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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1.1 项目提要

1.1.1 项目名称：

深圳市宝湾慈善基金会捐资和阿拉善生态基金会合作在内蒙古阿左

旗哈什哈苏木花棒造林实施方案

1.1.2 项目监管单位：

内蒙古阿拉善林业和草原局

深圳市宝湾慈善基金会

1.1.3 项目受委托单位：

阿拉善盟生态基金会

1.1.4 项目建设性质:

新建

1.1.5 项目建设地点：

内蒙古阿左旗额尔克哈什哈苏木乌尼格图嘎查

1.1.6 建设规模及内容：

项目建设规模：352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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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人工植苗造林、架设围栏，同时辅以浇水、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等抚育技术措施，组织宣传活动和安装宣传牌

1.1.7 项目建设期限：

2022 年—2024 年

1.1.8 投资概算及主要经济指标:

项目总投资 88万元，主要经济指标：花棒 250 元 /株.

1.2 项目设计依据

(1)依据《森林法》、《慈善法》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2)《主要造林树种苗木》（GB600-1985）；

(3)《造林技术规程》 GB/T 15776-2016

(4)《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内林资字

[1992]230）；

(5)《营造林工程建设项目文件组成及深度要求（LY 5141-1999）

(6)《内蒙古自治区造林技术规程》（DB 15/389-2003）

1.3 项目建设目标

到 2024 年完成深圳市宝湾慈善基金会委托阿拉善生态基金会实施花

棒造林项目建设任务 3520 亩，三年造林 176000 穴（50 株/亩）；当

年造林成活率达到 70%以上，三年后保存率 6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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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效益评价

2022 年深圳市宝湾慈善基金会委托阿拉善生态基金会实施花棒造林

项目的实施，是典型的修复区域生态环境工程，可以在腾格里沙漠南

缘增加 3520 亩绿地，增加森林资源储备；起到锁边固沙的生态效益，

通过合理利用花棒资源增加当地农牧民的收入。

1.5 项目建设单位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1.5.1 项目管理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姓名职务：彭家中（阿拉善生态基金会副会长）

联系电话：13804736573

1.5.2 项目技术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姓名职务：陈章泰（阿拉善生态基金会项目事业部）

联系电话：13804739078

1.6 项目资金来源:

主要由深圳市宝湾慈善基金会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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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区基本情况

2.1 自然地理概况

2.1.1 地理位置

额尔克哈什哈属阿拉善

左旗辖苏木。位于旗境西南部

腾格里沙漠腹地，地理坐标为

北纬 37°42″-38°38″，东

经 103°21″-104°10″之

间。面积 8070.6 平方公里，

西北与甘肃省的武威市、民勤

县、古浪县相邻，东与超格图

呼热苏木接壤，南和温都尔勒

图镇交界。项目区所在地在额

尔克额尔克哈什哈苏木乌日图霍勒嘎查境内，地理坐标为北纬 38°

25′24″-38°25′29″，东经 103°30′28″-103°30′36″之间，

距巴彦浩特镇 175 公里处。

2.1.2 地形地貌

项目区位于腾格里沙漠腹地，地形地貌以流动、半固定沙丘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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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形来说，属于阿拉善高原之冲积平原，海拔 1050 米，多为高低

不等 3-20 米的流动、半固定、固定沙丘、平缓沙地及丘间低地相互

交错呈复区分布的地貌类型。沙漠内部沙丘、湖盆、山地、平地交错

分布。其中沙丘占 71%，湖盆占 7%，山地残丘及平地占 22%。在沙丘

中，流动沙丘占 93%，其余为固定、半固定沙丘。主要为带状沙丘及

格状沙丘链，新月形沙丘分布在边缘地区。高大复合型沙丘链则见于

沙漠东北部,高度约 50-100 米。

2.1.3 气候状况

项目区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腾格里沙漠位于中国西部干旱荒漠

区、东部半干旱干草原区与西南部高山高原寒冷区交合部位，属于典

型大陆型干燥气候，以冷热剧变、干旱多风为特征。年平均气温

7.0-9.7℃；一月平均气温-6.7—-12.0℃；极端最低气温-25—28℃；

7月平均气温 24.1-25.7℃，极端最高温度可达 38—42℃。最大年较

差在 60℃以上。无霜期在 145—165 天。全年日照时数 3100—3200

小时，日照充足；≥10℃积温可达 3200—3400℃，热量丰富。年降

水量 100—200mm，从南向西北逐渐减少年平均风速 2.9—3.7m/s，最

多为西北风，其次为东北风，大风日数 20—50 天，沙暴频繁。

2.1.4 水文条件

项目目区位于腾格里沙漠，沙漠内大小湖盆多达 422 个之多，总

面积 5034km
2
。多为无积水或积水面积很小的草湖。湖泊水是沙漠潜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882.htm
http://baike.baidu.com/picture/93157/93157/17284566/11385343fbf2b211c312bf07cf8065380cd78ebe.html?fr=lemma&ct=cover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93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34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30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30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161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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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长期溢出、汇集而成。本区湖表水大部分已成为湖表卤水，矿化

度较高，一般在 10—500g/l 之间。

腾格里沙漠的潜水分布普遍,沙漠下伏的冲积—积洪层中，由于

岩性关系，形成局部承压水。项目区范围内，在 18—25m 处见含水的

砂砾石层，初见水位 18m，承压水头高 5m，矿化度小于 3g/L。根据

调查项目区内潜水分布情况，表明该区域属于富水区，地下水储藏丰

富，水量与水质均满足生活、造林需要。

2.1.5 土壤与植被

项目区位于腾格里沙漠腹地，非地带性土壤主要为风沙土，湖盆

中发育着大片的草甸土和草甸盐土，以及沼泽土等。

根据调查项目区土壤能够满足所选择的乡土树种花棒生长需

求 。

腾格里沙漠植被生活型以多刺旱生及沙生的灌木及半灌木占优

势，疏丛禾本科植物也占有很大的数量。植物种类单纯，覆盖稀疏，

结构简单。大片高大的流动沙丘上几乎不生长植物，在较低的流动沙

丘的迎风坡及背风坡的下部，生长有稀疏的植物，盖度只有 5—10%

左右。，常与其组成群丛的其他伴生的沙生灌木和草本植物有白刺、

小叶锦鸡儿、芨芨草和芦苇。

2.2 社会经济状况

阿左旗地区生产总值由 2016 年的 84.7 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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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9 亿元，年均增长 5.4%；500 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2.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 2016 年的 11.97 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2.14 亿元，年均增长 1.84%；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6

年的 34504 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43694 元，年均增长 6.4%；农牧区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6 年的 15953 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22191

元，年均增长 8.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1.5%。额尔克哈

什哈苏木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23650 元，同比增长 8.9％，乌日图霍勒

嘎查招商引进生态建设企业，采用嘎查集体草原有偿流转方式，实现

集体经济收入 200万元。

2.3 交通运输条件

网通公司接通程控光缆，额尔克哈什哈实现宽带上网，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中国网通等三大通讯公司架设了发射塔，通讯条件极为便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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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设目标、规模

3.1 建设目标

到2024年完成2022年深圳市宝湾慈善基金会委托阿拉善生态基

金会实施花棒造林项目建设任务 3520 亩，三年造林 176000 穴（50

株/亩）；当年造林成活率达到 70%以上，三年后保存率 65%以上。

3.2 建设规模、

2022 年深圳市宝湾慈善基金会委托阿拉善生态基金会实施花棒

造林项目总规模 3520 亩，四至坐标见下表 1，其中：人工植苗造林

176000 穴，架设围栏 9500 米，辅以 3520 亩灌木林浇水 7 次/3 年、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3 次等抚育技术措施。

表-1 建设规模、四至界线表

苏木镇 嘎查 小班号
树

种

规 模

(亩》
四至界线

额尔克哈什哈苏木
乌 尼

格图
750316-WRGT-2022-阿左旗生态基金会花棒3520

1. 0369114,4246919
2. 0368236,4247012
3. 0368201,4247123
4. 0370673,4250554
5. 0370880,4250149
6. 0371126,4249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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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项目实施方案

4.1 区划布局

深圳市宝湾慈善基金会捐资和阿拉善生态基金会合作在内蒙古

阿左旗哈什哈苏木花棒造林项目在额尔克哈什哈苏木乌尼格图嘎查

实施，设置一块作业区。

4.2 项目实施设计方案

4.2.1 立地条件类型划分

表-2 立地类型划分表

4.2.2 造林设计

(1)林种、树种设计

林种为：防风固沙林。

造林树种：花棒

(2)造林方式

人工植苗造林。

(3)苗木选择

造林苗木必须选择选用优良、健壮、根系发达的 1年生苗木，经

作业区 立地条件 土壤 土层厚度 地类特征及主要原生植物群

阿左旗额尔克哈什

哈苏木乌尼格图嘎

查
半固定沙地 灰漠土 80-120 厘米

土壤有机质含量低，项目区原生植被

以沙蒿、花棒、芨芨草和芦苇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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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检疫、检验、分级、包装等处理，具备“两证一签”；长途运输必

须用苫布覆盖，避免根系风吹日晒，并适时进行喷水保湿；到达造林

地如不能立即栽植，应及时拆捆假植。

花棒苗木等级达到《花棒育苗技术规程》（DB65 4107-2018）中

II 级苗以上。

(4)造林时间

造林时间选择在 2022 年春季、2022 年春季上旬。

(5) 造林模式设计

造林模式：

造林模式主要按地形条件自然分布进行栽植，造林规格依据地形

进行，株行距以 3m*3m*6m 为主，初植密度每亩不低于 50株。每穴栽

植 2株，采用水枪深穴种植法为主，株与株之间应按“品”字形配置。

详见造林设计表-3、主要造林模式图。

表-3 人工造林设计表

苏木镇 嘎查 林班号 树种

作业面

积

亩

造林规格 m 种植（穴）

额尔克哈什哈

苏木

乌尼格

图

750316-WRGT-2022-

阿左旗生态基金会
花棒 3520 3×3×6 176000

需苗量（株） 2 株/穴
360800（含 5%
苗木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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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林灌木纯林造林模式（3m×3m×6m），如图-1：

-3m-- 3m- -6m- -3m- -3m- -6m-

-3m- -3m- -6m- -3m- -3m- -6m-

花棒

4.2.3 造林技术措施

1 整地技术

水枪深穴种植法中，当土壤墒情好，沙地含水较高时可以采用机

械打穴的整地方式；对干燥的半固定沙地还可采用水车拉水结合柴油

水泵抽水至空心钢管作为冲击水枪，通过水泵的压力，将水直接射入

沙丘中形成栽植孔，然后将苗条插入栽植孔，并用水枪将苗条周边的

沙土冲入空隙，填满封实。

2 苗木栽植及辅助技术措施

①苗木栽植前的保护措施：

在苗木栽植前要进行保护和处理，起苗时要尽量挖深，避免损伤

根系，保持根系的完整，运至造林地的苗木挖沟假植。假植完后，为

保证根部不致失水，要在假植沟内灌入充足的水，如假植时间过长，

要注意翻苗查看,防止捂苗。

②苗木栽植方法：

人工植苗每穴 2 株，栽植时保持苗木直立栽植于穴中央，要求苗

木根系舒展，防止窝根或根系上翘外露。作业要求：栽植时要对苗木

根系进行保护性修剪；剪除受伤根系，短截过长的主根和侧根，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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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取随栽。

③浇水

浇水次数：共浇水 7次。

第一年 3 次，以后每年 2 次，可根据墒情进行合理调整。

浇水时间：新植苗随栽随浇，种植后第一月内浇 2水，其余年份

里，浇水时间及用量可根据当地的降雨情况进行调整，浇水一定要浇

透，正常情况下需水量大约 0.3m
3
/穴。

浇水方式：全部采用水车拉水浇灌，浇水时要控制水量不易过大

过急，要使水渗入植株根底，浇水后要踩实根部的沙坑。

3 种苗需求

根据项目建设规模及标准，完成 3520 亩建设任务,共需花棒苗

360800 株（含苗木损耗为 5%），详细需苗量见表-3（造林设计表）

4 苗木来源

本项目建设所需苗木主要来源于本旗周边苗圃。

4.2.4 补植

造林保活率＜70%需补植；补植苗木要与项目初植品种、规格为

准，补植位置可随地形变化适当调整。

4.2.5抚育

项目抚育年限为 3 年。

1.培土：管护人员要随时检查，发现有被风刮出根系的苗木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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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培土，以保证苗木的正常生长。

2.有害生物防治：

（1）白粉病：主要危害苗木，7～9 月间发生，8 月发病率最高。

防治方法：注意勿使苗木过密，圃地过湿。得病后用 0.3 波美度石硫

合剂每隔半月喷洒 1 次，或于刚发现时即用波尔多液喷洒，防止蔓延。

（2）蚜虫：幼苗、幼林均易发生为害，5 月间一度盛发，盛夏

期较少，到秋季再度盛发。可喷洒 40%乐果乳剂 2000～3000 倍液，

或 80%敌敌畏乳剂 3000 倍液防治。

（3）古毒蛾：食叶性害虫，一年两代；6～8 月为害最重，严重

者几天内可将树叶吃光。防治方法：①冬、春间，卵孵化前收集并消

灭虫茧。②幼虫群居性强，可用人工剪除叶片火烧。③幼虫期用 80%

敌敌畏 1000～2000 倍液，或 90%敌百虫 1000 倍液喷洒。

（4）有害生物防治的所用药品必须为阿拉善盟林业主管单位审

批后方能使用，具体有害生物防治的实施要有专业人员现场指导，并

在防治后醒目处设置警示标牌，并告知周边牧民，注意自家牲畜的防

护。

4.2.6 辅助设施实施方案

围栏设计

根据项目区实际情况，以防止牲畜破坏，需架设网围栏 9500 米

（含 3%坡度系数）。

(1)围栏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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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栏导线走向根据地形而定,每间隔 10m 设立一根线桩，下边纬

线离地 16cm；每间隔 200m 设立一根加强桩（间距可根据地形地貌进

行造当调整），每拐角处设立一根角桩，加强桩、角桩入土深度 50cm，

地面高度 150cm；围栏顶端加一道刺丝，刺丝与上边纬线距 20cm，每

个路口设通行门。门桩、角桩需地锚加固。

a、栽桩

放线要求：按照规划设计定点标记进行放线，围栏线每两个线桩

须成直线，桩距 10m。

栽桩要求：两角桩之间的围栏线桩必须保持在同一条直线上，每

隔 10m 栽一根线桩，要求栽桩深度为 50cm，地面高度 150cm。围栏直

线距离 200m 时选择一合适位置，在网片和刺丝受力方向，安装内斜

支撑杆一根，并用螺栓固定。

出入大门配置：在安装围栏前预留好大门的位置。大门宽度3.6m。

一组大门包括角钢门桩两根，门扇两扇，每根门桩分别用两根内斜支

撑杆支撑，另配螺栓分别固定门扇及支撑杆。

b、网片架设

铺网：编结网铺放在围栏线路的内侧，靠向线桩，从角桩或加强

桩起始，沿围栏线路展开。

接网：当一卷编结网铺完后，另一卷编结网的始端用挽结式接头

与已铺开的编结网的末端连接。

张网：把编结网各纬线剪齐后，分别绑在角桩或加强桩上，绑结

时应使经线与桩平行，用张紧器把连接好的编结网的各纬线张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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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捆绑方法把纬线依此绑结在线桩上。

绑结：用绑结的方法把已架起的编结网各纬线自上而下绑结在线

桩上。

c、刺钢丝的架设

放线：沿围栏线路展开刺钢丝圈。

架设：把展开的刺钢丝端头绑在角桩或加强桩上，用单头张紧器

把刺钢丝张紧后，把刺钢丝另一端绑结在线桩上。

绑结：用绑结线把已架起的刺钢丝绑结在线桩上。

吊钩：均匀地钩系在编结网上边纬线与刺钢丝之间。

(2)维护围栏：由于项目地处腾格里沙漠，受气候、环境等干扰

因素的影响，风沙对围栏造成危害较大，在项目实施 3年中，需要对

9500 米围栏中存在破损、沙埋、丧失围护功能的围栏进行维护。

4.3 项目宣传

4.3.1 宣传活动

捐赠单位可结合项目开展义务造林活动，围绕捐赠项目进行生态

保护宣传活动。

4.3.2、 宣传牌设计

（1）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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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牌平面图

捐款单位标识牌规格 120cm*150cm，高 180cm。

宣传牌正面内容以项目简介以主，背面是项目区划图。标识牌内

容以捐款单位，坐标、株数为主。

(2)安装

在项目区显要位置安装宣传牌，杆脚处埋深 80cm，底部要灌以

混凝土加以固定，进行抗风沙、抗倒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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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设进度安排

深圳市宝湾慈善基金会捐资和阿拉善生态基金会合作在内蒙古

阿左旗哈什哈苏木花棒造林项目建设期限：为 2022 年—2024 年。

5.1 人工造林项目建设进度安排

1、建设进度安排

2022 年 1 月-3 月上旬，完成项目外业调查，确定地界，编制项

目作业设计，完成委托合同签定。

2 月下旬-3 月上旬，完成苗木、围栏采购，5月完成围栏的安装。

3 月中旬-4 月上旬，完成造林整地，进行人工植苗造林。

9 月上旬进行造林成活率验收

5-12 月，进行抚育管理及管护工作；完成项目执行情况总结，

并自查验收。

2023 年 3月上旬，进行浇水及补植。

4-12 月，进行抚育管理及管护工作，9月上旬进行造林成活率验

收。

2023 年 10 月进行围栏维护， 2024 年全年抚育，10月进行保存

率验收。

2022 年施工阶段进度安排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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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22 年）植苗造林施工进度安排表

时间

内容

3 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

月

9

月

1

0

月

1

1

月

1

2

月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 - - - -

整地 ● ● ● ●

栽植 ● ● ● ●

浇水 ● ● ●

病虫害防治 ●

架设围栏 ● ●

验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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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投资概算与资金来源

6.1 编制依据

1 国家林业局颁布的《林业工程项目投资估算指标》

2《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建设及重点工程建设与投资标准》

3 有关林业工程建设项目的编制办法，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现

行价格进行投资预算和编制

6.2 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 88万元，其中：人工造林直接费 79.2 万元；围栏安

装直接费 9.41 万元；宣传费 1.3 万元，病防费 1.06 万元，建设单位

管理 5 万元，检查验收费 1.5 万元，技术指导、勘察、设计等工程服

务费 0.5 万元，档案管理费 0.5 万元

主要经济指标：花棒 250 元/株（见项目总投资概算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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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22 年人工造林项目投资概算表

序号 建设内容 单位 数量

资金来源

单价 中央投资

（元） （万元）

合计 88.00

一 直接工程费用 79.20

1 造林直接费 68.74

1.1 苗木费（花棒） 株 360800 0.2 7.22 1 年生苗

1.2 整地费 穴 176000 0.3 5.28

1.3 种植费 穴 176000 0.3 5.28

1.4 灌水费 穴 176000 1.5 26.4 7次/3年

1.5 假植费 穴 176000 0.1 1.76 运输、工人

1.6 管护 年 3 30000 9 3年

1.7 补植 穴 4600 30 13.8

2 围栏直接费 9.41

2.1 围栏材料 米 9500 6.5 6.18

2.2 围栏运输 米 9500 0.84 0.80

2.3 围栏安装 米 9500 1.5 1.43

2.4 维修围栏 1.01

3 病防费 亩*3次 3520 3 1.06 3年

二 工程建设管理费用 8.8

3 宣传费 1.3

3.1 宣传牌 块 1 5000 0.5 材料、安装

3.3 捐赠宣传经费 0.8 3 年

4 建设单位管理费 5 3年

4.1
项目管理人员野外

补助
3 3年

4.2 油费 2

5 检查验收费 1.5

6 专业技术服务费 0.5
技术指导、

勘察、设计

7 档案管理费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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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资金来源

全部资金来源于深圳市宝湾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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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效益评价

7.1 经济效益评价

由于本项目属生态治理类，是保护生态相关组织实施的公益项

目，无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因旅游带来的间接效益未来可期，项目

实施过程中，给当地剩余劳动力提高就业机会，项目建设成林后，通

过合理的利用花棒采种及饲料价值来为当地农牧民创收。

7.2 社会效益评价

阿左旗额尔克哈什哈苏木地处干旱荒漠区，由于项目区自然生态

环境的相对脆弱，过度的放牧导致土地沙化，要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

和地域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通过生态建设和对农牧业结

构进行调整，助力当地沙产业发展，实现农牧民脱贫致富。

7.3 生态效益评价

近年来额尔克哈什哈苏木开展以种植花棒治理沙漠的生态模式，

立足哈什哈沙漠旅游资源精心打造“花棒花海文化节”生态建设品

牌，创建集生态游、科普游、探险游、观光摄影、文学创作为一体的

旅游发展格局，为阿左旗探索文化旅游产业，推动沙漠生态治理迈出

了重要一步。将腾格里沙漠南缘进行锁边固沙，形成的花棒资源，对

当地荒漠系统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尤为重要，并促进灌-草生态系统的

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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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综合评价

深圳市宝湾慈善基金会委托阿拉善生态基金会实施花棒造林项

目实施，是典型的修复区域生态环境工程，可以在腾格里沙漠滩地中

增加 3520 亩绿地，增加森林资源储备；通过发展旅游来增加当地农

牧民的收入。

项目的实施，总的来看主要是以改善当地生态环境，防沙治沙为

主，项目实施后该区域成林后，随着规划区内经济的发展，生态效益、

经济和社会效益会逐步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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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项目组织管理

8.1 组织管理

深圳市宝湾慈善基金会委托阿拉善生态基金会实施花棒造林项

目，由阿拉善生态基金会做为受委托方，进行项目的组织落实，根据

捐赠协议的要求成立专门服务团队进行为期 3年的实施、监督。团队

配备专业技术及管理人员，负责工程的实施及技术指导，保证工程质

量。

由阿拉善生态基金会负责选择项目地点，确定施工组织方案；再

由专业的造林团队完成 3520 亩造林任务。阿拉善生态基金会全面负

责协调和抓好项目的落实，负责解决项目执行中的重大问题，督促、

落实项目资金的拨付到位、配套及使用情况；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及协

议要求进行检查、监督，并组织项目检查验收，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

评价，做好各类资料的立卷、归档，接受出资方对工程质量，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审核。

8.2 保障措施

8.2.1 项目管理措施

加强工程管理，积极发挥监管和指导职能，严格按照合同规定进

行项目操作，受委托方要编写实施方案，根据项目施工组织方案实行

统一计划部署安排进行有序施工，项目施工后，阿拉善生态基金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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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自查，完成对计划执行情况自查报告，施工过程中对各个环节进行

全程监管，秋季验收组织有资质第三方进行核查验收，阿拉善生态基

金会每年提供项目执行年度总结报告。

8.2.2 施工管理及技术保障

项目实施过程中，阿拉善生态基金会和施工单位组织专业技术组

对造林各个环节进行监督，技术组要严格按造林规程要求进行技术指

导；施工单位做好施工日志，注意处理好与嘎查及牧民的关系，施工

过程中要安排专人负责安全工作，做到文明施工。

8.2.3 质量管理措施

严格把控苗木、围栏质量，检查架设围栏，补植造林等关键环节，

加强工程质量管理。做到造林前有设计，实施中有指导，完工后有检

查。同时做到种植穴不合格不造林，种苗不达标不造林。要做到使用

种苗，必须经过质检部门的验收才能造林，林地不抚育不予验收等规

定。

8.2.4 档案管理措施

严格执行工程年度计划和资金计划及完成情况，按捐赠单位归

档，档案资料要有专人负责，及时收集，妥善保管。档案内容主要包

括组织管理、计划文件、作业设计、合同书、检查验收、财务管理等

方面的文件、图表和相关电子资料。并建立健全信息沟通机制，及时

报送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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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资金保障

资金要做到专款专用，管理透明。强化资金使用监督，按合同要

求审计稽查，杜绝截留、挤占、挪用工程资金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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