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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机械设备、施工材料等的检查

主要检查成品、半成品材料等有无可靠的质保措施,以避免发

生损坏、变质等问题;检查机械设备的技术状态,以确保其处于良好

的可控制状态。

3.2.5 巡视检查

对施工操作质量应进行巡视自检,履行旁站监理,必要时还应

进行跟踪检查。对隐蔽工程的施工要实行全过程旁站。

3.3 工程完工后质量管理

工程完工后主要由质量监督部门对工程的各分项、分部工程

进行检测,并对检测指标进行分析,对个别未达要求的分项工程进

行整改。

4 重点控制质量通病

工程质量是公路建设永恒的主题。贯彻国家有关工程质量的

方针,提高全员质量意识,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是施工现场管理的重

点。公路工程中的质量通病有：桥头涵顶跳车,路基不均匀沉降,路

面平整度差等。加强现场质量管理,要以治理质量通病为控制点,重

点抓好以下工作。

4.1 彻底处理软弱路基,确保路基整体稳定

路基不均匀沉降会导致路面开裂、路基失稳,危及行车安全。

主要原因是路基未充分压实。为此,现场质量控制要抓好地表清淤

和路基分层填筑及压实;在路基填挖方交界处、施工分段接头等非

连续地段要作为质量控制的关键点加强控制。

4.2 认真处理路基与桥涵接头,防止桥头涵顶跳车

桥涵与路基施工往往不能同步进行, 在路基与桥涵之间形成

接头,若施工质量控制不好就会造成跳车,一般设置桥头搭板,铺设

土工隔栅或土工布,改换填料等,这些措施如果没有严格的质量控

制和合理的施工工艺保证仍然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因此,现场管

理的重点是确保碾压到位,压实度符合质量标准。

4.3 严格控制路线的线型与标高

随着公路修建等级的不断提高, 施工中对路线线型与标高的

要求也越来越严。纵横坡不适、平整度差等直接影响公路的外观质

量和使用品质,影响服务对象的舒适度,影响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

故这些问题要从路基开始层层检查验收, 达不到要求及时返工,谨

防积重难返。

4.4 确保结构物的内在和外观质量

公路是暴露在野外的线形构造物,既要满足行车要求,又要与

周围的景观相协调,满足行人的视觉要求,为此,要达到内在质量与

外观质量的统一。满足结构物的内在质量,必须控制关键材料、关

键工序、关键工艺;满足结构物的外观质量,必须做到工艺精细、线

条分明、线型顺适、层次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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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公路工程的施工管理是一个涉及面广、具体而繁琐的管

理体系。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使用科

学的管理方法,现代化的工艺流程,做到管理制度化、科学化才能筑

建出高质量、一流的公路,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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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贯彻落实切实保护耕地基本国策的举措,提倡合理珍惜每寸土地,因为土地的整理工作对实现项目所

在地域的社会、经济、民生建设以及生态环境改良都具有关键意义,从属于德政工程和惠民工程。因此,本文就将重点围绕项目区实施条件

进行分析与总结,并进一步阐述项目实施工程内容和相关效益情况,提供一些借鉴意义。

[关键词] 土地整理；项目；效益分析

如今，土地整理是提升耕地质量和改善农业经济的重要途径

之一,有关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并且农业作为社会安定、经济发

展与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工作, 其实施土地整理项目效益分析是十

分必要的。科学有效的进行土地整理,是耕地保养与土地合理利用

的重要形式,也是合理缓解人地关系的重点部分,有助于改良农业

生产环境、条件和模式,提升土壤肥力,同时也有助于加强农村农业

的基础性地位,优化农业经济结构,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从而增加农

民的创收能力。相关管理部门应努力进行水、田、林、路、村的综合

整治模式,并配套专业的基础设施,保障农业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力

和发展力,从而不断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以及集约化的经营

模式,保障农民经济利益的有效增长。那么接下来,本文就将主要分

析项目区的实施条件, 进而叙述项目实施工程内容和相关效益情

况。

１项目区实施条件分析

土地整理项目应当通过实际的勘测调查后, 合理明确项目区

的具体位置、类型、规模以及性质。并在勘测进程中主要熟悉项目

区的整体地形,并明确灌溉排水的条件和位置。及时了解周围的交

通情况。除此以外,还要合理勘测项目区的水文、气象、土壤、地质、

农作物种植结构、电力条件以及建筑材料等内容,将项目实施的基

础条件合理明确在具体的范围框架之内, 包括内部条件和外部条

件,以便综合确定土地整理项目的相关施工内容。

2 项目实施工程内容

2.1 灌溉与排水工程

灌溉与排水工程的施工应以因害设防、因地制宜的原则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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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科学把控布设坡面的行、排以及蓄水工程,落实好行水有沟、排

水有渠、沉沙有凼、蓄水有池的举措,并在项目区的整理进程中,消

除相应的洪涝危害,排除多余积水,依据地形地势科学设置排水体

系,为了防治淤积和水土流失,合理拦截径流,要依托实际情况有效

的设立道路边渠、水渠以及蓄水沟渠。

2.2 土地平整工程

土地平整的工程要依据设计规范, 并有效结合地形条件和传

统田块的布局情况,充分结合规划的科学性与田块的美观性,对传

统的土地田块进行平整归纳,科学征求周边农民的意见,合理对密

集分布的田块进行合并工作,并对新增耕地的部分进行适当平整。

地块的分格与平整要有助于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和水土保持, 达到

水体灌溉集约化、机械化耕作的目的。

2.3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

这项工程主要指的是岸坡防护工程、农田林网工程、坡面防护

工程以及沟道治理工程, 相关的管理部门要依托土地区域实际情

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2.4 道路工程

为尽早实现机械化耕作和科学的农业管理模式, 要依据规划

目标,将规划好的道路工程分为生产路和田间道,并依据现场探测

需求合理征求农民的意见,田间道重点维修原有农村道路,并适时

修建生产道,而田间坡则要依据地形条件科学界定修理范围。

3效益分析

3.1 生态效益分析

土地整理项目的生态效益评价应遵循几个层面, 一是要符合

政府环境保护、法规和环境功能规划的需求。二是要保持项目主体

工程与生态环境治理设施同步设计、施工和使用的原则。三是要协

调发展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采取定量分析的指标,包括林草覆盖

率、土地垦殖率、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以及绿色植被覆盖率等指标内

容。

3.2 社会效益分析

而社会效益则主要分析土地整理项目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以及

耕地动态平衡的作用,看其能否促进社会新农村的建设发展,是否

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步调的一致, 切忌一味追求项

目的经济利益。社会效益的考查有助于降低社会纷争和矛盾,避免

产生不利的社会后果和影响, 同时也有助于降低土地项目的运营

风险,提升投资的总体经济效益。除此以外,土地整理项目的顺利实

施有助于促使资金、劳动力、技艺的科学流动,能够高效吸纳农村

闲散劳动力融入进土地的整理项目中,为其提供社会就业,增加农

民的财富收入和土地产出,并且带动周边建材、建筑、化工、交通运

输以及种子等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实现总体的动态健康平衡。

3.3 经济效益分析

经济效益的分析应首先运算出单位面积的投资和项目总体投

资,单位面积投资应遵照土地项目建设的规模面积进行运算,只有

项目单位面积的投资或新增耕地单位面积投资越小, 则经济效益

越高。而项目区经历过土地整理后,能够设立以高产、高效以及优

质作物为主导的农业种植结构,主要为传统耕地增产收益、新增耕

地收益以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后的三类经济效益。新增耕地效益

的运算以农作物种植面积、单价、类型、单产以及成本综合进行运

算。新增的耕地因为土壤肥力一般,所以土地单产偏低且成本较高,

总体的经济年产值也就偏低。而传统耕地在落实好田间道路工程、

土地平整工程、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以

及土壤配肥工程等举措后,能将土地的质量提升,因此促使生产成

本降低且单产能力提升,总体的年产值能够大大增加。除此以外,在

土地整理项目实施后,能够建立高产、高效以及优质作物为主导的

农业种植结构,科学通过国家主导,将农户传统种植的油菜、水稻的

水田改用种植番茄一类的蔬菜,同时将传统的小麦、玉米的旱地改

用为种植经济果林,以此来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率,增长土地项目区

的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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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土地整理是提升耕地质量和改善农业经济的重要

途径之一,有关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需要引起相关土地整理部门

的重视,要重点分析项目区的实施条件,合理安排土地整理项目的

施工内容,并综合分析土地整理项目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综

合效益, 不断促进我国土地整理项目朝着更为科学和完备的方向

进行发展,提升我国的农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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