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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

泉港区滨海后龙乡村振兴项目。（以下简称“后龙

乡村振兴项目”）。

2. 项目建设目标和任务

（1）项目建设目标

1921文创园，既有建筑39栋，计划改造建筑26栋，

新建建筑1栋。功能包括艺术展览中心、创意工作室、文

化产品商店等，旨在提供文化创意产业展示和交流的平

台；巷往老街，既有建筑29栋，全部进行改造。侧重于

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复兴，包括传统商铺复兴、文化展览

空间、手工艺人工作坊等，促进旅游和地方经济发展；

港情区。设计为展示港区公共空间，包括户外表演区、

大排档、户外钓鱼等，提供相应服务，提升居民生活质

量与生活消费。同时项目兼顾“平急两用”复合功能，

形成“平急两用”乡村文旅综合体。“平时”服务生产

消费生活，用作旅游、生活消费、休闲等；“急时”转

换功能、抵御风险。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经现场踏勘后

进一步深化，最终以委托单位确认的经审查通过的方案、

施工图纸为准。

（2）项目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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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范围及主要内容

项目包含改造和新建两部分，其中改造部分用地面

积约4万平方米，改造建筑栋数约69栋，改造建筑面积约

3万平方米，主要为功能改造、立面改造、设施改造；新

建部分用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新建建筑约5栋，新建

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古街改造、配套

服务设施等。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经现场踏勘后进一步

深化，最终以委托单位确认的经审查通过的方案、施工

图纸为准。

4.项目总投资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14500万元。

5.项目建设地点

泉州市泉港区后龙镇后龙村。

（二）项目背景

泉港区滨海后龙乡村振兴项目的立项背景深植于国

家与地方对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高度重视之中。

近年来，随着“文旅+”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泉州市作为

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地理位置的城市，被赋予

了新的发展使命。泉州市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文件，如

《泉州市“文旅+”专项行动方案》（泉政办〔2023〕17

号）、《泉州市新形势下促进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

激励措施的通知》（泉政办规〔2023〕9号）等，明确了

将文化和旅游资源深度融合，打造文化旅游产业为龙头

的发展方向。结合这些政策，港街1921（后龙）项目旨

在通过保护和复兴老街区，打造集文化创意、艺术展览

和商业活动为一体的综合文创园区，响应泉州市对于发

展文旅产业、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布局。

本项目规划选址在泉州市泉港区后龙镇，是一个历

史悠久且文化底蕴深厚的古镇，蕴藏着厚重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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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为本项目的发展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和无

限的潜力。后龙镇的历史可追溯至宋元时期，当时的“八

角井”“镇水塔”“三孔井”等文物遗址，以及明、清

时期的古民居，都是见证这一时期繁华历史的宝贵证据，

并且留存至今。这些历史遗迹不仅展示了后龙镇丰富的

历史文化，也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建筑艺术。

明清时期，后龙镇更是发展成为一个商贸繁华的海商聚

落。古民居大多坐西北朝东南，冬暖夏凉，展示了独特

的闽南建筑特色。街区内的商铺、药铺和书院等设施林

立，形成了“街在巷中，巷在街中”的独特格局，其中

“一港两街一码头”的布局尤为突出，生动地展现了后龙

镇作为古代重要商港的繁荣场景，也是本项目改造建设

重点。

在现代化进程中，后龙镇的历史与文化得到了有效

地保护与传承。无论是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称号，

还是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充分证明了

后龙镇在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的独特价值和重要成就。这

些荣誉不仅为后龙镇带来了国内外的关注，也为促进当

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本项目正是基于对

后龙镇区域内旅游资源的深度挖掘与整合需求。

（三）建设的必要性

1.重大战略和规划层面的必要性

泉港区滨海后龙乡村振兴项目紧密契合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和乡村振兴战略，顺应了新农村现代化深度

融合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推动“海丝”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传承方面，项目不仅具有地域特色，还有助于增强

国家文化软实力。同时，本项目的实施也是贯彻落实《泉

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文旅+”专项行动

方案的通知》的具体行动，有助于实现泉州市农业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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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业政策层面的必要性

泉州市泉港区作为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项

目的建设不仅将丰富和完善区域内的农业和文旅产业

链，还将为泉港区乃至泉州市带来新的增长点。通过整

合后龙镇丰富的水产养殖资源（如紫菜、海带等）和优

美的自然风光，打造集文化体验、乡村研学、农事体验、

电子商务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旨在促进泉港区农业和

文旅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区域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推动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形成规划合理、实施

完善、运行灵活、综合效益显著提升的农业、生产、加

工、体验、研学、电商一体化综合性的产业基地。

3. 经济社会发展层面的必要性

泉港区作为泉州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海

丝文化背景和丰富的历史遗产，具有巨大的农业和文旅

发展潜力。本项目的建设，能够有效地激活这一潜力，

为当地村民提供更多的农业发展机会和生活选择，同时

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稳定。通

过保护和复兴后龙镇老街区，促进再就业和销售当地水

产养殖资源，并结合“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和

电子商务进农村工程，推动后龙镇的特色农产品（如紫

菜、海带等）进入更广阔的市场。项目将通过优化公共

空间和完善市政基础设施，提升村民生活质量，营造宜

居宜业的环境，形成综合效益显著的区域发展模式，满

足农村农业发展为主的需求。

4. 文化传承的必要性

老街的德源钱庄、裁缝店、农具厂和后龙照相馆等

遗址，展示了该地区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这些遗址不仅

仅是过去的见证，更是未来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德源

钱庄作为闽南地区两大钱庄之一，其保存完好的建筑和

内部布局，见证了老街的繁荣历史和金融机构的运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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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裁缝店、农具厂和后龙照相馆则反映了当时村民的

日常生活和手工业的发展。涂坑古建筑群展示了当地的

建筑风格和传统手工业的辉煌。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对

于传承和弘扬地方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能够让后代

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传承。老街的历史文化遗产

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这些文化遗产一旦消失，将无

法再现。通过保护和修缮，可以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

利用，让后人也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传承。这

不仅有助于文化的延续，还能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

供可持续的动力。

（四）编制依据

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

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号）；

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

制度的通知》（国发〔2015〕51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

发〔2014〕43号）；

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

通知》（国发〔1996〕35号）；

财政部《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

法违规融资的通知》（财预[2017]87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全过程

工程咨询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规[2019]51

5号）；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的通知（文旅政

法发〔2021〕40号）；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国内旅游提升计划（20

23—2025年）〉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23〕1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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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改革发展专项规划的通知》（闽政

办〔2021〕45号）；

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福

建省推进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

《泉州市文化旅游发展促进条例》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泉政文〔2022〕7号）；

《泉州市推进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建设实

施方案》（泉政办﹝2022﹞47号）；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新形势下

促进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激励措施的通知》（泉政

办规〔2023〕9号）；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文旅+”

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泉政办〔2023〕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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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选址与要素保障

（一）项目选址

项目位于泉州市泉港区后龙镇后龙村。泉港区位于

福建省沿海中部，东临湄洲湾，南与惠安县毗邻，西南

与洛江区相连，北面同仙游县接壤，介于东经118°41′

—119°01′，北纬25°03′—25°15′之间4。泉港区

是一个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明显的区位优势、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和大力度的政策优

惠的重要城市。位于福建省沿海中部，东临湄洲湾，下

辖1个街道、6个镇。泉港区港口水深港阔，是“中国不

多，世界少有”的天然良港，有着重要的经济和交通意

义。

后龙镇作为泉港区的一部分，是航运重镇、商贸强

镇、滨海美城，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如海商聚落、

华侨建筑、红砖古窑等，同时也是闽南侨乡的代表。后

龙港因其天然的避风港特性，在历史上曾是商贸活动的

重要场所。如今，后龙镇正致力于打造“看得见乡愁”

的石化文旅新城镇。

（二）项目范围图

（二）要素保障分析

（1）项目选址及用地方案合理性

项目用地主要涉及改造现有古建筑和新建设施。改

造工程充分利用现有历史建筑，无需额外征地，但涉及

原有居民产权租赁。新建设施则紧密结合已有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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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减少新征用地，确保项目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共

生。

（2）施工布置合理性

考虑到项目位于历史文化街区，施工布置尽量减少

对现有地貌和古建筑的影响。施工期间，将采取局部围

挡、分期施工等方式，以最小的干预实现工程目标。同

时，施工材料和设备选择将遵循环保和安全原则，确保

施工过程对环境影响最小。

（3）征地安置合理性

对于必要的子项目三的新建设施项目将采用与地方

村委会等部门协商一致的方式，确保征地拆迁工作的顺

利进行。考虑到项目对地方文化旅游发展的推动作用和

社会效益，预计地方政府和社区对项目的支持度高，通

过合理补偿，将确保征地拆迁的合理性和公平性。

同时对需要以修代租的产权应当考虑合理价格租赁

原有居民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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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建设方案

（一）采用规范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城

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GJJ75-97);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50293-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2023年3月1日起实施）；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

《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

2010)（2013年15版）；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201

8)；《建筑给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

0242-2002)（2019年版）；

《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GB/T

50312-2016);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50033-2013)；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17)；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11);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建筑

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建筑结构

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18);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等标准规范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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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方案布局

项目包含改造和新建两部分，其中改造部分用地面

积约4万平方米，改造建筑栋数约69栋，改造建筑面积约

3万平方米，主要为功能改造、立面改造、设施改造；新

建部分用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新建建筑约5栋，新建

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古街改造、配套

服务设施等。

（三）平面设计

1921文创园区位于本项目的西侧方向。文创园区主

要包括艺术展览空间、文化创意工作室。

巷往老街区位于本项目的东侧方向。主要包括文化

复古商业零售店铺。

港情区，位于本项目的东南侧方向。包括大排档和

文娱活动平台空间。



泉港区滨海后龙乡村振兴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四）消防工程设计依据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

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2017）；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

67-2014）；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098-2009）；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设计标准》（GB51251）。

（五）给排水设计依据

《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50788-201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2017）；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年版）；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3（2009年

版）；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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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

7-2014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

B50242-2002）；

《建筑给水排水制图标准》GB/T50106-2010

（六）电力及照明

1.强电设计依据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16-2008）；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

版）；

《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3-2013）；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2009）；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2011）；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50217-2018）；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GB50055-2011）；

《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GB

50062-2008）；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

2012）；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50314-2015）；

《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

67-2014)；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

09-2018)；

《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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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

67-2014)；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2014）；

《福建省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BJ13197-2017）

《10kV及以下电力用户业扩工程技术规范》（DB35

/T1036-2019）。

2.弱电设计依据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16—2008)；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50314—201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公共广播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526-2010)；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GB50348—2018)

《有线电视网络工程设计标准》(GB/T50200—2018)；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11—2016)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

012)；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5017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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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标方案

（一）招标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2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

院令第613号）；

3）《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

4）《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八部

委第2号）；

5）《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第3号令》；

6）《招标公告发布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计划发展委员会第4号令）；

7）《工程建设项目自行招标试行办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5号令）；

8）《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增加招标内容和

核准招标事项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

划委员会第9号令）；

9）《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第11号令）；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11）《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七部委第

30号）；

12）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二）项目的招投标工作程序

应按照相关的规定，以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和

定标的程序执行，具体的工作流程见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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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

拟建项目属“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

项目”“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

应实行招投标制，其建设运营一体化应按规定进行招标，

招标办法和运作模式按有关规定和操作方式进行。根据

国家有关公开招标方式规定进行，由中标方负责包括项

目的勘察、设计、建设（施工、采购）及运营一体化的

总承包任务，其中

1）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最终以项目法人确认的施工

图纸为准。

2）施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施工图纸所载明的全部

施工内容，按照国家现行有关建设工程规范、规程、技

术标准和项目整体全部使用功能要求必须配套完成的工

作内容，做到通过验收整体移交。

3）采购范围：标的范围内所需全部勘察、设计、材

料、设备及设施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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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运营：中标方（若为联合体联入指联合体中

参股出资单位）与项目法人40%: 60%的股权比例成立项

目公司，项目公司具有本项目范围的一切经营运营权，

经营收入归项目公司享有，运营成本由项目公司自行承

担。



泉港区滨海后龙乡村振兴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五、项目运营方案

（一）运营模式选择

在考虑项目的特性、目标及长远发展后，本项目委

托第三方运营管理运营模式，也是本次建设、运营一体

化项目基础。采用委托第三方运营管理的模式。

1. 第三方运营管理能力要求

（1）成功案例

具备丰富的项目运营经验，尤其是在乡村振兴、文

化旅游、文创园区、街区等相关领域有成功的案例和应

用，能够提供具体的案例分析和经验分享。

（2）市场营销能力

拥有强大的市场营销和品牌推广能力，能够根据项

目特点设计有效的市场策略，提高项目知名度和吸引力。

（3）运营管理体系

具备完善的运营管理体系和先进的技术支持，包括

但不限于客户服务、设施维护、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等方面，确保项目的长期稳定运行。

（二）运营模式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14500万元，项目资本金为估算总

投资的3500万元，由项目法人负责出资。其余出资、融

资责任由项目法人承担。

1. 本项目由项目法人通过公开招标方式依法选择

合格的建设运营中标方，由项目法人与中标方共同签署

《建设运营一体化项目合同》及《施工总承包合同》并与

参股出资单位签署《运营合作协议》《股东协议》，组

建项目公司。

2. 在本项目运营范围内可经营事项上的经营权原

则上均归项目公司所有，运营收入归项目公司享有，运

营成本由项目公司自行承担。运营公司各股东按照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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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比例分配运营收入分成，各股东同股同权、共享收

益、共担风险。项目运营需建立统一结算平台，并集中

纳统，按要求上报相关统计报表。

3.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其中项目法人与参

股出资单位的股权比例为40%:60%。双方均以货币方式出

资。各方承诺将根据适用法律及当地有关部门的规定依

法缴纳注册资本，项目公司成立后 90个日历日内各方按

照协议约定及时按股权比例实缴出资不低于100万元，余

资金的到位时间根据项目运营需求及时足额缴纳到位。

（三）运营组织方案

项目组织机构设置方案、人力资源配置方案、员工

培训需求及计划应由项目公司提出，报项目法人同意。

（四）收益分配与绩效管理方案

1.收益分配机制

本项目收益分配机制按以下方式进行

运营期间，建立统一结算平台，并集中纳统，按项

目法人要求上报相关统计报表；运营期间，项目公司应

在次年1月15日前，根据净利润扣除应计提的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并留存运营资金后，确定上一年可分配利润；

上一年可分配利润优先用于运营管理费支付，剩余部分

按股权比例分配并按照绩效考核结果予以调整。

项目各子项目进入运营期起，项目公司应在次年1

月15日前项目法人支付上一年运营管理费。

年运营管理费=项目实际投资×年运营管理费率。

年运营管理费率按每年中标运营管理费率计取。

项目实际投资额以双方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审核后

的项目法人实际对项目支出金额为准。

（2）绩效分配机制

中标方最终可获取的收益，在绩效考核后最终确定。

项目法人根据《运营期绩效评价指标》对项目公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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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服务进行绩效评价，根据绩效评价得分得到绩效考

核系数，用以核算中标方可分配收益。另外，项目公司

年度考核大于85分的，每高一分，项目法人可在参股出

资单位原有股权比例基础上增加1%分配比例，具体以招

标文件和《运营合作合同》确定。

当年度考核分数＜85分时，参股出资单位可分配利

润=项目公司可分配利润×参股出资单位股权比例×考

核系数R；

当年度考核分数≥85分时，参股出资单位可分配利

润=项目公司可分配利润×（参股出资单位股权比例+（考

核分数-85）%）。

2.考核时段

原则上项目运营期每年度应至少开展1次绩效评价。

项目法人主要通过常规考核对项目公司服务绩效水平进

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运营收益挂钩。

每第12个月末进行1次年度考核，由项目法人通知项

目公告之日开始日内进行，并应在7日内完成。

年度考核分数

（S）
S≥85 85>S≥70 70>S≥60 60>S

考核系数R 100% 85% 70% R=S/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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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投融资与财务方案

（一）投资估算依据

（1）《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试用版）；

（2）《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3）《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概算编

制办法》（闽建筑〔2007〕52号）；

（4）《福建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预算定额》（FJ

YD-101-2017）；

（5）《福建省构筑物工程预算定额》（FJYD-102-2

017）；

（6）《福建省通用安装工程预算定额》（FJYD-301

-2017~FJYD-311-2017）；

（7）《福建省园林绿化工程预算定额》（FJYD-501

-2017）；

（8）《福建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2017年版）；

（9）《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

2013）；

（10）类似工程技术经济指标；

（11）福建省泉州市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及相关资料；

（12）泉州市泉港区建筑市场材料信息；

（13）相关的规划条件或设计资料、规范、标准；

（14）国家、省市有关项目投资估算的编制办法等；

（二）投资估算

项目的总投资估算为：14500万元。资金来源多渠道

方式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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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影响效果分析

（一）经济影响分析

就业促进：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将创造大量工作机

会，包括建筑工人、管理人员、服务人员等，有助于降

低当地失业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税收增加：项目运营将为政府带来稳定的税收来源，

包括增值税、所得税、城建税等，增加公共财政收入，

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财政支持。

投资拉动：该项目的实施和成功运营可能吸引更多

的投资进入该地区，促进其他产业链的发展，形成投资

的倍增效应。

（二）社会影响分析

带动当地就业：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将直接创造大量

工作机会，包括施工、管理、服务等岗位，有助于减少

当地失业率。

促进技能提升：通过组织各类培训课程和技能认证，

帮助员工提升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增强其职场竞争力。

促进员工发展：为员工提供公平的职业晋升机会和

良好的工作环境，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社区发展：改善社区基础设施，如道路、绿化、公

共空间等，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增强社区凝聚力。

实施以工代赈：优先考虑当地居民就业，特别是对

弱势群体提供工作机会，减轻经济压力，促进社会稳定。

文化遗产保护：在项目设计和施工中充分考虑当地

文化特色和历史遗迹的保护，避免破坏文化遗产。

环境保护措施：实施环境友好型建设和运营策略，

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三）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污染物排放：建设和运营阶段可能会产生噪声、废

水、废气等污染物，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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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防治：建设活动可能会改变地形地貌概率

较低，增加地质灾害的风险，特别是在施工期间。

防洪减灾：项目地点需考虑周边水系的影响，确保

不会增加洪水风险。

污染物减排措施：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建设和运营阶

段的噪声、废水和废气排放，如使用低噪音施工设备、

废水处理和循环使用系统。

地质灾害防治：进行地质灾害风险评估，实施必要

的地质稳定和治理措施，如边坡防护、地基加固等。

防洪减灾措施：确保项目设计充分考虑洪水控制和

排水系统，以减少洪水风险。

控制水土流失：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如植被恢复、

排水系统建设等，减少水土流失。

本项目需遵守国家及地方的环保政策和法规，如《环

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等。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

项目有望满足相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要求，减轻对环

境的负面影响，促进项目与环境的和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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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主要研究结论

项目建设完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在收集大量现状

和调研的基础上，经过科学地分析、比较和论证。本项

目推荐的建设方案合理，技术上安全、可行，工程上具

有实施性，建议本项目抓紧推进，尽早实施。

（二）问题与建议

1.充分利用政府给予项目的优惠，加快项目的建设

速度，待项目批准后，抓紧进行项目的设计和建设工作。

2.进一步落实项目的资金，以确保工程的建设进度。

3.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对工程的投资、进

度和质量予以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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