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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市区联动  强化成果运用   

高质量推进全市旅游资源普查工作 
 

市文化旅游委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旅游工作的

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按照敏尔书记

在全市旅游发展大会上对旅游资源普查工作的指示精神，迅速厘

清工作思路、创新工作举措、制定工作标准，高质量推进全市旅

游资源普查工作。 

一、品类多、覆盖广，精准摸清全市旅游资源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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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组织全市各区县开展资料收集整理、实地调查、内业整

理、单体评价、成果入库和汇交工作，基本完成全市旅游资源普

查工作任务。据初步核审，各区县共报送旅游资源单体 15013 个，

旅游资源单体密度约 0.18 个/平方千米，区县自评优良级旅游资

源单体 2994 个，占比 20%，其中：五级旅游资源单体 229 个，

占比 2%；四级旅游资源单体 522 个，占比 3%；三级旅游资源单

体 2243 个，占比 15%。全市旅游资源单体共涉及 8 个主类，占比

100%；23 个亚类，占比 100%；基本类型 111 个，占比 97%。自

然类旅游资源单体 4468 个，占比 30%；其中地文景观类旅游资源单

体 2059 个，占比 14%；水域景观类旅游资源单体 1420 个，占比 9%；

生物景观类旅游资源单体 838 个，占比 6%；天象与气候景观类旅游

资源单体 151 个，占比 1%；人文类旅游资源单体 10545 个，占比 70%；

建筑与设施类旅游资源单体 7111 个，占比 47%；历史遗迹类旅游资

源单体 2272 个，占比 15%；旅游购品类旅游资源单体 666 个，占比

5%；人文活动类旅游资源单体 496 个，占比 3%。市级专家组复评

确定了全市 120 个五级资源单体，新增了 4 个基本类型。 

二、定标准、强联动，扎实有序推进普查工作过程执行 

（一）突出强化顶层设计。市文化旅游委在多方收集、整理

资源普查相关资料、先后两次赴贵州考察学习的基础上，反复征

求相关专家、学者以及有关单位意见建议，经评审后呈报市政府

审定同意，于 2019 年 6 月印发了《重庆市旅游资源普查实施方案》

和《重庆市旅游资源普查技术要求》，指导全市开展旅游资源普查



— 3 — 

工作。工作推进过程中，根据各区县报送的阶段成果和反馈信息，

结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旅游资源普查工作技术规程（征求意

见稿）》，再次组织相关专家和市级技术服务单位，对全市资源普

查工作进行了评估，细化了工作重点和举措，提出了“三个步骤

三个重点”的工作程序，于 2019 年 9 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明确

推进全市旅游资源普查工作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进一步优化简

化了工作流程，统一了普查标准和操作流程，为指导全市旅游资

源普查提供科学有效的执行标准和程序。 

（二）突出强化组织领导。报请市政府同意组建了由市旅游

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和各区县组成的资源普查领导机构，下设市旅

游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文化旅游委），负责普查日常

工作组织协调；市旅游经济发展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作为协作

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协助做好普查相关工作。各区县（自治县）

相应成立旅游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负责本行政区内旅游

资源普查工作。 

（三）突出强化市区两级联动。为全市一盘棋推进资源普查

工作，市文化旅游委招标委托重庆数字城市科技公司作为市级层

面技术服务单位，同时邀请相关市级专家组建专家团队，为全市

旅游资源普查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各区县自主确定专

业技术团队，开展本辖区资源普查。普查工作标准、技术要求及

工作方法自上而下进行布置、培训，普查成果自下而上进行汇交、

汇总，突出市区两级整体联动，紧密协作，协同推进全市资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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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工作。 

（四）突出强化试点先行。按照“试点先行+全域铺开”的

工作思路，在长寿区、开州区、奉节县开展普查工作试点，总结

实际普查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公开标准和规范，为全市

资源普查提供示范样板。 

（五）突出强化技术支撑。招标委托第三方公司建设了重庆

市旅游资源普查数据管理数据库，包含三个子系统：一是普查成

果数据入库系统，实现旅游资源普查成果数据质检入库和区县评

价分级；二是普查成果数据汇交系统，实现区县旅游资源数据库

标准化汇交和市级复评；三是旅游资源综合查询系统，实现旅游

资源基础信息的定位、浏览、查询、修改、统计分析，有效提高

后续管理和成果转化利用的便捷度。 

（六）突出强化质量把控。严格成果把关，把好“四道关口”，

确保普查质量。一是强化区县自评。由区县对标技术要求，按工

序对普查各环节进行自评把控，把好普查第一道关；二是强化技

术自动筛查。数据管理系统设置了数据入库、出库规则，通过系

统甄别，把好普查第二关；三是强化市级全面初审。由市级执行

单位组织专家团队，对区县汇交的普查数据成果进行 100%市级

核查，确保普查成果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规范性，把好

普查第三关；四是强化市级专家组复审。组建市级复评专家团队，

对区县优良级旅游资源单体进行复评，统一全市评价标准，确保

评价结果“横向可比”，把好普查第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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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突出强化督促指导。建立了督查通报工作机制，对进

展缓慢、落实不力的单位进行全市通报。定期召开普查工作后进

区县督促调度会，确保普查工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盲区、

不留死角。 

三、重应用、抓转化，创新拓展资源普查成果应用深度 

（一）加快推进普查扫尾工作。一是督促各区县根据专家优

良级资源复核评审意见进行补充修正，及时提交市级技术服务单

位整理汇总。二是督促各区县根据市级技术服务单位初审意见对

资源普查成果进行修改完善，全面完成全市数据汇交。三是加快

编制全市和各区县普查成果文本、图集、数据库等资料，形成规

范标准、市区两级、便于管理的成果体系。 

（二）进一步加强普查质量把控。一是组织市级专业团队初

审。组建专业团队加快对区县汇交的普查数据成果进行全覆盖初

审，从旅游资源单体的完整性及规范性、位置准确性、多媒体完

备性进行详细审核，形成市级初审意见，待区县开展补查、完善

后再行复审。二是组织市级专家会审。组织经验丰富的旅游资源

专家对区县优良级旅游资源单体进行复评，统一全市评价标准，

确保评价结果“横向可比”，形成市级优良级旅游资源单体会审意

见。三是组织市级专家终审。组织市级验收专家，对区县旅游资

源普查成果，包括文字成果、图件成果、数据库成果进行全面专

业评审，形成区县旅游资源普查验收意见。 

（三）科学推进成果转化利用。一是突出重点资源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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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招商、开发。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制定旅游资源开发

管理办法，依托自身资源优势，采用文字、图像、动态视频等设

计和包装，打造一批新的优质旅游产品，以激发投资兴趣，提高

招商成功率。二是优化完善旅游资源数据管理系统，依托重庆市

社会公共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对主管部门、行业、公众开放普查

成果，充分发挥普查综合效益。三是以“重庆旅游云”为载体，

策划实施不同类型资源、产品的主体宣传营销活动，打造重庆旅

游资源和产品宣传推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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