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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实施方案

（编制大纲）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摘要。

从项目位置、生态系统主要问题、必要性、可行性、项目主要

内容、经费预算、可量化的预期目标和成效、实施期限、项目成熟

度等方面简述项目基本情况（不超过1500字）。

（二）自然地理和生态状况等。

阐述工程实施范围自然地理条件、生态状况、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状况等。其中，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态状况包

括工程实施区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生物多样性状

况等。社会经济状况包括工程实施区主体功能定位、经济发展水平、

土地利用现状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状况包括工程实施区矿产资源

的种类、分布范围、开发利用状况等。

（三）主要生态问题和原因分析。

阐述拟修复矿山的地理位置、交通状况、矿权范围、开采历史

情况等。分析工程实施区内因矿山开采造成的主要生态问题分布、

规模、特征、严重程度和危害等，包括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矿点）

类型、数量以及损毁土地面积，矿山地质环境破坏情况，土地挖损、

压占、塌陷状况，水资源破坏情况，土壤破坏、植被损毁、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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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破坏等生态系统受损及退化情况（可附现场照片），对区域生

态系统质量、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等。

（四）以往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情况。

包括“十三五”以来，利用中央、省级财政以及其他资金渠道，

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的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投入资金、治理面积、

修复成效、绩效自评、问题与经验等。2022年以来纳入中央财政支

持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所在省需重点说明项

目实施进度、投资完成率、资金支付率、项目成效等。

（五）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阐述工程实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包括与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和国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的关系，对保障国家

和地区生态安全、改善区域生态系统质量、提升人居环境、促进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作用等。阐述工程实施的可行性，包括前期

工作、实施方案编制论证（达到可行性研究深度）、资金筹措等情况；

分析工程项目与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的关

系，涉及用地（林、草）、需要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权属调整及群众

切身利益等敏感问题的,需说明相关审批情况、征求利益相关方（村

委会或群众）意见情况及协调结果等，并提供相关批复文件、协议

书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承诺书等。

二、主要工作内容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是生

命共同体”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宜林



- 3 -

则林、宜耕则耕、宜草则草、宜建则建、宜荒则荒，根据国土空间

规划相关要求，结合未来用地规划、土地开发利用方式和土地用途，

以及工程范围内生态系统特点等，明确生态修复方向，说明分区分

类实施整体修复、系统治理的总体思路。

（二）基本原则。

阐述工程实施的基本原则。

（三）主要目标。

包括总体目标、年度目标、绩效目标三部分。主要指标包括产

出指标（矿山地质环境隐患点治理数量、修复治理面积或长度等）

和效益指标（人居环境改善、植被覆盖率提升、土地复垦利用、生

态系统质量改善和功能提升等）。总体目标主要围绕生态保护修复对

象，针对识别出的生态问题，坚持定性和定量描述相结合，从系统

工程和全局角度，提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实施的总体

目标（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总面积），提升区域生态功能稳定性，改善

矿区人居环境。工程包含多个子项目的，要对每个子项目的总体目

标进行描述。年度目标主要根据工程实施周期，按年度说明工程和

各子项目的年度目标。绩效目标主要依据工程总体目标合理设定，

确定工程预期实现的产出、效益、满意度等方面的定性和定量指标，

并根据工程年度目标确定年度绩效目标。对能够量化的绩效指标应

设定量化指标，对包含多个子项目的，需列出每个子项目的绩效目

标。

（四）实施范围。

阐述工程范围所在流域区域、山体山脉等相对完整的自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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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名称、地理坐标、实地范围及区域面积、周边关系等，包括基

于遥感影像的工程范围内子项目布局图、工程范围（基期年）遥感

影像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工程范围、子项目边界范围、拟治理矿

山图斑的矢量数据等；阐述工程范围地形地貌、气候条件、水文地

质、土壤、自然资源状况、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要素状况

及其主要特征。

（五）实施内容与进度安排。

1.实施内容及技术路线。立足自然地理格局和自然条件，根据

矿区生态系统受损程度和恢复力等，针对不同子项目特点，阐述工

程实施的技术路线、技术手段和方法、工程布局、主要工程量、拟

解决的生态问题，以及矿山场地修复用途等，科学选取不同的修复

方式和修复措施，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地形重塑、土壤重构、

植被重建、废弃土地复垦利用等。

2.工程子项目布局。主要阐述工程子项目位置、实施周期、修

复治理面积、建设内容，列出工程子项目清单（清单格式见附1）。

工程布局应体现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

3.进度安排。主要阐述工程总体部署和子项目部署，工程实施

总工程量和子项目工程量，工程实施期限为3年（2025年6月—2028

年6月）。阐述各子项目工程期限和起止时间，分年度实施计划、工

程量、投资计划等，说明工程建成后的管护年限和管护资金来源。

介绍项目立项审批、规划设计、施工图设计、预算审核、招投标等

前期准备工作计划、时间节点及进展情况，说明申报项目是否能在

2025年9月底前具备开工条件。已批复立项或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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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相关批复文件。

4.跟踪监测。阐述工程实施跟踪监测的内容与方法，以及监测

期限和监测频次等。

三、工程概算与资金渠道

按照实事求是、节约集约、科学合理的原则，测算工程项目总

预算和各子项目预算，明确测算依据、取费标准等，并列表说明各

子项目简要工程内容和资金预算；说明工程估（概）算参照的国家

和行业相关定额标准，子项目估（概）算采用的办法，工程施工费、

监理费、监测费、其他费用以及不可预见费等费用构成；明确工程

项目总预算和子项目预算的资金筹措方案、来源渠道和规模、分年

度资金预算，包括申请中央财政资金情况、地方各级政府资金安排

情况、社会资本投入情况等，明确项目预算支出明细和分年度资金

安排等，其中：地方资金需明确省、市、县三级政府具体筹资情况

和近三年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治理投入情况，社会资本来源需附

相关说明材料，并详细说明社会资本投入本项目的盈利模式和收益

来源。此外，明确口袋公园、绿道、林荫路等的投资规模。

四、组织实施与监督管理

明确项目具体组织和实施的责任单位和部门，从组织领导、政

策保障、技术保障、管理机制、资金筹集、成效评估、监督检查、

后期管护等方面，说明拟采取的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的措施。从中期

考核、竣工验收、后期管护等方面说明项目各阶段考核验收的条件

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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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效益分析

分析评估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预期成效，

从修复理念、技术方法、投入产出比、参与机制等方面分析预期成

效，全面评估示范工程项目预期产生的生态效益、经济社会效益等。

六、其他事项

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附：1.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子项目清单

2.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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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子项目清单

序

号

项目

名称

行政地理

位置

实施

周期

治理区域面积

（公顷）

项目估（概）算（万元）

建设内容 费用构成 备注
合计

中央

财政

地方

财政

社会

资金

填表说明：

1.项目名称：矿山名称（或某一区域名称）+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2.行政地理位置：XX市XX区（县）。

3.实施周期按照XXXX年XX月至XXXX年XX月格式填写。

4.地方财政：地方各级财政投入资金量。

5.社会资金：吸引社会资本等投入资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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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

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所属专项 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省级财政部门

省级主管部门 具体实施单位

资金情况（万元）

总体目标

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 XX 公顷

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 XX 个

…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XX%

…

时效指标 …

成本指标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

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 …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期管护持续时间 ≥XX 年

…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

…

填表说明:具体要求可参照《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实施方案编制导则》

（TD/T1093-2024）附录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