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采购需求

一、普查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

（国发〔2021〕32号）关于旅游资源普查的决策部署、《文化和旅游

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旅游资源普查工作的通知》（办资源发〔2022〕94

号）和《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开展旅游资源普查工作的通知》(甘

文旅厅通字(2023)12号)及市文广旅局《关于开展全市旅游资源普查

工作的通知》要求，为摸清全县旅游资源家底，增加资源储备，进一

步保护和开发文化旅游资源，全面推动成县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

基础保障，决定在全县开展旅游资源普查工作。

二、普查目的和意义

开展旅游资源普查，是深入落实省市区（县）“四强”行动，做

深做细“五量”文章系列部署，持续推进三大区块能级提升，实现旅

游资源保护和科学利用、推动旅游业实现高质量增长的一项基础性工

作;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全面查清和掌握全县旅游资源状况，进一

步发现、拓展和整合旅游资源，为优化旅游空间布局、科学编制旅游

发展规划、动态管理旅游资源、宣传促销旅游产品、招商推介旅游项

目提供基础依据。开展旅游资源普查,有利于促进优质旅游资源向优

质旅游产品转化，向广大群众展示更多、更优、更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对推动全县文化和旅游工作展现新风貌、取得新突破，助力文化旅游

强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普查对象和范围

（一）普查对象：全县范围内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

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

和现象。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国家

标准，旅游资源分为8大主类、23个亚类和110个基本类型。

（二）普查范围：成县范围内所辖14镇3乡，245个村。

四、工作任务

完成全县现有、开发中和具有旅游潜力的各类旅游资源约600个

单体的普查工作。包括各部门资料收集整理分析、预目录编制、实地

调查、单体填报入库审核、与省市级平台对接、绘制旅游资源普查图

集、编制普查报告、表格统计和成果归档等。

五、普查原则

（一）坚持普查与调查结合的原则

对各部门、各行业掌握的资源数据，通过梳理调查归类入库资

源数据平台；对各地尚未发现、但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旅游资源，通

过实地普查纳入资源数据平台。强调普查对象的资源属性，要区别区

分于产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普查工作方式，方法和成果展示

形式，提高普查工作效率，实现旅游资源动态化管理，扩大普查成果

应用范国。

（二）坚持统筹推进、分级协作的原则

坚持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总体统筹、部门协同共推、各乡镇具

体实施、公众积极参与相结合，发挥各自优势，形成高效精简、务实



专业的普查队伍，尽量节省人力。

（三）坚持普适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在充分调研和梳理旅游资源普查工作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总

结出普查工作的一般性程序、任务、成果和技术要求。以普查人员易

理解和易操作为前提，以流程化为主线，实现各程序工作主体明确化、

工作内容清晰化和技术要求具体化。

六、普查依据及方式

（一）普查依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

国家标准、《甘肃省旅游资源普查工作技术规程》和《甘肃省旅游资

源普查工作手册》。

（二）普查方式。本次普查坚持“应普尽普、全面覆盖”原则，

采取“统一指导、各部门协作、分镇推进”的方式进行。县文体广电

和旅游局统一指导各乡镇开展旅游资源普查工作，各相关部门根据标

准、规程和手册，结合实际情况，指定相关联络员配合县文体广电和

旅游局进行资料收集、工作协调等方式共同推进此项工作。

七、普查成果

1、成县旅游资源预目录；

2、成县旅游资源各类调查表；

3、成县旅游资源普查资料搜集清单及相关资料；

4、《成县旅游资源普查工作总结》；

5、《成县旅游资源普查报告》；

6、《成县旅游资源单体普查表》含照片、视频资料；



7、《成县旅游资源名录表》；

8、《成县旅游资源汇总表（实际材料表）》；

9、成县旅游资源普查图集（旅游资源总图、旅游资源类型图和旅

游资源评价图（含优良级旅游资源图）等3 类图件）。

八、报价要求：

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包含：完成招标文件规定的招标

范围全部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

九、服务期：合同签订后90天（具体时间按合同签署为准）

十、付款办法：以签订合同为准。

十一、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十二、验收方案：通过省文旅厅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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