桂林嘉泰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完成《富川县莲山片区棚户区改

造项目（第二水泥厂安置点）施工图》。

2017年~2018年，北京森磊源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完成《富川县莲山片区棚

户区改造项目（莲山镇供销社莲山镇糖厂）工程施工图（总图、电气、建筑、结构、暖

通、给排水部分）》。

2018年 8月，广西艺国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完成《富川县莲山片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莲山镇供销社莲山镇糖厂）工程施工图（景观设计部分）》。

2018年 11月 27日，项目业主取得富川瑶族自治县不动产登记局颁发的莲山镇供销

社莲山镇糖厂安置点不动产权证书（桂（2018）富川县不动产权第 0000943号）；第二

水泥厂安置点不动产权证目前正在办理中。

2020年 3月，广西贺州市润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广西绿青蓝生态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完成了《富川县莲山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并通过

审批，2020年 3月 25日取得富川瑶族自治县水利局颁发的《关于富川县莲山片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富水水保[2020]2号）。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的主要目标是：对水土流失动态实施监测分析，为水土流失防治

提供依据；对水土保持措施及其效果进行评级，为水土保持管护提供依据；对水土流失

防治效果进行评价，为工程行政验收和管理运行提供依据。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主要以巡查监测的监测方法为主。在各防治责任区进行全面调

查和巡查，监测工程施工对土地的扰动情况的处理情况、水土保持工程实施情况、水土

保持工程的稳定完好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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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川县莲山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体系已建成，对防治水土流失、保护

水土资源和富川县莲山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安全运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富川县莲山

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总体上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和

水利部第 16号令《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水利部 187号文《关于

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意见》和水利部办水保[2015]247号文《水利部

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发[2015]58号文件进一步做好水土保持行政审批工作的通知》等

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广西贺州市润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月委托广西

伟辉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通过查阅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书、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总结和相关图片等资料，并结合现场调查推算本项目工

程建设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情况及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等情况，开展水土保持效果监

测。我公司经认真分析研究，于 2022年 2月编制完成《富川县莲山片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富川县莲山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建设内容及

规模

建设内容包括莲山镇供销社莲山镇糖厂

安置点（莲山镇供销社莲山镇糖厂安置点

（主体工程区））建设内容包括建设 1栋
地上 1+15F（17F）住宅楼、1栋 2+9F住

宅楼、1栋 11F住宅楼、1栋 2~4F商业楼，

配套建设室内外给排水、供配电、停车位、

道路硬化、挡土墙、园林绿化等；第二水

泥厂安置点建设内容包括 3栋 3F商住楼，

配套建设室内外给排水、供配电、停车位、

道路硬化、园林绿化等

建设单位 广西贺州市润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贺州市富川县莲山镇

流域管理机构 珠江水利委员会

工程投资

项目总投资 17071.06万元，土建投资 14923.11万元，资金来源为

申请银行贷款、企业自筹、中央和自治区补助资金及地方财政配

套解决

工程总工期

本项目实际建设期共 61个月，为 2015年 12月至 2020年 12月（其

中第二水泥厂安置点工期 25个月，为 2015年 12月至 2017年 12
月完工；莲山镇供销社莲山镇糖厂安置点工期 50个月，为 2016
年 11月至 2020年 12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广西伟辉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李原雄/17736609131
自然地理类型 低山丘陵地貌 防治标准 一级

监

测

内

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 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地面观测、实地量测 2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实地量测、资料分析

3 水土保持措施情况监测 资料分析、实地量测 4 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资料分析、地面观测

5 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地面观测 水土流失背景值 500t/（km2·a）
方案设计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 3.06hm2 土壤容许流失量 500t/（km2·a）
建设期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190.74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500t/（km2·a）

防治措施

绿化覆土 0.24m3，砖砌盖板排水沟 136m（0.3m×0.3m），砖砌盖板排水沟 150m（0.8m×0.7m），混凝土

截排水沟 182m，DN300~600雨水管网 1270m，雨水检查井 79座，雨水篦子 56个，透水砖铺装 5224.13m2，

景观绿化 7949.7m2

监

测

结

论

防治

效果

分类指标
目标值

（%）

达到值

（%）
实际监测数量

水土流失治理度

（％）
98 99.63 防治措施面积 0.8hm2 永久建筑物

及硬化面积
1.917hm2 扰动土地总

面积
2.72hm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2.72hm2 水土流失总面积 2.72hm2

渣土防护率（％） 97 / 工程措施面积 0.01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表土保护率（%） 92 / 植物措施面积 0.79hm2 监测土壤流失情况 500t/（km2·a）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8 99.62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0.793hm2 林草类植被面积 0.79hm2

林草覆盖率（％） 25 29.04

水土保持治理达标评价 各项指标基本达到预定目标

总体结论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基本完成了工程设计和水土保持方案所要求的水土流失防治的任

务，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合格，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项目区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经试运行，

未发现重大质量缺陷，水土保持工程运行情况基本良好，达到了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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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建议
建议建设单位继续作好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实施工作，对已实施的植物措施进议行补植和养护，控制区

域水土流失的发生。生产区有裸露的情况，建议对裸露边坡及地表进行补植补种。



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本项目在运行期间，水土保持措施逐步发挥效益，水土流失强度大幅减小。

防治目标达标情况表详见表 7.1-1。

表 7.1-1 防治目标达标情况表

指标
水土流失治

理度（％）

土壤流失控

制比

渣土防护

率（％）

表土保护率

（%）

林草植被恢

复率（％）

林草覆盖率

（％）

建设期

目标值 98 1.0 97 92 98 25

预期值 99.63 1.0 / / 99.62 29.04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根据监测结果，现对水土保持治理六项指标的达标情况作出如下评价：本工

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注重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工作，积极落实了各项水土保持

措施，通过治理，项目区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水

土流失治理度为 99.63%，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62%，

林草覆盖率为 29.04%，除不涉及渣土防护率和表土保护率的的计算外，其余各

项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均达到防治目标值。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1、工程措施

本工程已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有绿化覆土 0.24m3，砖砌盖板排水沟

136m（0.3m×0.3m），砖砌盖板排水沟 150m（0.8m×0.7m），混凝土截排水沟 182m，

DN300~600 雨水管网 1270m，雨水检查井 79 座，雨水篦子 56个，透水砖铺装

5224.13m2等。通过现场勘查各项措施运行效果、量测外观尺寸，项目区内各项

工程措施实施情况良好，运行稳定。区内排水沟按设计尺寸进行施工，砌体保存

较完整，无坍塌、裂缝现象。各项工程措施的有效实施对项目区内土体的保护及

为后续的植物措施的落实发挥了良好的水土保持作用。

2、植物措施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有景观绿化 7949.7m2等。通过沿线巡视以及典型植被样

地调查，各防治分区扰动地表基本完成植被绿化工作，植被绿化生长情况良好。

3、小结

本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已经采取了一定量的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良好，各项措施现已初步发挥效益，总体看该工程施工单位对水土保持工程比较

重视；最后建议建设单位按照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中新增的水土保持措施的要

求施工，并把措施落实到位，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根据监测过程中掌握的情况，监测单位从项目治理的实际出发，总结出存在

的问题，同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整改建议，供建设单位和其他相关部门参考。

本工程主要存在的问题如下：

（1）项目区内有局部边坡裸露情况，建议对裸露地表补种草籽等植物措施；

（2）项目区内部分植被绿化成活率低，出现植被稀疏现象，建议对其补植

补种以及定期养护；

（3）项目区内建构筑物周边及道路排水沟末端缺少沉沙池措施，建议结合

水土保持方案和现场实际情况在排水沟末端补充沉沙池措施；

（4）工程运营管理单位继续认真做好经常性的水土保持措施管护工作，明

确组织机构、人员和责任，确保水保设施完好并长期发挥作用，防止发生新的水

土流失。

（5）总结水土保持工程实施的经验和教训，为运行期水土保持工程的维护

提供指导；

（6）运营管理单位组织管理人员加强水土保持知识的学习，树立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处的良好生态意识，为水土保持工程长期稳定运行并发挥效益提供人员

和技术保障。

7.4 综合结论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完成了工程设计和水土保持方案所要求

的水土流失防治的任务，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合格，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项目区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

经试运行，未发现重大质量缺陷，水土保持工程运行情况基本良好，达到了

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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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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