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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泉鲤政办〔2020〕67 号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鲤城区
文物和传统建筑调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高新区管委会，各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

《鲤城区文物和传统建筑调查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第

43 次常务会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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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区文物和传统建筑调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文件要求，在市文物局的指导下，结合

我区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调查的意义和目标

通过开展文物和传统建筑调查，总体评价我区市级以上文物

保护单位、“三普点”和文化遗产埋藏区的现有状态，为建立科

学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和推进重点工程建设提供依据，实现

文物和传统建筑档案标准化、动态管理，提升我区文物保护工作

科学化水平，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

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调查范围和登录内容

（一）调查范围

1．在原有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和“三普点”名录基础上

进行调查；

2．对鲤城区地下文化遗产埋藏区进行调查；

3．对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传统建筑构件进行调查。

（二）登录内容

包括每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三普点”和地下文化遗

产埋藏区的名称、位置、地理坐标、年代、类别、数量和文物特

征等基本情况；文物本体的保存情况和损毁原因；文物的所有权

属和使用管理情况等信息、资料；测绘文物线图、摄制文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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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文物标本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传统建筑

构件材料清单。

三、调查的组织

（一）组织机构

1．区级成立以区文旅局主要领导为组长，市文保中心、区

文旅局、各街道分管领导及区文保中心工作人员为成员的文物和

传统建筑调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区文保中心，主任

由区文旅局分管领导兼任（详见附件）。

2．各街道相应成立文保中心，由街道文物工作分管领导担

任主任，配合本行政区域内社区、企业、学校、部队等单位的文

物和传统建筑调查工作，以召开座谈会、走访知情人、老年人等

形式收集文物和传统建筑线索；配合进行田野调查，做好相关资

料、信息的登录工作，并报区文物和传统建筑调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存档。在调查结束后，要强化属地责任，监督、指导社区做好

日常巡查，配合区文保中心做好全区文物和传统建筑保护监管工作。

3．从区文旅局抽调有关人员并邀请文物专家组成区文物调

查队，对我区原有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三普点”名录和

文化遗产埋藏区进行调查，按调查的技术标准和需求登录全面内

容；指导、配合区文保中心深入社区，做好文物和传统建筑线索

的收集整理工作，根据工作进度对调查进行督促检查和质量抽查，

收集各调查组资料，做好整理及建档工作。

四、调查的技术标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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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一标准

调查实施标准化管理，参照《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

及相关标准和规范》调查规范及技术标准执行。具体包括：

1．《鲤城区文物调查登记表》及其著录说明；

2．技术标准包括文物的认定标准、分类标准、定名标准、

年代标准、计量标准；

3．文物调查信息、资料的采集、存储、汇总、建立档案和

数据库的规范；

4．传统建筑构件的认定标准、分类标准、定名标准、年代

标准、计量标准。

（二）全区汇总

调查以区为基本调查单元。田野调查的组织，文物信息、资

料的采集、汇总、上传，调查档案的建立，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

位、“三普点”和文化遗产埋藏区的编制等均以区为单位。

五、调查的时间安排和实施步骤

（一）时间安排

调查从 2020 年 11 月下旬开始，到 2021 年 1 月 20 日结

束。

（二）实施步骤

1．第一阶段：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主要任务是成立调

查工作领导小组，组建调查队伍，制定调查方案，组织培训，部

署全区文物和传统建筑调查工作，测算调查经费并向区财政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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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等。

2．第二阶段：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主要任

务是实地展开文物和传统建筑调查及信息数据登录工作，做到边

采集、边整理、边审核、边建档。

3．第三阶段：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20 日，主要任务

是进行调查资料的整理、汇总、数据库建设并上报区政府研究。

六、调查数据和资料管理

调查数据和资料由进行田野调查的调查组调查、登录，经专

家组审定后，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分级管理。

调查队在田野调查中，应根据有关规范和标准，对在原有市

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和“三普点”名录上以及文化遗产埋藏区、

具有一定价值的传统建筑构件进行认真调查，如实准确填写《文

物调查登记表》的各项内容，确保基础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

科学性。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调查资

料和数据，如有上述情况发生，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调查资料和数据涉及国家秘密的，相关单

位和人员应履行保密义务，如发生泄密事件，将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区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根据调查结果，建立本行政区

的文物和传统建筑调查档案，并报区政府。

七、调查成果运用

（一）调查工作结束后，区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应对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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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前期调研、业务培训、田野调查、数据资料汇总、整合普

查成果等进行认真、实事求是的全面总结。

（二）根据文物和传统建筑调查结果确定文物分布点和文化

遗产埋藏区等重点区域，并结合古城历史文化遗产分布图形成

“一张图”——全区历史文化遗产分布图（地上+地下）。

（三）建立传统建筑构件回收管理体系。完善传统建筑基础

信息的调查收集工作，梳理有价值的传统构件材料清单，提供给

构件管理单位统一收购管理。

八、保护利用

（一）根据市文管委有关文件精神，将调查成果报省、市文

物部门备案，经上级文物部门同意后，与规划、住建等部门共享

信息，纳入“多规合一”。建设项目规划前期，参照全区历史文

化遗产分布图合理规划，尽可能避开文物分布点和文化遗产埋藏

区等重点区域；无法避开的，按程序提前介入考古勘探，既保护

文物，又避免盲目性，高效服务城市发展，确保文物和传统建筑

保护工作与重点项目建设“两不误”。

（二）区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应与各相关街道、有关部门和项

目指挥部共享文物调查成果，在日常巡查、执法和项目建设过程

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管理保护工作。结合闽南传统建筑构件回

收利用工作要求，推动闽南传统建筑纳入“一张图”，在片区改

造或征迁过程中，邀请行业专家提前进行研判，对具有回收利用

价值的传统建筑构件，由区文旅集团回收管理。建立传统构件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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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平台，回收构件不属国家文物范畴的，可统筹用于各类传统建

筑修缮项目。

附件：区文物和传统建筑调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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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区文物和传统建筑调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黄志军 区文旅局局长

副组长：唐宏杰 市文保中心主任

王泽凯 区文旅局副局长

成 员：雷华阳 江南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

詹 罡 浮桥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

王天燕 金龙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

张伟雄 常泰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

汪毅梅 开元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

吴湘霖 鲤中街道人大工委主任

连英霞 海滨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

陈小玲 临江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

调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区文保中心，主任由区

文旅局副局长王泽凯兼任，主要职责包括：按照调查领导小组的

工作要求，组织开展全区调查工作，负责日常协调工作；制定调

查方案，组织实施各阶段工作；举办调查人员培训班；对各街道

的调查工作进行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和质量抽查；组织调查档案

的建档备案工作，建立调查数据库；完成调查工作总结，向区政

府提交调查工作报告；编制调查经费预算。

以上成员如发生岗位调整，由接任人员替补，不再另行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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