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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简况 

为改善南湖水体质量，恢复湖区生态系统，实现南湖水质、生态及景观的全

面提升，让南湖重现“秀水泱泱”的美丽画卷，嘉兴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市水投公司）投资约 2.6 亿元实施了南湖生态环境修复工程（一期），工程

范围主要为南湖及采菱桥港、长盐塘、青龙港、张家门港、金谷港等入湖河道区

域，常水位时总水面面积约 0.77km2，其中南湖水面面积约为 0.52km2；工程内

容主要包括五个部分，一是入湖水量优化调度，二是生态补水，三是环保疏浚，

四是湖体微地形改造，五是湖区生态系统修复；工程目标为至 2021 年 7 月，南

湖大部分区域水体透明度达 0.8-1.0m，沉水植物覆盖率达 25%左右。项目环境影

响以生态影响为主。该项目已于 2020 年 6 月 1 日由嘉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予

以备案，项目代码为：2020-330400-76-03-134974。2021 年 01 月委托浙江大学编

制了《嘉兴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南湖生态环境修复工程（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批稿）》，同年 01 月嘉兴市生态环境局以嘉环建[2021]1 号文作了批复。 

2020 年 11 月开工施工准备，2021 年 05 月工程完工，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

也同步竣工，投入试运行。目前该项目已完工运行且相应环保设施及措施完成并

投入运行已具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1.2 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南湖生态环境修复工程（一期），为整体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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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2.1 设计简况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与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是

本项目的设计施工总承包中标单位，2020 年 10 月签订了《南湖生态环境修复工

程（一期）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合同文件，其中“第二部分 通用合同条款”“第

三部分 项目专用合同条款”中“10.4 节 环境保护”专门就承包人的环境保护工作

责任和义务作了具体约定。相关内容见附件一。 

2020 年 08 月完成了该项目的《初步设计》，同月，嘉兴市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以嘉生态示范市创【2020】100 号文作了《关于南湖生态

环境修复工程（一期）初步设计的批复》。《初步设计》设有“10 环境保护”专

章，对环境现状、环境影响分析、环境保护对策及措施等作了说明，基于贯彻了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中的环保要求，与主体工程配套的噪声防治、粉尘（扬

尘）防治、废水收集处理、固体废物等环保设施做到“同时设计”。 

 

2.2 施工简况 

本项目采用“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施工单位也是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与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 

2020 年 11 月 03 日，净水降浊工程、疏浚工程、水量调控工程、水生态修

复工程等各单元工程开工施工准备。 

2020 年 12 月 25 日净水降浊工程完工，2021 年 02 月 03 日疏浚工程完工，

2021 年 04 月 27 日水生态修复工程完工，2021 年 05 月 15 日水量调控工程完工。 

2020 年 12 月补水设施配套的环保设施完工，2021 年 02 月环保设施开始调

试，2021 年 05 月调试结束。相关公告材料见附件二。 

2021 年 05 月整体工程投入试运行。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较好的落实了《嘉兴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南湖生态环

境修复工程（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及其环评批复（嘉环建【2021】

1 号）的要求，做到了本项目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同时施工、同时建成”。 

 

2.3 验收过程简况 

2022 年 12 月 5 日，市水投公司成立了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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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开展了验收自查；2023 年 03 月委托嘉兴弘正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正

检测）进行了验收监测；2023 年 03 月 09 日~2023 年 03 月 10 日，弘正检测对本

项目进行了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 

2023 年 04 月，弘正检测出具了《检测报告》；根据现场监测和调查结果， 2023

年 10 月编制完成了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调查报告（会议稿）。 

2023 年 11 月 12 日，嘉兴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于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南湖

生态环境修复工程（一期）”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现场会，参会成员包括嘉兴

市生态办、市生态环境局、设计单位（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检验监测单位（嘉兴弘正检测有限公司）、

环评单位（浙江大学）、特邀专家等相关单位代表。验收会形成的验收意见结论

如下： 

南湖生态环境修复工程（一期）已完工运行，验收资料齐全。工程施工期和

运行期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要求中的环保措施，环保设施运行正常，不

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规定的不得提出验收合格意见的

各种情形，验收组同意本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 

 

2.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验收调查报告”编制过程中，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水

利水电》（HJ464-2009）进行了公众意见调查工作，主要以发放调查表的形式。

调查结果表明，本项目设计、主体工程及配套的环保设施施工、试运行和验收期

间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公众对本项目的环保工作总体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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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和区域削减方案落实情况 

3.1 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 

本项目属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根据原环评及其批复、《固定污染源排污

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等文件，不需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3.2 区域削减方案落实情况 

根据原环评及其批复，本项目无总量控制要求，不涉及区域削减和落后产能

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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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4.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日常环保管理机构。本项目由嘉兴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管理，建立

环保管理体系，配备必需的环保工程师和环保技术员。 

2、管理制度和台账要求。制定环境管理制度、补水设施的操作运行规程，

钢坝闸门运维要求，水生态修复沉水植物养护管理等；认真做好本项目补水设施、

固废台账记录和台账管理工作，并做好存档，以备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查询。 

3、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施工期，加强了对施工船舶的安全管理，遵守船舶

交通秩序，严格执行清淤作业制度和操作规程，没有发生施工船舶溢油事故。运

行期，本项目的风险物质主要是补水设施各种水泵、搅拌机械、超磁分离机等机

械设备维修保养更换的废机油，机械设备维保服务外包。建立和完善突发环境事

故应急预案。 

4、环境监测计划。本项目在正常运行后，应按有关技术规范落实原环评中

的常规监测计划，主要监测内容包括补水设施的废水、噪声，确保主要污染物长

期稳定达标排放。 

 

4.2 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落实情况 

1、根据原环评及其批复，本项目无需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2、本项目不涉及移民安置与征地拆迁事项。 

 

4.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1、本项目实施区域涉及两个文物保护单位，分别是小瀛洲岛上的仓圣祠（舞

蛟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湖心岛上的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址（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在南湖水域环保疏浚时严格按设计要求保持与湖心岛的距离

25m 以上，并采用绞吸式环保挖泥船，振动较小，对文物保护单位没有带来不良

影响。 

经走访这两个文保单位有关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项目无论是施工期，

还是现在的运行期，对文物保护单位没有带来安全、风貌破坏、污染等不良影响。 

2、陆生生态调查表明，在施工组织设计中合理布置施工总平图，尽量减少

施工临时占地范围、面积；施工结束后，涉及的陆域临时占地已全部及时得到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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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辅以景观绿化。 

3、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已完成自主验收，嘉兴市水利局于 2022 年 11 月出

具了验收报备回执（验收回执【2022】38 号），见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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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整改工作情况 

根据《南湖生态环境修复工程（一期）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意见》，本次

验收不涉及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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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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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