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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相关要求及规定， 验收报

告由验收调查报告、验收意见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三部分组成。“其他需要说

明的事项”中应当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

况、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

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本项目需要说明的具体

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简况 

2012 年底，吉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开始吉林省西部地区雨洪资源

综合利用河湖连通供水工程规划的编制工作。 

2014 年 5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将项目列入重点推进的 172 个水利项目之一。  

2014 年 9 月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完成了《吉林省西部地区雨洪资

源综合利用河湖连通供水工程规划规划报告》的技术审查，2015 年 2 月水利部

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以水规计[2015]103 号对工程规划报告进行了批复。 

2016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以（发改农经[2016]72 号）《关于吉林西部供水

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对项目建议书进行了批复，并将原名称“吉林省西部地

区雨洪资源综合利用河湖连通供水工程”调整为现名称“吉林西部供水工程”。 

2015 年 7 月，建设单位委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

所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

究所于 2016 年 9 月完成了《吉林西部供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并

于同年 11 月取得原环保部《关于吉林西部供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

审[2016]46 号)。 

2016 年 7 月委托吉林省林业勘察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吉林西部供水工程

陆生生态影响专题》。 

2016 年 8 月委托长春东北师大科技开发中心编制完成《吉林西部供水工程

水生生态影响专题》。 

2015 年 9 月委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编制完成《吉林省

西部地区雨洪资源综合利用河湖连通供水工程对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影响专题

论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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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委托北京中地泓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吉林西部供水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地下水环境影响专题报告》。 

 2016 年 7 月委托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编制完成《吉林西

部供水工程湿地生态影响专题》 

2017 年 8 月委托吉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关于吉林西部

供水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并于 2017 年通过水利部审批（水许可决[2017]33 号）。 

1.2 施工简况 

该项目主体工程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开工建设，2017 年 9 月 28 环保监理人

员进入施工现场，开展吉林西部供水工程的现场监理工作，2018 年不同标段陆

续竣工通水，2023 年 7 月 58 个标段工程全部竣工。我局在建设过程中将环境保

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施工过程

中严格执行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及设计文件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吉林西部供水工程从松花江、嫩江、洮儿河、霍林河引水向白城市的镇赉

县、大安市、洮南市、通榆县和洮北区，松原市的乾安县和前郭县，长春市的农

安县，共 8 个县（市）、区内重要湖泡、湿地供水，回补地下水，恢复和改善区

域生态环境。工程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开工建设，2018 年陆续竣工，2023 年 7

月全部竣工。该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工作于 2022 年启动，委托北京国寰环境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及协作单位吉林省精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调查工作并编制验收调查报告。 

2023 年 8 月北京国寰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及协作单位吉林省精科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水利水电》编制完成《吉

林西部供水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吉林省西部地区河湖连通供水工

程建设局于 2023 年 8 月 23-25 日组织召开了吉林西部供水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会。验收组由工程建设单位吉林省西部地区河湖连通供水工程建设局、设计单

位吉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环评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

与保护研究所、环境监理单位吉林省师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境监测单位生态

环境部松辽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监测与科学研究中心、验收调查单

位北京国寰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及协作单位吉林省精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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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代表和 5 位专家组成。2023 年 8 月 23-24 日部分专家和代表查勘了现场，

核查了项目建设及环境保护设施的落实情况。2023 年 8 月 25 日，与会代表和专

家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工程环保执行情况介绍和调查单位对验收情况的汇报，审

阅并核实了有关材料，验收组经过充分讨论并形成验收意见，验收意见结论为“同

意通过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建设单位对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吉林波罗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吉林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及工程周边居民发放了公众参与调查表进行调查，该项目设计、施工和验

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

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主要包括环境管理措施和配套

措施、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2.1.1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环境管理体系 

吉林西部供水工程施工期环境管理体系由吉林省西部地区河湖连通供水工

程建设局环境管理委员会负责，并在设计单位、工程监理、工程各承包商的支持

下，完成对工程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监测、监理、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及运行单位

的管理。 

(1)环境管理委员会 

为强化吉林西部供水工程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管理工作，组建了吉林省西部

地区河湖连通供水工程建设局环境管理委员会，由筹建处各部门主任，设计单位、

监理公司、承包商相关责任人或负责人等组成。其职责是全面负责施工区环境保

护管理工作，监督、决策、协调、督促施工区内施工单位依照合同条款及审批的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意见，组织开展、落实项目环保

措施的设计、施工及运行管理，费用投入及应急预案等。 

(2)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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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工程设计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工程各承包单位等，为建设单位环境保

护管理委员会的支持单位。其中设计单位：受建设单位的委托，在工程建设的各

个阶段为建设单位、监理和施工单位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3)实施单位 

按照环境管理办公室的要求，实施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措施。具体可分为监

测单位、环境监理单位及环保水保措施承建及实施单位。 

环保水保设计单位：受建设单位委托，在工程建设的各个阶段为建设单位、

监理和环保水保措施承建及运行单位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流域环保水保监理单位：由施工期水保监理吉林省兴利水土保持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承担，施工期环境监理由吉林省师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依照合同条

款及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要求，负责吉林西部供水工程环保水保监理

工作，根据环境监测数据及巡查结果，监督、审查和评估施工单位各项环保措施

实施情况；及时发现、纠正违反合同条款及国家环保要求的施工行为。 

环保水保措施承建及运行单位：由各主体工程承包商环境管理办公室、专项

环境保护措施运行单位等组成，其主要职责为落实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并

维护其正常有效运行。 

环境管理机构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建设单位设置了工程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环

境保护管理机构是工程管理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业务上接受当地环境保护部

门的指导。 

（1）管理机构的设置 

该项目设置了环境保护管理机构，以完成工程环境管理任务。结合区域环境

特点，该项目环境管理机构包括项目经理部、计划合同部、环境管理部、工程管

理部、档案管理部、现场部。该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全面领导施工阶段及运行阶段

的环境保护工作，监察督促各项环境保护、劳动保护及环境卫生等管理制度与措

施的制订和落实，从而确保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的有序进行。 

（2）环境管理内容 

为使本项目的环境问题能及时得到落实，特制本项目的环境管理计划，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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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环境管理计划 

潜在的负影响 减缓措施（环境管理内容） 
实施

机构 

负责 

机构 

一、计划和设计阶段 

1. 新增占地补偿 

2. 损失土地资源、生物资源及

景观 

3. 取弃土场的水土流失 

 

1. 制定并执行公正合理的占地补偿方案 

2. 设计时尽量少占地，并按有关规定给予

补偿，重要生物资源进行迁移 

3. 设计时合理选取取弃土场，尽量少占耕

地  

 

设计

单位

及地

方政

府 

本项

目业

主 

二、施工期 

1. 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含油

废水对地表水环境的污染 

2. 施工区多扬尘、粉尘，空气

质量差 

3. 施工现场噪声污染 

4. 陆生生物、水生生物受干扰 

5. 由于填方和采石产生的地

形破碎、水土流失 

6. 施工时影响现有公路行车

条件 

7. 在施工现场产生大量固体

废弃物 

8. 工人和当地人群间可能的

传染病传播 

9. 产生临时的病菌体（蚊子）

繁殖栖息地。 

10. 大量取土对土地产生的影

响 

11. 大量弃土对土地产生的影

响  

1. 采用沉沙池、化粪池、油水分离器等进

行处理后排放，部分废水可回用 

2. 施工区、料场区及运输道路定期洒水 

3. 在设备上安装消声器并及时维护，施工

工人做好防护，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等 

4. 影响较小，自然恢复 

5. 通过设计使之与地形（景观）相融，重

新修理破碎的地表 

6. 在可能的交通冲突点加强交通管理 

7. 建生态厕所和设置垃圾箱，固体废物及

时清运 

8. 工人定期健康检查，需要时加以处理 

9. 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产生蚊蝇滋生地 

10. 表土推开集中堆放，施工后尽快平整

土地，表土复原，尽量缩短临时用地占用

时间，并采取削坡开级、浆砌石截水沟、

装土编织袋挡土墙等措施防治水土流失 

11. 采取弃土拦挡、坡面水平沟整地和土

地复耕利用等措施防治水土流失  

承包

商 

本项

目业

主 

三、运行期 

1. 取水河段、输水渠道及受水

湖泡水质污染问题 

2.受水湖泡水体富营养化问题 

3. 土壤盐渍化的影响 

4. 伴随车辆交通和运输产生

的事故风险，可导致有毒物散

落，污染水体 

1. 治理项目集水区域内的点源污染、面源

污染 

2. 控制湖泡周集水区内农药化肥施用量，

生态养鱼 

3. 对受影响的农户给予经济补偿，土地改

造 

4. 制定和执行紧急事故处置计划，设立必

要的机构和管理程序，遏制意外事故产生

的损害 

本项

目业

主、地

方政

府 

本项

目业

主 

四、环境监测 
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及国家环保局颁布

的监测标准、方法执行。 

受委

托的

环境

监测

单位 

本项

目业

主 

http://www.51ehs.com/anhuanguan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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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应急预案 

我局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2020 年 8 月 10 日，该应急预案

通过外部评审会；2020 年 8 月 24 日-8 月 25 日，应急预案在长春市环境监察支

队 （ 220100-2020-0326T ） 、 前 郭 尔 罗 斯 蒙 古 自 治 县 环 境 保 护 局

（220721-2020-086-L）、白城市环境监测支队（2208002020006）进行了备案。

预案中明确了区域应急联动方案，已按照预案准备了充足的应急物资。 

2.1.3 环境监测计划 

我局已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制定并完成了施工期环境监测。

制定了运营期环境监测计划，并与第三方检测公司签订了检测合同，定期进行环

境监测。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敏感区内将施工时间调整为每年 6 月～8 月。 

（2）施工期安排避开 5-6 月鱼类的繁殖期和洄游期。 

（3）引水时段为 6 月-10 月。鹅头泡建议利用 7、8 月将湖泡水位补充到

130.31m 并在接下来的补水过程中维持鹅头泡 130.31m 的湖泡水位不变，同时给

予扁杆藨草充分的生长时间及水位。随后，待鹤类等珍惜鸟类离开保护区后，再

进行补水操作，湖泡水位应达到设计水位 130.90m，以满足第二年 3 月份的设计

水位 130.33m。元宝吐泡建议利用 7、8 月将湖泡水位补充到 131.06m 并在接下

来的补水过程中维持元宝吐泡 130.31m 的湖泡水位不变，同时给予扁杆藨草充分

的生长时间及水位。随后，待鹤类等珍惜鸟类离开保护区后，再进行补水操作，

水位应达到设计水位 132.20m，以满足第二年 3 月份的设计水位 130.95m。 

3、 整改工程 

该项目不涉及搬迁。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竣工后、验收调查期间、提出验

收意见后等各环节均不存在整改工作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