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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工作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坚决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为进一步规范自然资源生态修复工作，

确保受损害的自然资源及时得到有效修复，现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

分技术指南》《浙江省海岸线整治修复评价导则》《宁波市

沿海防护林建设技术规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象

山县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自然资源生态修复，是指矿山、森

林、海洋、耕地等自然资源发生损害后，为将生态环境及其

生态系统恢复至基线水平，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

辅”为原则，采取必要措施对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

洋以及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三条 象山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范围： 

1.自然灾害破坏需修复的； 

2.人为破坏需修复的； 

3.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后需进行功能性修复的； 

4.环境提升高质量发展要求修复的； 

5.其他具备条件需启动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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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一般应统筹包括以下重点内

容： 

1.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在采露天采矿、矿区专用道路、

废弃矿山等区域修复治理。 

2.土地整治与污染修复：土地复垦、高标准农田建设、

旱地改水田耕地质量提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污染土地修

复。 

3.森林和平原绿化：基干林带建设、山体森林优化、通

道绿化、平原绿化、林地利用及违法砍供复绿等，做到绿化、

彩化、美化相结合。 

4.海岸线生态环境治理：生态化整治修复、景观化整治

修复和能力提升整治修复。 

5.岛礁、滩涂生态建设：生态保育类、权益维护类、生

态景观类、宜居宜游类和科技支撑类生态岛礁工程建设、滩

涂有害生物整治、环境美化等。 

第三章  技术规定 

第五条 矿山环境治理恢复标准： 

1.山体植被复绿率达到 50%以上（自然修复 30%以上）； 

2.人工削坡角达到 53°以下，如实际情况达不到采用挂

网形式修复； 

3.挡墙高度不超过 2 米； 

4.山体底面修复除建设用地外需复垦或恢复植被 80%。 

本办法未阐明部分参照《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

技术规范（试行）》《浙江省露天开采矿山自然生态环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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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 

第六条 土地整治修复主要包括耕地和园地。 

（一）耕地整治修复标准 

1.土地开发标准：项目区总面积 0.5 公顷以下的可以用

田埂分割地块，0.5～1.0 公顷的要有生产道，1 公顷以上的

应设置田间道；坡度在 6°以上的应修筑梯田（地）、实施

拉水平带工程，田面坡度应小于 6°的田面宽度应大于 2.5m；

有效土壤总厚度达 60～80cm；地坎工程，1m 以上地坎砌石

须双面砌，地坎挡墙坡度不大于 1：0.15；径流流经区，必

须设置石砌支渠，并适当设置跌水陡槽等；沿山丘沿高坡必

须设截水沟。 

2.土地复垦标准：耕地内的构、建筑物必须全部拆除；

耕地必须保证 60cm 以上的有效土层，同一田块内田面应保

持平整；项目区总面积 0.5 公顷以上的应布置排水沟。 

3.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土地连片集中，每畈面积原则上

在 50 亩以上；每块面积一般 2～3 亩，田面高低不大于 5cm，

耕作层在 30cm 以上；水利排、灌设施配套。 

4. 旱地改水田耕地质量提升标准：要求坡度 6 度以下

（涉及低丘缓坡区域的可放宽到坡度 15 度以下）；排、灌

设施配套；田块坡度宜为 1/1000；耕作层泡田后的厚度为

25～30cm，犁底层（隔水层）厚度要求经机械充分压实后为

12～15cm，田埂高度和宽度均宜为 30～40cm。 

（二）耕地污染修复标准 

依据全国农用地污染详查成果和类别划分技术规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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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开展基础资料收集和边界核实踏勘，将耕地环境质量划分

为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 3 类。 

对划分为安全利用类的耕地，依据《轻中度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与治理修复推荐技术名录》、《浙江省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和管制方案》等技术规范，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综

合采取低积累品种替代、土壤酸化治理、土壤改良、肥水调

控、叶面阻控等技术措施，重点开展土壤镉含量大于

0.6mg/kg、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耕地的治理修复。 

对于划分为严格管控类的耕地，严禁种植食用农产品，

实施种植结构调整或退耕还林还草制度。加强监督检查，防

范违规种植利用。 

（三）园地整治修复标准 

要求恢复土壤种植能力。 

本办法未阐明部分参照《浙江省土地整治条例》《浙江

省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

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等相关规定。 

第七条 山体林地修复标准 

1、泥质海岸防护林带修复：以营造沿海防护林基干林

带为目的，选择耐盐碱、抗风固土能力强的防护林树种，营

造以乔木为主体，乔灌相结合的混交林，并加强抚育管理。  

2、平原农田防护林带修复：以乡土景观乔木树种为主，

合理进行设计和修复，确保林带防护作用和景观效果，并加

强养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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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体森林造林修复：以营造珍贵彩色健康森林为目

标，以乡土乔木树种为主，采用 2 年生以上容器苗造林，造

林密度要求在 100 株/亩以上，造林时机以 12-3 月份为宜，

并加强幼林抚育，要求新造林每年抚育 2 次以上，连续抚育

3 年。 

本办法未阐明部分参照《宁波市沿海防护林建设技术规

程》《浙江省平原农田防护林建设技术规程（试行）》执行。

《造林技术规程》《浙江省阔叶林发展工程建设技术规范（试

行）》等执行。 

第八条 海岸线整治修复标准 

主要包括淤泥质岸线、砂砾质岸线、基岩岸线、人工岸

线、增强海岸侵蚀防护能力修复等岸线修复，具体标准参照

《浙江省海岸线整治修复评价导则》。 

第九条 生态岛礁工程建设标准 

1.工程实施后植被覆盖率不得降低，海岛自然岸线属性

不得改变，砂质岸线长度不得减少，污水垃圾废物达标排放。 

2.工程实施不得降低大气、声、土壤环境、潮间带及海

岛周边海域沉积物、生物质量，不得降低岛内主要河流、湖

泊、水库等地表水体水质和海岛近岸海域海水水质。 

3.外来物种引种应符合相关规定，防治外来物种入侵。 

4.按要求建设海岛生态环境监测站（点）。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国家级海洋保护

区规范建设与管理指南》《海岛生态本底调查技术要求》等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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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生态系统功能失调或退化的生态环境在三至五

年内，可通过自然修复达到生态循环功能的，予以自然修复。

若在期定时间内达不到自然修复效果的，启动人工修复。 

第十一条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应与周边环境和生态

现状相适应，严格按相关技术规定执行，确保修复后接近自

然状态，对相关技术规定没有涉及，其修复值应不低于直径

范围 50 米内的生态平均值。 

第四章 项目管理 

第十二条 项目储备。组织实施自然资源生态修复工程，

将生态系统功能失调或退化的生态环境以项目形式纳入县

生态修复项目储备库。 

第十三条 前期评估。建立健全会审协商机制，组建自

然资源生态修复评估专家库，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发改、

农业农村、生态环保、水利与渔业、财政等相关部门推荐上

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牵头组织评估会审，明确自然修

复、人工修复等路径，若确定进行自然修复的不作项目立项。 

第十四条 申报立项。确需实施人工修复的，项目实施

主体应向发改部门做好项目申报工作。 

第十五条 方案设计。项目经立项后，实施主体应围绕

项目实施内容，因地制宜，认真做好项目规划设计，设计方

案应当符合国家生态环境修复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并具有

经济效益性、统筹兼顾性和技术可行性。 

第十六条 项目实施。各项目实施主体应按规定通过招

投标等方式确定生态修复项目的施工单位。施工单位按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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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设技术标准进行修复施工，并做好修复施工过程的全面

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第十七条 检查验收。项目完工后，应当报告县自然资

源部门，并提请县自然资源部门组织专家进行交工验收，并

按规定报上级进行复核验收。使用中央补助资金的项目上报

国家相关部门组织竣工验收。 

第五章  措施保障 

第十八条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生态修复。对开发项目自

身修复的，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指导，与项目竣工核实验收

同步实施；鼓励开发单位对项目周边进行生态提升修复。用

足用活坡地村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乡村振兴等产业政策，

做到保护、利用相结合，生态提升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 

第十九条  实行田长制、林长制、滩长制、湾长制，通

过综合施策，确保生态环境有提升、不恶化，并作为自然资

源审计的主要内容。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人为破坏造成的生态修复项目应遵守“谁破

坏谁负责”原则，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的

有关规定，责令当事人恢复原状，逾期不完成的，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并建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责任主体灭失或

无法明确的，由属地镇乡（街道）负责修复。 

第二十一条自然资源生态修复工程符合资金补助政策

的应给予奖补。土地整治与污染修复参照我县耕地占补平衡

指标费用收取标准、土地整治项目补助标准、耕地质量提升



8 
 

项目补助标准等相关标准进行补助。森林绿化补助标准参照

我县绿化项目建设资金补助相关规定执行。矿山、海岸线、

岛礁等按照相关政策执行。 

第二十二条 生态修复工作纳入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对

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工作扎实、进度快、完成质量好、成绩突

出的单位，将在先进评比中给予优先考虑。 

第二十三条 项目实施进度慢、质量差 、不符合技术标

准要求，经上级部门检查验收不合格的，或未能按时完成项

目实施任务或推诿贻误的镇（乡）街道，按照综合施策的要

求，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暂停安排年度用地计划指标

或农用地转用及征收工作。 

第七章 其他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