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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体要求与规划目标 

第一节 规划目标 

总体目标：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并稳定位居全区前列，国土空间生

态格局进一步优化，生态系统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服务功能显著提高，生

态稳定性明显增强，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基本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基本绘就，美丽柳州目标基本实现。 

近期目标：到 2025 年，生态质量得到稳步提升，初步建立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自然保护地等重要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保

护能力加强；森林覆盖率不小于 66%，湿地保护率不低于 35%；中心城区

城镇开发边界内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4.6 平方米。生态修复工作稳步

推进，通过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完成自然恢复治理面积 0.52 万公顷，森

林保护修复面积 4.89 万公顷，新增石漠化治理面积 1.07 万公顷，水土保

持率达 82.34%，开展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历史遗留矿山综合治理面

积 9.65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和石漠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区域生态系统

质量和稳定性有所增强，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进一步提升。 

远期目标：到 2035 年，全市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并稳定位居全区前列，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显著增强，突出环境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自然生态系

统基本实现良性循环，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重大工程全面实施，生态

产品价值得以实现，形成高品质人居环境，美丽柳州目标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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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指标体系 

指标

类型 

序

号 
指标名称 单位 

2020

年 

2025

年 
2035 年 

指标属

性 现状

值 

指标

值 
指标值 

生态

质量

类 

1 森林覆盖率 % 67.22 ＞66 ＞66 约束性 

2 森林蓄积量 
万立方

米 
9281 10000 11000 预期性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 - 83 ≥83 预期性 

3 耕地保有量 万公顷 27.9 24.9 24.9 约束性 

4 林地保有量 万公顷 127.09 ＞121 ＞121 约束性 

5 湿地保有量 万公顷 4.21 4.21 4.21 约束性 

6 湿地保护率 % - ＞50 ＞50 预期性 

7 水土保持率 % 81.35 82.34 84.84 预期性 

8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13.88 14.6 18-20 预期性 

9 
重现土著鱼或水生

植物的水体 
个 - [2] [2] 预期性 

修复

治理

类 

10 自然恢复治理面积 万公顷 - [0.52] [1.55] 预期性 

11 森林保护修复面积 万公顷 - [4.89] [15.85] 预期性 

12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

面积 
万公顷 - [7] [16.77] 预期性 

13 
新增生态修复河湖

岸线长度 
公里 - [92] [277] 预期性 

14 
废弃矿山综合治理

率 
% - 60 100 预期性 

15 
历史遗留矿山综合

治理面积 

平方公

里 
- [9.65] [13.79] 预期性 

16 
有责任主体的废弃

矿山综合治理面积 

平方公

里 
- [2.62] [4.36] 预期性 

17 
新增石漠化治理面

积 
万公顷 - [1.07] [2.13] 预期性 

18 退化耕地修复面积 万公顷 - [0.17] [0.42] 预期性 

注：[ ]内为累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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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总体布局 

第一节 总体格局 

根据柳州市“一屏两廊两区”生态安全格局及广西“一屏两核一带六

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格局，以自然地理格局为基础，坚守自然生态安全

底线，以关键生态问题为导向，以打造生态宜居的山水名城为目标，点、

线、面多方位相结合，统筹开展护山、治水、育林、养田、蓄湖的国土空

间生态保护修复，构建柳州市“一屏，两廊，四区，多点”的生态修复总

体格局。 

“一屏”是北部山地生态屏障；“两廊”是融江、柳江水生态纵廊，洛

清江水生态横廊；四区是融江上游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区、融江

土地综合整治与水土流失防治区、柳江人居环境提升与水土流失防治

区、洛清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区；“多点”是 5 个自然保护区、5 个森林

公园、4 个风景名胜区、2 个地质公园。 

第二节 修复分区 

一、融江上游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区域范围：本区主要分布在柳州市北部，属柳江中上游区域，面积

6085平方公里，涉及三江侗族自治县和融水苗族自治县。 

主攻方向：区域以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攻方向。重点开展

八江河、苗江河、寻江干流、融江干流、四甲河、河村河等重要江河流域

的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建设与退化防护林修复，维护森林生态系统，

提升森林质量，提高生态系统水源涵养能力。加强民洞河、沙坪河、都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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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融江、苏田河、归元溪以及自然保护地等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保

护水生与河流缓冲带生物多样性，对重大水利设施采取适当的生态设施改

造，保护修复动植物栖息环境。重点开展都柳江下游、融江上游水土流失

治理，有效消除水土流失威胁。加强贝江、大年河、牛鼻河、泗维河等中

小流域治理，开展生态清洁流域建设，加强水源地保护。推进土地综合整

治与矿山生态修复，提升用地效率与生态景观丰富度。 

重点区域：为融江上游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面积

1434.31平方公里，主要是涉及融水苗族自治县。 

二、融江土地综合整治与水土流失防治区 

区域范围：本区主要分布在柳州市的中部，属柳江中游区域，面积

4125平方公里，涉及融安县的西部和北部、融水苗族自治县的南部、柳城

县的中部和北部以及柳北区的北部。 

主攻方向：区域以土地综合整治和水土流失防治为主攻方向。优先开

展柳城县、融安县、融水县的土地综合整治，整体推进农用地整理、建设

用地整理和生态修复治理，提升农田生态系统稳定性，优化生产、生态、

生活空间格局。遵循“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原则，重点在融安县、融水

县等历史遗留矿山聚集区开展矿山生态修复，改善自然生态景观。开展丹

江、狗肚溪、保大河等水生态保护修复，黄金河、保江河等流域生态修复，

提升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稳定性。实施沙浦河、贝江、融江等流域石漠

化治理，改善水土流失现状。 

重点区域：为融江土地综合整治与水土流失防治重点区，面积 8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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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主要涉及融水苗族自治县、柳城县。 

三、柳江人居环境提升与水土流失防治区 

区域范围：本区主要分布在柳州市的南部，属柳江下游区域，面积

3584平方公里，主要涉及柳南区、城中区、柳江区北部、鱼峰区中部和南

部、柳城县西南部、鹿寨县南部以及柳北区南部。 

主攻方向：区域以提升人居环境生态服务功能和水土流失防治为主攻

方向。加强城市生态蓝绿网络建设，提升城市韧性。重点开展太阳河、响

水河、莫道江等主城区内主要江河的水环境治理，修复河道生态岸线，提

升河岸生态景观。开展城市森林林相改造，丰富动植物群落，修复退化防

护林，提升城市森林质量。加强柳江干流流域的岩溶石漠化防治，消除水

土流失威胁。加强城区周边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提升自然生态景观。优先

开展柳江区、柳南区、鱼峰区土地综合整治，优化用地结构，改善农业生

产、生活、生态环境。 

重点区域：为柳江人居环境提升与水土流失防治重点区，面积

1158.70平方公里，主要涉及城中区、柳北区、柳城县、柳江区、柳南区、

鱼峰区。 

四、洛清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石漠化防治区 

区域范围：本区主要分布在柳州市的中东部，属洛清江流域，面积

4282平方公里，主要涉及融安县的中东部、柳城县的东部、鱼峰区的东部

以及鹿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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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攻方向：区域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石漠化治理为主攻方向。重点开

展洛清江、古偿河、平山河等河流的生态修复，修复河湖生态缓冲带，实

施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提升水源涵养功能与水源环境健康。开展拉沟河、

泗顶河等流域的林业修复，建设水土保持林，重点实施泗顶河流域岩溶石

漠化综合治理，有效缓解水土流失威胁。加强自然保护地的保护与管理，

提升生物多样性。 

重点区域：为洛清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重点区，面积 2322.01平方公

里，主要涉及鹿寨县、融安县。 

表 1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重点区域情况一览表 

序号 重点区域名称 
面积（平方公

里） 
涉及县（市、区） 

涉及

乡镇

个数 

1 
融江上游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

保护重点区 
1515.48 融水苗族自治县 12 

2 
融江土地综合整治与水土流失防

治重点区 
957.8 

融水苗族自治县、柳

城县、融安县 
8 

3 
柳江人居环境提升与水土流失防

治重点区 
1448.6 

城中区、柳南区、柳

北区、柳江区、鱼峰

区 

42 

4 洛清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重点区 1867.23 
鹿寨县、融安县、柳

城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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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态保护修复任务 

以锚固“一屏，两廊，四区，多点”的生态修复总体格局，保障国土

空间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打造生态宜居山水名城为目标，统筹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提出九大生态保护修复任

务，开展重点区域生态修复，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提高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助力美丽柳州高质量发展。 

任务一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修复，提升森林生态系统功能 

全面加强生态公益林和天然林的保护，修复地带性森林群落，增强森

林的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构建森林生态保护屏障。优化森林资源结

构与分布格局，改善林分质量，促进森林蓄积量、森林植被碳密度、总碳

储量的逐步增长，提升森林碳汇能力。加强对森林资源保护修复活动的监

督管理，建立森林资源基础档案和数据管理平台，强化森林资源管理基础

性工作。规划期内重点推进柳州北部九万山—元宝山、天平山森林资源保

护修复，提升森林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提高森林水源涵养能力。 

任务二 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提高生物多样性 

加强重点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和生境修复，实施生物多样性工程，持

续推进重要河流湖泊生态修复工程，修复水生生物栖息地，促进水生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恢复。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体系，加强现有自然保护地

的保护，推进重要生态廊道和网络构建，增强生境斑块的连通性，保障生

态廊道的畅通。推进生物多样性实地调查，建立多渠道、全覆盖的生物多

样性监测长效机制，探索建立生物多样性数据库，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

监测和信息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规划期内优先开展九万山—元宝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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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洛清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对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地进行重点保护，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任务三 推进水土流失和石漠化防治，提升水土保持能力 

加强石山地区植被保护修复工作，规范人类生产活动，封山育林，严

防山火，减少不当人为因素造成的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

施相结合，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水土保持工程，集中治理范围，突出建设

重点，增强水土保持能力，遏制水土流失和石漠化土地扩张；建设水土保

持监测站点，进一步深化水土保持监督管理能力建设、开展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建成与柳州市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水土流失综合防

治体系。规划期内重点开展柳江中游、柳江下游水土流失防治，柳江下游、

洛清江流域石漠化防治，提升区域内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 

任务四 实施水生态保护修复，提升水环境生态质量 

开展柳江、贝江、古偿河水库等重点河湖水库生态调查与评估，流域

污染源治理、生态保护与修复建设。加强河道整治与生态护岸建设，改善

水生生物栖息地，构建水绿相间、水绿相连的生态景观格局。实施多种工

程措施进行河湖生态综合整治，开展水生生物和鱼类增殖，加强濒危土著

鱼类保护。推进河湖人工生态浮岛建设，治理河湖水体污染。加大河湖周

边、支流入河口等区域人工湿地的建设，控制水体污染，保护与修复水鸟

和其它野生生物的生境。 

任务五 提高乡村生态环境质量，优化农业空间格局 

合理安排农业空间用地结构，促进农业空间格局优化，引导农业结构

调整，遏制耕地非粮化发展，保障粮食安全；控制非农空间侵占农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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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农业空间完整性，增强农业空间生态稳定性。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增强农田生态系统稳定性。整治乡村人居环境，改善人居环境，打造美丽

乡村示范带，促进示范带成为乡村振兴新载体，提升民众乡村生态保护意

识，保护传统村落和民族特色文化，发展以林下种植、林下养殖、农林间

作的农林复合生态系统，丰富乡村生态景观，同步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助

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 

任务六 增强城市韧性功能，提升城镇生态品质 

强化城市公园、森林和湿地生态体系的保护与建设，建设“海绵城市”，

合理优化城市雨水流域分区，完善和打通城市排水出路，增强城市防涝能

力；规划城区通风廊道，构建深入城区的低温生态绿楔、降温通道，实现

冷热系统良性循环，改善城市下垫面，优化能源利用结构，推广绿色能源

利用范围，倡导绿色出行，减少热量和城市交通废气的排放，缓解城市热

岛效应。优化现有的蓝带绿网，保护城镇现有生态绿核，修复受损山体，

优化城镇森林绿地群落结构，系统开展水体生态修复，恢复水生生物群落，

拓展城镇蓝绿空间，统筹城市内外生态系统，结合城镇山体、水系等自然

资源生态要素，打造内外畅通的蓝绿生态网络，塑造滨水绿色空间和活力

空间，保留城市绿色生态风貌，打造“城在山水中，山水在城中”的山水

城市景观，提升城镇生态功能品质，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荣

的生态城镇。 

任务七 全面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改善矿山生态环境 

积极开展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督促有责任主体废弃矿山加快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按照“保证生态安全，突出生态功能，兼顾生态景观”



 

 
 

10 

 

的次序，选择合理的矿山生态修复模式（自然恢复、辅助修复、生态重塑），

因地制宜地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改善提升区域生态环境及生态功能，

探索“矿山生态修复+”的修复模式，结合文化、旅游、农业、光伏新能

源等辐射能力较强的产业，带动区域生态环境和产业协同发展，提高矿山

生态修复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统筹好矿区生态修复、工业遗

存保护和开发建设的关系，实施系统性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高质量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对生产矿山实施生态监测。加强矿山开采

监管，采取警示教育、政策扶持、科技示范、多元开发、多渠融资等措施

组织开展矿山综合治理。探索生态优先、绿色转型发展的新路径，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释放传统矿业资源的生命力，激发矿区转型升级的新功能。 

任务八 重要生态廊道和生态网络构建 

建立以广西元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 5 个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元宝

山国家森林公园等 11 个自然公园为补充的“5+11”自然保护地体系，保

护与构建生物栖息繁衍的核心斑块，对自然保护地进行勘测定界，明确自

然保护地保护范围，建设自然保护地信息化监管平台，实行严格的自然保

护地保护措施，确保自然保护地得到有效保护，区域生态安全得到保障。 

任务九 强化生态保护修复支撑 

构建调查监测信息化监管平台，强化支撑体系。结合柳州市生态保护

修复需求，开展水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矿山生态等自然生态环境调查，

进一步摸清生态本底，为生态保护修复提供基础；建立监测评估与预警体

系，开发涵盖生态保护修复标准化调查评价、综合治理、预防监督、生态

安全预警等内容的生态保护修复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加强保护管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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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实现生态保护修复信息网的互联互通，为生态保护修复提供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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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重点工程 

第一节 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修复类工程 

一、洛清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工程范围:工程位于洛清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石漠化防治区、洛清江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重点区，面积 1867平方公里，主要涉及融安县桥板乡、

柳城县东泉镇、鹿寨县鹿寨镇、中渡镇、平山镇、黄冕镇等 6 个乡镇。 

生态状况与问题:工程包含广西柳州洛清江自治区级森林公园、广西

鹿寨香桥岩溶国家地质公园，是柳州市生物多样性和水源涵养重要区。在

自然保护区内分布部分的商品林，其树种单一，森林质量不高，生态环境

比较脆弱。由于城镇污染、水土流失、农业面源造成洛清江存在水质恶化

隐患，洛清江沿岸水土流失严重。 

重点项目:工程重点开展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水环境综合治理、石

漠化综合治理、土地综合整治、废弃矿山修复等 11 个项目。 

重点任务:保护广西柳州洛清江自治区级森林公园、广西鹿寨香桥岩

溶国家地质公园，在流域开展林地保护保育、林业生态功能提升项目，提

高区域生物多样性和水源涵养能力。开展洛清江河岸缓冲带及河滨带生态

修复，减少水土流失，沿途截污，减少工业、农业废水直排入河，防治面

源污染，改善洛清江水质。推进流域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使水土流失

得到有效控制，提升区域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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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态综合治理类工程 

一、贝江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工程范围:贝江流域综合整治工程位于融江上游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区、融江上游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面积 1515 平方

公里，主要涉及融水苗族自治县汪洞乡、三防镇、怀宝镇等 11 个乡镇。 

生态状况与问题:工程范围涵盖广西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

元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该区域作为桂北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生

态状况良好，但江河源头保护区仍存在较多人工商品林，公益林不断减少；

贝江水质良好，但水利设施建设、旅游污染、农业面源污染使贝江存在水

质下降的风险；水电站的建设造成河流减脱水、生态流量不足、土著鱼消

失。 

重点项目:工程重点开展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林业生态修复、水环

境综合治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等 12个项目。 

重点任务:加强广西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元宝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保育，在流域开展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建设

与退化林修复，维护森林生态系统，提升森林质量，提高生态系统水源涵

养能力；对贝江开展污染防治，沿途截污，减少工业、农业废水直排入河，

建设生态缓冲带，控制水土流失，防治面源污染，保障贝江水质保持稳定

良好。 

二、古偿河—石榴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工程范围:工程位于洛清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区，面积 731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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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涉及鹿寨县寨沙镇、拉沟乡等 2个乡镇。 

生态状况与问题:工程范围内分布有广西柳州拉沟自治区级自然保护

区，是柳江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分布区，区域内林分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

总体脆弱。由于工业污染、城镇污染、水土流失、农田面源污染严重，造

成古偿河、石榴河水质恶化，并存在减脱水情况，河岸生态植被遭到破坏，

出现土地裸露，河滨带减少，水体自净能力下降。 

重点项目:工程重点开展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林业生态修复、流域

生态修复等 4 个项目。 

重点任务:保护广西柳州拉沟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在流

域开展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建设与退化林修复，维护森林生态系统，

提升森林质量，提高生态系统水源涵养能力。对古偿河、石榴河建设生态

缓冲带，控制水土流失，防治面源污染，改善河流水质。 

三、柳江中心城区段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工程范围:工程位于柳江人居环境提升与水土流失防治区、柳江人居

环境提升与水土流失防治重点区，面积 867 平方公里，主要涉及城中区、

柳北区、柳江区、柳南区、鱼峰区、柳城县 6个县（区）的沙塘镇、太阳

村镇等 32 个镇。 

生态状况与问题:工程是柳州市中心城区所在地，分布广西柳州君武

自治区级森林公园、广西三门江国家森林公园等自然保护地，面临协调社

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极大挑战。城区蓝带绿网未呈网络化，城市

内涝和热岛效应逐年突显，城镇生态品质、城市韧性、城镇空间布局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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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优化。 

重点项目:工程重点开展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林业生态修复、水环

境综合治理、湿地公园建设等 14 个项目。 

重点任务:提升人居环境生态服务功能，保护生态本底，加强城市生

态蓝绿网络建设；加强生态韧性管理，提高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重点

开展太阳河、响水河、莫道江等主城区主要江河的水环境治理，沿途截污，

减少工业、农业废水直排入河，修复河道生态岸线，提升河岸生态景观。

对裸露山体进行全面整治修复，加强城区周边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提升自

然生态景观。开展城市森林林相改造，实施莲花山森林景观改造与提升项

目，丰富动植物群落，修复退化防护林，提升城市森林质量。 

四、柳南低山丘陵区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工程范围:工程位于柳江人居环境提升与水土流失防治区西侧，面积

777 平方公里，主要涉及柳江区里高镇、三都镇、土博镇、百朋镇。 

生态状况与问题:工程是柳州市石漠化和水土流失治理重点区域，同

时是柳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生态环境脆弱。由于工业污染、城镇污染、

水土流失、农田面源污染严重，造成大桥河水质恶化。 

重点项目:工程重点开展包括石漠化综合治理、水土保持、水环境综

合治理、湿地退耕还湿等 5 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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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重点实施流域岩溶石漠化综合治理，有效缓解水土流失威

胁。对大桥河开展污染防治，建设生态缓冲带，控制水土流失沿途截

污，减少工业、农业废水直排入河，防治面源污染，改善大桥河水质。 

第三节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类工程 

一、融江上游土地综合整治工程 

工程范围:工程位于融江上游土地综合整治与水土流失防治区，实施

面积 318.63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和融水苗族自治县。 

生态状况与问题:三江侗族自治县及融水苗族自治县定位为国家层面

重点生态功能区，更是广西桂西生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服务功能重

要性等级较高。同时，该区域作为少数民族集聚地，涵盖 20 个国家级传

统村落、22个自治区级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区域内存在水土流

失、耕地破碎、土地利用效率低等问题。 

重点项目:工程共包括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八江镇布央村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项目、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良口乡和里村和南寨村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项目等 7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重点任务:工程以生态保护修复为主，兼以开展农用地整理和建设用

地整理。整治修复主要方向为以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为重点，通过营造

水土保持林、建设经果林等措施，有效保护耕地和土壤资源，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与此同时，通过逐年改造林分、加强生态公益林的改造与建

设、适当增加林种数量、封育疏幼林等措施，提升水源涵养生态服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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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减少水土流失侵害；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施生态型农用地

整治，提升耕地集中连片度、增加耕地数量，同时发挥土地资源和农业

基础条件优势，发展以种植高山林下食用菌、富硒茶叶、油茶、优质中

药材等为主的山地特色农业；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保护修缮传统村居，

同时结合少数民族聚集地文化特色，发展以生态体验和民族文化特色的

文化旅游业，加大农村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力度，改善农村生产生活

条件。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特色文化旅游模式，助推乡村振兴。 

二、融江土地综合整治工程 

工程范围:工程位于融江土地综合整治与水土流失防治区西南面，实

施面积 1027.32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柳城县融安县、融水县。 

生态状况与问题:区域是自治区限制开发区，是柳州市耕地资源主要

聚集区，是重要的农产品主产区，为柳州市开展土地综合整治的优先区域。

区域内水热条件相对优越，耕地集中连片程度相对较高，农业生产条件较

好，区域内有自治区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与市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各

7 个，农业产业基础良好；区域内存在水土流失、石漠化、矿山生态破坏、

农村建设用地利用粗放等主要问题。 

重点项目:工程共包括柳州市柳城县古砦仫佬族乡大户村等 4 个村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柳城县寨隆镇更祥村等 3个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

目等 11 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重点任务:本区域以农用地整理为主，以提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主

的土地综合整治和以土地退化治理、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为主的生态修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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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主要围绕发展现代农业与粮、油、蔬菜生产基地，在柳城县、

融安县等粮食主产区开展耕地提质改造及农用地开垦，改造中低产田、提

高耕地质量，为粮经作物稳产高产提供基础保障，发展以糖料蔗、柑橘等

为主的特色农业产业，建设现代农业园区。 

三、柳江土地综合整治工程 

工程范围:工程位于柳江人居环境提升与水土流失防治区中部和南部，

实施面积 622.45 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柳江区、柳南区和鱼峰区。 

生态状况与问题:工程范围临近主城区，承接柳州市城区经济辐射，

社会经济较好，主体功能区划定位为自治区层面重点开发区域，该区域具

有重要农业、经济地位的同时兼具重要生态地位。 

重点项目:工程共包括柳州市柳江区百朋镇百朋村等 4 个村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项目、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山湾村等 7 个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项目等 10 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重点任务:结合城镇化进程，开展工矿废弃地复垦和农村建设用地整

治，优化农村建设用地布局，提升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程度，为现代

工业与农业提供用地空间；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村风貌，并以现

代特色农业示范区、乡村与休闲农业旅游区等为依托，加快提升打造环

城近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带。 

四、洛清江土地综合整治工程 

工程范围:工程位于洛清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石漠化防治区中部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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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实施面积 600.97 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柳城县和鹿寨县。 

生态状况与问题:区域内水热条件相对优越，耕地集中连片程度相对

较高，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区域内有自治区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与市级

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各 7 个，农业产业基础良好，是广西农产品主产区；

区域内存在水土流失、石漠化、矿山生态破坏、农村建设用地利用粗放等

主要问题。 

重点项目:工程共包括柳州市鹿寨县中渡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柳州市柳东新区雒容镇连丰村等 3 个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等 4 个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重点任务:以农用地整理为主，以提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主的土地

综合整治和以土地退化治理、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为主的生态修复为主要

任务。主要围绕发展现代农业与粮、油、蔬菜生产基地，在柳城县、鹿

寨县等粮食主产区开展耕地提质改造及农用地开垦，改造中低产田、提

高耕地质量，为粮经作物稳产高产提供基础保障，发展以糖料蔗、柑橘

等为主的特色农业产业，建设现代农业园区。 

第四节 矿山生态修复类工程 

一、柳江流域（柳州）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生态状况与问题:由于矿产资源利用方式粗放，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开采活动造成地表水土大面积流失，土壤侵蚀加剧，动植物栖息地遭受破

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由于植被退化，矿区蓄水保土、涵养水分等能力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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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重点项目:工程共包括九万山—元宝山山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

复项目、天平山山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等 6 个项目。 

重点任务: 通过实施生态修复治理工程，消除地质安全隐患，有效遏

制矿山地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改善矿区及周围生态环境质量，生态服

务功能、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及水土保持功能明显增强，推进土地综合

整治，盘活废弃矿区用地资源，进一步优化城镇、农业、生态空间。 

二、广西柳江流域（柳州）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生态状况与问题:区域矿山数量较多且分布范围广，矿区大面积的工

矿用地长期未利用，现状岩石裸露，矿渣堆积，杂草丛生，土地集约利用

率低，矿山修复形势严峻。  

重点项目:工程共包括龙江-浪溪河段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

目、柳江干流柳州城区段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等 5 个项目。 

重点任务:通过工程治理、生物复垦、综合开发利用等工程措施，有效

缓解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现象，使矿山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水土流失状况得以减轻，土地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三、柳州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生态状况与问题:矿区内原始植被破坏殆尽，地表坑洼不平，杂乱无

章，地形地貌破坏严重，开采边坡存在大量的危岩、滑坡地质灾害隐患，

同时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荒芜，严重影响了城市面貌及人居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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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工程共包括柳城县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融安

县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等 7 个项目。 

重点任务:通过工程治理、生物复垦、综合开发利用等工程措施，使自

然生态系统基本实现良性循环，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基本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 

四、柳州市有责任主体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生态状况与问题:矿区内原始植被破坏殆尽，地表坑洼不平，杂乱无

章，地形地貌破坏严重，开采边坡存在大量的危岩、滑坡地质灾害隐患，

同时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荒芜，严重影响了城市面貌及人居生活环境。 

重点项目:工程共包括柳州市城区有责任主体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柳州市城区有责任主体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等 9 个项目。 

重点任务:通过工程治理、生物复垦、综合开发利用等工程措施，使

自然生态系统基本实现良性循环，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基本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 

第五节 支撑体系类工程 

一、重点流域水资源调查监测评估工程 

对融江、浪溪江、贝江、洛清江、柳江、洛江等重要流域以及古偿

河水库、落久电站上下游开展水生态环境调查评估，摸清重要流域水生

态现状，开展鱼类、底栖动物、水生植物等水生态调查和评估，为下一

步水生态环境保护奠定坚实基础。在三江县、融水县、融安县、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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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区、鹿寨县开展水环境承载能力调查与评估，为下一步环境管

理、环境政策的制定奠定坚实基础。对苏田河苏田电站、归元溪金元电

站、小溪惠泰电站、浪溪江拉艾电站、杆洞河的乌昔电站、党翁电站、

花孖电站、小河电站、五源电站、小花孖电站、百秀电站、洪河电站，

香粉河的卜令电站、毛坪电站，民洞河的民洞口电站，尧贝河的双江电

站、大罗河独山水库、大龙江上游的大龙水库以及响水电站设置生态流

量监测设施，及时掌握水生态流量数据，保障下游河流的生态基流，消

除河流减脱水现象。 

二、生态保护修复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建设 

结合柳州市生态保护修复需要，利用 GIS 和遥感技术,建立柳州自然

生态系统资源信息系统、柳州自然生态系统修复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柳

州自然生态系统健康动态监测与安全预警系统以及柳州自然生态系统生

态修复技术标准规范信息系统四大业务系统于一体的生态保护修复信息

共享与服务平台，实现生态资源本底清晰、生态修复项目实时跟踪，助

力生态修复动态规范化管理。 

三、相关标准、政策制定 

加快推进柳州市自然生态修复涉及的各类资源、环境修复标准体系

建设，制定柳州市自然生态修复调查监测标准、柳州市自然生态修复技

术标准、柳州市自然生态修复质量控制标准、柳州市自然生态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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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标准；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规范

开展生态保护修复产品市场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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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经初步估算，柳州市自然生态系统生态修复重点工程总投资约

145.82 亿元。14 项工程中，柳江中心城区段生态综合治理工程、融江土

地综合整治工程投资比例较大。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参与、多元筹措”原则筹措柳州市生态修复资

金，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中央财政资金、自治区级财政资金、市县财政资金

和社会资本。财政资金根据各级自然资源领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要求，落实各级政府支出责任。社会资本遵循“谁所有、谁受益、

谁投资”的原则，引进社会资本，采取市场化运作，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

资本采取 PPP（部门与企业合作）、BOT（建造-运营-移交）、EPC（工程

总承包）等模式参与重点项目，充分实现政、银、企三方联动和信息共享，

共同谋划、推动、落地一批重点项目，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与生态产业化协

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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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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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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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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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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