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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县九曲河龙桥文化生态园连通工程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 8月 13日，泸县水旱灾害防御中心组织召开了《泸县九

曲河龙桥文化生态园连通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环保验

收会议的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编制单位、泸县水旱灾害防御

中心及相关专家，在听取了泸县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对项目建设环保

“三同时”执行情况和泸县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开展环保竣工验收调查

情况的汇报后，通过现场查验、资料审查和询问，经认真讨论，形成

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泸县九曲河龙桥文化生态园连通工程》位于泸县玉蟾街道龙华

社区（线性工程：起点坐标 105°23'0.44"E，29°11'29.67"N，终

点坐标 105°22'53.56"E，29°10'28.52"N），本项目成立于 2018

年 6月，于 2019 年 4月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属于新建项目。项目

占地面积 71366.67 平方米，为综合河湖治理及防洪设施工程建筑项

目。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九曲河水质改善生态修复连通工程、九曲河

引流通道工程、九曲河生态护岸工程、九曲河清淤工程。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泸县九曲河龙桥文化生态园连通工程》建设地点位于泸县玉蟾

街道龙华社区。泸县水旱灾害防御中心 2018 年 4月委托泸成都正检

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泸县九曲河龙桥文化生态园连通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泸州市泸县生态环境局 2018 年 5 月 21 日以泸县环建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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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6 号文件给予批复。本项目于 2018 年 6月开工建设，于 2019

年 4月建成并投入试运营。期间未接到环境投诉，未发生环境违法事

件，无环境行政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项目设计总投资为 9700万元，环保投资为 29万元，环保投资占

总投资的 0.3%。实际总投资为 9700万元，环保投资为 29万元，环

保投资占总投资的 0.3%。

（四）验收监测调查范围

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范围为《泸县九曲河龙桥文化生态园

连通工程》主体工程、公辅设施、环保设施、贮存设施及办公生活设

施。验收监测调查内容为项目废水、废气、固废、噪声处置情况检查、

环境管理检查、风险防范措施等。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调查并参照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

本项目建设基本按照环评建设内容建设，其生产地点、工艺、规模、

等未发生重大变更，本项目无变动情况。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地表水

施工废水主要为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泥浆废水、基坑废水及生活污

水。①泥浆废水：施工场地四周设置排水沟，并配套建设隔油、沉淀

池，施工场地泥浆废水和冲洗水经收集隔油沉淀后上清液回用作施工

用水，底泥运至合法的消纳场所进行处置。②生活污水：施工人员租

住周边农户住房，利用农户现有设施收集处理后作农肥。③施工废水：

项目在施工区域设置喷雾设施对施工区进行洒水抑尘；在施工区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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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设置 1个洗车池对进出口车辆轮胎进行冲洗，冲洗用水部分损耗

量，其余循环利用不外排。本项目营运期无废水排放。

（二）废气

施工期的废气主要是施工场地作业和运输过程产生的扬尘，施工

机械产生的废气以及沥青烟。主要措施为：①施工堆料场设在空旷地

区，相距 200m范围内无集中的居民区、学校等敏感点，采用封闭堆

料场；②施工场地每天至少洒水一次，防止浮尘，在大风的天气加大

洒水量和洒水次数；③施工场地运输通道及时清扫、冲洗，减少车辆

行驶扬尘；④加强了施工管理，在散料运输过程中用蓬布盖严，防止

沿路飞扬；⑤加强了物料管理，避免易起尘的原材料露天堆放，防止

雨水冲刷进入水体；⑥施工单位在选用施工机械时，选择了新型环保

型的设备并加强机械的维护，减少烟气排放。本项目营运期无废气排

放。

（三）噪声

本项目施工期选用了符合国家标准的低噪声设备，并加强对设备

的维修保养，避免了由于设备非正常工作而产生高噪声污染。②优化

了施工布局，高噪声施工场所尽量远离敏感点。③夜间（（22：00～

6：00）施工，装载机、液压挖掘机等高噪声机械禁止施工作业。④

合理安排了车辆运输路线和运输时间。⑤根据《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确定工程施工场界应合理布局。⑥

对施工机械操作工人及现场施工人员按劳动卫生标准控制工作时间，

采取了个人防护措施，如戴隔声耳塞、头盔等。本项目营运期无噪声

污染物产生。

（四）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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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固废主要为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弃碴、建筑垃圾及生活

垃圾①弃土、弃碴排放及治理措施：开挖土石方约 8.12万 m3（自然

方），回填土石方 5.03万 m3（自然方），弃渣 3.09万 m3。弃将表

土堆场布置在弃渣场旁边。工程完成后及时恢复临时占地植被及功

能。②建筑垃圾来源于项目建设过程中水泥袋、铁质弃料、木材弃料。

将建筑垃圾可回收部分进行回收，剩余不可回收部分清运至建筑垃圾

场处置。③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经袋装收集后，由环卫部门进行统一清

运处置。项目固体废物能的到有效的处置，不会造成二次污染。本项

目营运期主要为①枯草树枝：运营期内会产生一定量的枯草和树木修

枝，由生态园内清洁人员收集后环卫部门统一清运。②水体垃圾项目

河道会产生一些水体垃圾，主要是为生态园区游客丢弃的垃圾和飘落

的树叶等，由生态园内清洁人员定期打捞收集后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③生活垃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龙桥文化生态园的重要景观，护岸

工程两侧成为休闲娱乐地点，会产生少量游客丢弃的生活垃圾，护岸

两侧设置垃圾分类收集桶，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

（五）临时占地：

根据现场实际勘查可知，施工临时占地包括施工用道路、施工营

地、料场、器材仓库、开挖和渣料临时堆积用地、设备场地占用等。

项目在工程进入收尾工程阶段时，各施工企业已陆续退出场地，并按

设计要求进行了基坑回填或进行“复林”及工程区的绿化建设工作。

（六）水土流失

本项目工程开挖改变原有的地形地貌，使植被、土壤受到不同程

度的扰动、破坏，表层土裸露或形成松散堆积体，失去原有植被的防

冲、固土能力，均衡状态被破坏，原有水土保持设施造成不同程度的

损坏，产生新的水土流失；少量弃土弃渣不会形成危险边坡，不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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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冲刷、崩塌。本项目施工期已结束，对原有临时建筑物进行了拆除

并恢复原貌，对弃渣场弃土进行了回填处理，并采取了植物措施：及

时进行了植被恢复措施，播撒草籽，恢复绿化。

四、环保验收监测调查情况

根据四川瑞兴环保检测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12日出具的检测报

告（瑞兴环（检）字[2021]第 1501号），项目配套的环保设施正常运

行，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一）废水

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检测期间该项目 pH、COD、BOD5、悬浮

物、总磷、总氮检测结果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III类水质标准。

五、环境管理情况

泸县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对生产设

施提供有效的管理制度，项目成立了环保机构，明确了环保机构职责：

1、在分管领导负责下，认真贯彻执行国家、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环

保方针、正常和法规，负责环保工作的管理、监察和测试等。2、负

责组织制定环保长远规划和年度总结报告。3、监督检查执行“三废”

治理情况。4、组织企业内部环境监测，掌握原始记录，建立环保设

施运行台账，做好环保资料归档和统计工作，按时向上级环保部门报

告。5、对员工进行环保法律、法规教育和宣传，提高员工的环保意

识。根据调查，项目在运行过程中，按照环保制度的规定进行，加强

了项目环保设施的管理。

六、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施工期已结束，未收到污染事故和扰民事件投诉，营运期

无“三废”产生及排放，未发生污染事故和扰民事件，未发现对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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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造质量造成不利的影响。

七、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泸县九曲河龙桥文化生态园连通工程执行了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和环保“三同时”制度，经过验收调查和监测，落实了环评及

批复要求的各项污染治理措施，未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受

到处罚，营运期无“三废”污染物产生及排放，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的要求，同意通过验收。

八、后续要求

（一）严格环保管理制度及专人负责制度，加强污染防治设施的

日常巡查与维护。

（二）认真落实各项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加强应急事故演练，避

免污染事故的发生。

九、验收人员信息

泸县九曲河龙桥文化生态园连通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专家组

成员签字：

泸县水旱灾害防御中心

2021年 8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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