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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为了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

代化的若干意见》（中发〔2021〕1号）文件精神，进一步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

革，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创新农村集体

经济运行机制，我县决定落实草原“双权一制”（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经营

责任制），做好草原确权承包工作，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西藏自治区草原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等规定和要求，按照《西藏自治区草原承包

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调查技术规程》要求，结合我县草原承包工作实际，

制定本实施方案。

1.1 目的与任务

1.1.1 目 的 

在全县第二次草原普查成果基础上，参照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利

用最新卫星遥感影像，以承包农牧户（到户、到联户、到组）为单位实地勘测

调查， 全面细化和完善全县草原承包经营权基础数据，掌握详实准确的全县草

原承包经营权现状和变化情况，进一步建立健全草原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实现

草原确权成果信息化管理与共享，满足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调解处理草原纠

纷、完善补贴政策、征地补偿和抵押担保等各项工作需要。

1.1.2 任务 

1)查清草原承包经营权状况

查清发包方、承包方的名称，发包方负责人和承包方代表的姓名、地址、

承包方草原承包经营权权属等信息；查清承包草原的名称、面积、四至、空间

位置、草原用途等信息。

2)建设草原承包数据库和信息系统

建立集影像、图形、权属为一体的草原承包信息数据库和信息系统。

二、地理位置

安多县，隶属西藏那曲地区，安多，藏语意为“末尾或下部”，地处西藏

北部，著名的唐古拉山脉南北两侧，东与青海省治多县、杂多县、西藏聂荣县

为邻，南与那曲县接壤，西与班戈县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513339&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181080&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8437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84364&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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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湖县搭界，北靠青海省格尔木市，是西藏地区的北大门；属高原亚寒

带气候，全县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

地形属高原山川类型。以唐古拉山主脉为脊，无数大小山峰造迄连绵，高

低起伏，由西向东，北有唐古拉山、可可西里山和祖尔肯乌拉山，中部有托尔

火山，南部有桑卡等山脉，是中间高南北低、西高东低之势，由中部唐古拉山

主脉的6604米逐渐下降到店北的4704多米、唐南的4500多米，形成“屋脊”

状。

安多县属高原亚寒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空气稀薄，昼夜温差大，四季不

分明，多风雪天气。无绝对无霜期。年日照时数为2847小时，年降水量为435毫

米。自然灾害主要有雪灾、旱灾、风灾、冻灾、涝灾、冰雹等。县城年平均气

温—2.8℃，最冷的一月份平均气温—14.6℃，最热的七月份平均气温7.8℃，

年大风日数在200天以上。

三、工作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5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2013年6月29日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7

号）；

5)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

6) 《分类与编码通用术语》(GB/T10113-2003)；

7)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GB/T13923-2006)；

8) 《地理空间数据交换格式》(GB/T17798-2007)；

9)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18314-2009)；

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11)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09）；

12) 《归档文件整理规则》（DA/T22-2000）；

13)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规程》（NY/T2537-2014）；

14)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要素编码规则》（NY/T2538-2014）；

15)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数据库规范》（NY/T2539-2016）；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79856&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1245&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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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数据库建设技术指南（试行）》

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数据库成果汇交办法（试行）》

（农经办〔2015〕13号）；

1)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图制图规范（试行）》（农经

办〔2015〕23号）；

2) 《国土变更调查技术规程（2020年度试用）》；

3)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草原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藏政办函〔2021〕76号）。

4) 《西藏自治区草原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调查技术规程》

5) 《西藏自治区草原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数据库标准》

四、主要的技术指标和规格

4.1 数学基础 

坐标系统：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

高程基准：采用“1985 国家高程基准”。

投影方式：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数据按 3°分带。

4.2 比例尺 

调查基本比例尺为 1: 10000。基础地理资料较好地区调查可自行采用更大

的比例尺。

4.3 数据单元 

栅格影像和矢量数据均以县级行政区为单位进行划分。

4.4 计量单位 

长度单位：采用米（m），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面积单位：采用平方米（m2），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字。统计汇总

时，面积单位采用公顷（hm2），小数点后保留四位有效数字。将亩作为辅助面

积单位，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五、实施方案

5.1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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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技术路线

5.2 准备工作 

包括制订方案、宣传培训、资料准备、图表及工具准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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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资料收集与利用分析 

资料收集分析是项目开展前的重要准备工作，是草原确权工作的基础。

1.从自然资源局收集资料 

（1）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提取县、乡、村三级工作界线作为本次

调查的范围线；提取草地图斑，作为确权范围、土地性质等的参考。

（2）集体土地确权数据。提取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界线，作为确定承包草

原的权属性质的参考。

（3）高分辨率卫星影像成果。领取自治区统一下发的影像成果，作为调

查、勾绘草原图斑的底图使用。

（4）历年土地征收成果。提取土地征收边界线，作为草原与非草原的界

线。

（5）控制资料。作为实地测量的基础依据。

2.从农业农村局收集资料 

（1）基本草原划定成果数据。收集 2014 年自治区基本草原划定成果，提

取全县（区）草原图斑及其类型、面积等属性信息，作为草原确权时权源、草

原类型及草原等级的参考。

（2）2011年第二次草原普查成果数据。提取草原图斑，作为本次草原边界

界址点、线的勾绘参考。

（3）农村土地（耕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提取承包地块图

斑， 作为与草原图斑之间的界线。

3.从林业和草原局收集资料 

《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林权范围资料。提取林权范围线，作为确定承包

草原与林地之间的参考分界线。已发林权证，但是2011年第二次草原普查将其

纳入确权范围的图斑，原则上本次确权时应予以扣除，但是当扣除后草原面积

小于合同面积时，可通过民主协商确定，由农牧民代表大会决定是否扣除；未

发权证的，协商解决，避免数据重合。

4.从民政局收集资料 

行政区划和行政区划代码。行政区划作为行政区域界线成果入库上交。县

级及以上行政区划代码统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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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乡镇、村级、组级行政区划代码从各区县民政局收集，作为确

定发包方编码的主要依据。

5.从牧民收集资料 

（1）户籍信息。身份证、户口簿，作为草原承包方及其家庭成员信息的主

要来源。

（2）2011年第二次草原普查颁证成果。包括草原承包合同、草原承包经营

权证、草原补助登记卡以及涉及草原承包经营权设立、变更、转让和灭失的会

议记录、决议和表决结果等，作为本次牧户或联户级草原确权的权源依据。

5.2.2 调查工作底图制作 

以自治区下发的DOM为基础，叠加行政区划、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集体

土地确权、农村土地（耕地）确权、林权等数据，以村（组）为单位制作调查

底图。

5.3 权属调查

权属调查是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草原承包经营权进行调查，查实承包草

原空间位置、界址点、四至、草原用途及相关地名地物与权利人的基本信息，

填写相关调查表格。权属调查是本次草原承包经营权调查的核心内容，是草原

承包经营权登记的重要环节。

5.3.1 发包方调查及编码规则

1）调查内容

发包方调查内容包括发包方的名称和负责人姓名、地址等。

2）确定发包方

农牧民集体所有的草场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

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牧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

国家所有依法由农牧民集体使用的草场，由使用该草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

3）编码规则

（1）代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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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方代码由两段1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其代码结构如图5.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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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发包方代码结构图

（2）编码方法

在发包方代码结构中，县级段代码位数6位，表示县级及县级以上行政区，

按GB/T2260的规定执行；镇级段代码位数3位，表示街道(地区)办事处、镇，按

GB/T10114的规定执行；村级段代码位数3位，表示行政村或村集体经济组织，

由所属镇（街道）编订；组级段代码位数2位，表示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或村民小组，代码从01开始，按升序编码，最多编至99，由所属行政村编订。

（3）赋码规则

在发包方代码结构中，当村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为发包方时，

组级段代码范围为01～99；当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会员为发包方时，组级

段代码用“00”表示；当镇（街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时，村级段代

码和组级段代码分别用“000”和“00”表示。承包期内，发包方因行政区划调

整、村组调整而变化时，发包方编码按调整后编码。

5.3.2 承包方调查及编码规则

1）调查内容

a.家庭承包的承包方调查内容包括承包方代表的姓名、地址以及农牧户家

庭成员等情况；

b.承包方草原承包经营权权属信息，包括草原承包经营合同和草原承包经

营权证等信息。

2）确定承包方代表

承包方调查以收集到的2011年第二次草原普查的草原承包经营合同、草原

承包经营台账、已经颁发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和其他合法权属资料为基础，农

牧户家庭成员信息以户口簿、婚姻登记证或户籍证明资料为基础。承包方代表

按以下情形确定：

a.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上记载的人；

b.未依法登记取得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的，为在承包合同上签字的

人；

c.前两项人员不一致时，以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人为准；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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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项规定的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因其他原因无法确认的，为

牧户成员推选的人；

e.承包方代表为农牧户成员或农牧户推选的人时，可通过填写承包方代表

声明书方式予以确认。

3）家庭成员调查

家庭成员以现有承包关系的实有成员为基础进行登记，已故、外迁人员

（如入伍、国家公职人员、外嫁等）、新增人员（如新生、嫁入、入赘等）予

以记载，在成员备注中予以注明，并计入家庭人口总数。

4）编码规则

（1）代码结构

承包方代码由两段18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其代码结构如图5.4.2所示：

XXXXXXXXXXXXXX       XXXX

序列顺序码

发包方代码

图3承包方代码结构图

（2）编码方法

在承包方代码结构中，第一段为发包方代码，按照发包方编码规则进行编

码；第二段为4位系列顺序码，代码从0001开始，在发包方代码后按升序编码，

最多编至9999。

（3）赋码规则

在承包方代码结构中，第一段采用发包方编码赋码规则；第二段采用系列

顺序码，由4位数字构成，具体划分为：0001～8000表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牧

户（联户），8001～9000表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个人及其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

的个人，9001～9999表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单位及其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

位。

承包期内，承包方的代表人或者单位名称发生变化的，承包方编码保持不

变；增加承包方，新增承包方在原承包方代码最大顺序号后续编；承包方草原

承包经营权全部灭失后，该承包方代码作废，作废代码不再赋予其他承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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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承包草原地块调查及编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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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查内容

对每户的承包草原地块进行逐一实地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承包地块的界

址及界线走向、面积、空间位置、四至、草原用途、草原利用类型及相关权利

人情况。按照确权确地和确权确股不确地两种调查方式，分以下情况执行：

a.凡草原已承包到户、四至明确清晰的，都要调查到户确权确地；

b.对草原规模流转、土地整理等原因导致原有承包地块四至难以明确的，

在所涉整块草原外边线测量定位基础上，采用虚拟还原、按序排位等农牧民认

可的方法确权确地，虚拟还原的应依据四至边界未打破前的影像或示意图进行

还原，按序排位应按原承包面积与实测面积所占系数的大小划分承包地块，由

农牧户协商确定排位方式。

c.对整村整组共有等特殊情况，经发包方申请报县政府审核批准后可确权

确股不确地。对所涉草原进行测量定位绘图，根据原有总分关系确定承包农牧

户承包面积。向承包户颁发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书，确权方式注明为“确权确股

不确地”。

2）确定地块边界

界址点、界址线坐标是确定承包地块地理位置的依据，是丈量承包地块面

积的基础数据。采用图解、实测等方法对界址点、界址线进行测量。

（1）图解法

在DOM上直接勾绘承包草原地块边界，获取界址点、界址线。根据实地指界

调查形成的调查草图、调查记录、承包地块调查表，以正射影像图数据为基

础，在计算机上采用作图软件将权属界址(界线)矢量化上图，注记承包方名

称、地块编码、合同面积，以及其他权属信息和相关信息。

矢量图上界址点、权属界线应与影像严密套合，移位一般不大于图上

0.1mm，影像不清时最大移位不得大于图上0.3mm。应表示清楚权属界线与界标

物的关系，以相应线型进行表示，以单线线状地物中心线为界的权属界线应严

格按影像中心进行矢量化按相应线性表示。

对地块四至描述起关键作用的地物信息，如沟渠、道路、田坎、居民地、

荒地等需进行矢量化，最小上图面积为图上1mm。

（2）实测法

对于在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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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被遮挡、分辨不清、实地已发生变化或有争议的草原地块，利用精密单

点定位（PPP）或者RTK技术，采用实测法测量。实测法所用测量仪器应在使用

前进行检定，并提供检定合格证明资料，测量人员必须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作

业。

（3）范围

依据二轮草原承包台账（权证）和2011年第二次草原普查成果数据成果，

参照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农村土地（耕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成果、林权资料范围，确定地块边界。现场调查中的道路、沟坎（大型）、湖

泊、河流、冰川、裸岩地、居民区等非草地图斑应扣除。涉及湖区草地、林草

混交草地，应以水岸线和林地边线为界，向草地侧设置不少于15米的缓冲区。

（4）界址设立与界址点编号

承包地块以草原承包经营权界线为设立依据。界址点设置的原则如下：

①界址点的设置能够准确表示界址线的走向；

②相邻承包地块的界址线交叉处应设置界址点；

③承包地块依附于沟渠、道路、田坎等现状地物的交叉点应设置界址

点；

④界址线类型发生变化时，变化处应设置界址点。

3）编码规则

（1）代码结构

承包地块代码采用两段19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其代码结构如图5.4.3所示。

图4承包地块代码结构图

（2）编码方法

在承包地块代码结构中，第一段为发包方代码，按照发包方编码规则进行

编码；第二段为5位系列顺序码，代码从00001开始，在发包方代码后按升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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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最多编至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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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赋码规则

在承包地块代码结构中，第一段采用发包方赋码规则；第二段代码赋码范

围为00001～99999。

在承包期内承包草原的名称以及草原利用类型等发生变化时，承包地块编

码保持不变；承包地块界址发生变化，承包地块代码在相应的最大承包地块顺

序码后续编，该承包地块代码作废，作废代码不再赋予其他承包草原。

5.3.4 权属调查情况处理

（1）土地所有权存在争议的承包经营权登记

与其他村民小组或单位之间存在土地所有权争议的，应先申请国土资源部

门调查、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明确土地所有权后，再进行草原承包经营权登记。

草原所有权一时难以明确的，可以暂缓登记。

（2）存在承包经营纠纷土地的登记

对于承包地块和边界存在争议的，由草原承包登记工作小组根据实际情况

拿出处理意见协调解决，纠纷解决后再进行登记，或者按第二次草原普查承包

方案确定登记。承包纠纷一时难以解决的，可以暂缓登记。

（3）承包方分户的承包地登记

对第二次草原普查以后承包方分户的，按照分户以后各方对土地的占有现

状进行登记，按所分户数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存在争议的，先由当事人

解决争议再进行登记。

（4）丈量土地引起相邻农户承包纠纷的处理

对于实测丈量土地以后发现相邻农户的承包地界畔位移较大的，按应分承

包地实测丈量确定的新界畔进行登记。对随之而来的以前年度利益补偿问题，

按处理农村草原承包纠纷的途径和程序规定，由当事人申请处理。

（5）出嫁女和入赘男的承包地登记

出嫁女和入赘男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其在原居住地的承包地不得

收回。新居住地变更分配承包土地时，应将其纳入分配承包地范围。新居住地

已给其分配承包地的，现居住地村民小组有向原居住地村民小组告知的义务，

原居住地不再保留其承包地。

（6）劳务输出农民的承包地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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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以农民外出务工经商而影响承包土地登记。对于常年外出未归、未委

托代理人又无法联系的外出人员，可按正常情况办理登记，其土地暂由集体经

济组织按集体地代为管理，代管期间承包金纳入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收入。

（7）移民搬迁农民的承包地登记

经当地政府批准整建制移民搬迁的，如果没有并入新居住地的村民小组，

仍按原承包土地进行登记；若并入新居住地村民小组，按合并村民小组的情况

登记。农户自行跨村民小组迁移的，不适用此类情况。

5.4 审核公示 

5.4.1 公示材料准备

制作公示表、公示图、户籍信息表，组织县（区）自然资源局、发包方、

农牧户到场审核确认。公示表内容包括承包方代表、合同面积、草原名称、草

原编码、四至信息；公示图是将承包草原地块叠加影像，注记草原编码、草原

等级、面积、比例尺等信息；户籍信息表包括发包方内所有承包方代表及其家

庭成员的户籍信息。

5.4.2 审核公示

将公示图、表进行张榜公示，公示期至少为 7 天，组织农牧户在公示期内

进行信息核实，对有疑问的地方进行记录。重点核实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核实承包方代表姓名与身份证是否一致；

（2）核实地块位置形状是否正确；

（3）检查地块与表格是否有效对应，有地块合并或分割的标注在图上；

（4）确定承包面积与实测面积差别较大时是否改动；

（5）缺地漏地补充。

一轮审核确认提出的问题进行实地确认修改，再进行二轮公示确认。如再

有问题需实地调查修改，然后进行张榜公示，直至修改无异议为止。

5.4.3 勘误修正和结果确认。

对公示的问题需实地调查进行修改。公示无异议的，由承包方代表签订公

示无异议声明书、公示信息表、公示图，同时根据调查和公示结果以承包方为

单位制作草原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由发包方、承包方（代表）进行签

章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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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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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西藏自治区草原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数据库标准》进行草

原承包信息数据库建设和信息系统建设。

建立集影像、图形、权属为一体的草原承包经营权数据库，确保调查成果

满足草原承包经营权调查数据管理、承包合同管理、确权登记颁证管理、流转

管理、纠纷仲裁管理等信息管理功能需要，并与不动产登记平台实现无缝对

接。

5.6 建立登记簿并签订合同

5.6.1 完善草原承包合同

根据此次草原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调查的结果，完善农村草原承包经营权

合同。

5.6.2 申请

由农户提出登记申请，与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

5.6.3 建立登记薄

根据乡镇上报的登记资料，由县级草原承包管理部门按照统一格式建立草

原承包经营权登记簿。草原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应当采用纸质和电子介质。为避

免因系统故障而导致登记资料遗失破坏，应当进行异地备份。有条件的地方，

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多地备份。

5.6.4 打印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书

根据矢量数据制作承包地块示意图，并结合台账、承包方信息表和发包方

信息表，制作打印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书。

5.6.5 编码方法

（1）代码结构

承包合同和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代码结构一致，均由两段19位阿

拉伯数字（字母）组成，其代码结构如图所示。

（2）编码方法

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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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方代码                      承包方式代码   

图5承包经营权证代码结构

在承包合同和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代码结构中，第一段为承包方

代码；第二段为承包方式代码，用1位英文字母表示。

（3）赋码规则

在承包合同和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代码结构中，第一段采用承包

方编码规则编制；第二段根据农业部和甘肃省规定采用不同代码命名，汇交农

业部数据库中承包合同和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采用“J”表示家庭承

包，采用“Q”表示其他方式承包；汇交数据中，承包合同采用“H”表示，草

原承包经营权证采用“Z”表示，登记簿采用“B”表示。

承包期内，新增承包合同和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其编码在承包

合同和农村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第一段（承包方代码）最大顺序号后

续编；承包方草原承包经营权全部灭失后，该承包合同和草原承包经营权证

（登记簿）代码作废，作废代码不应再赋予其他承包合同和草原承包经营权证

（登记簿）。

5.7 颁发权证 

包括权证打印、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或联户或牧户承包地块示意图制作

粘贴等。

草原承包经营权证是草原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农牧户享有草原

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县级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登记薄内容，向承包方颁发

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书。

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以承包方为单位，注明草原承包方式，内容包括：发包

方名称、承包方代表姓名、地址、承包期限、权利人以及内容变化情况、承包

草原名称、四至、面积、编码等内容。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应按照不动产统一登

记要求执行。

六、资料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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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纸质成果整理、分类、归档等工作，遵循三级归档的原则。包括外业

调查成果、数据库成果、图件及汇总表格成果、公示成果以及相关文字材料报

告等在项目完成后及时归档。经检查合格后，对确权成果进行分类整理。整理

时通常分为两类：能够继续进行下一步工作的权属材料，即调查成果合格；不

能继续进行下一步工作的权属材料，即调查成果不合格或权属尚有问题的材

料，对这些内容需附详细的情况说明。分类完成后，将权属调查表和有关调查

材料，按发包方为单位分别装袋，整理归档。文件袋封面应注明发包方名称、

编码、份数等内容，以便于保管使用。

成果汇交清单如下：

（一）文字成果

主要包括工作方案、技术设计书、纠纷调解协议书、工作总结、技术总

结、检查验收报告、申请书、委托书、报告、决议（意见）以及会议记录等材

料。

（二）图件成果

主要包括工作底图、公示图、地块分布图、数字正射影像图、牧户示意图

等图件。

（三）簿册成果

主要包括草原承包台账、草原承包合同、发包方调查表、承包方调查表、

承包地块调查表、草原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公示表、草原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

归户表等簿册。

（四）数据库成果

主要包括草原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数据库。

（五）其他成果

除上述成果以外的过程性和说明性资料（包含电子版）。

七、成果质量检查

安多县草原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行三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即

作业员的自检、作业队的互检、作业单位及安多县草原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

证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专检和上级部门验收。

7.1 检查工作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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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检：自检比例内外业均100%检查；

互检：互检内业为100%，外业不低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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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检：任务完成情况、技术设计书、技术总结、检查记录均进行100%检

查；内业抽样比例不低于20%、外业检查比例不低于20%，巡视检查比例不低于

40%。

7.2 检查的主要内容

（1）调查成果检查主要包括各类精度（界址点、面积等）检查、指标的合

格性审查等；

（2）调查程序（指界、作业、公示、确认等）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3）形成的要件成果（数、图、册、簿及形成的其他成果）是否符合规范

要求；

（4）数据库检查主要对需要提供的数据成果在分层、属性结构、字段命

名、数据字典、数据格式、编码规则、拓扑关系等方面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5）统计数据的一致性检查主要针对统计汇总的数据成果与原始数据、图

件、簿册之间进行一致性检查。

八、质量保证措施

8.1 项目管理

根据国家、西藏自治区关于草原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相关技术规范，我司

精心组织成立项目部。项目部领导小组以我司总经理为项目行政主管、副总经

理为项目经理，目的是统一对项目的技术、质量及工期进行管理。项目经理下

设项目技术负责、项目副经理，分别主管项目技术生产、项目成果质量监督及

项目后勤管理。项目技术负责及项目副经理下设外业技术部、内业技术部、技

术质量部、财务部、后勤管理部等5个部门；下设5个作业组，具体负责项目实

施。

生产岗位的作业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按照技术设计进行作业，并

对作业成果质量负责。在生产中应用的计算机软件及需用的各种物资，应能保

证满足产品质量的要求，不合格的不准投入使用。

技术质量部，贯彻技术标准及质量文件，对作业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和检

查，处理质量问题，组织实施内部质量审核工作。对检查发现的不合格产品，

应及时进行跟踪处理，做出质量记录，采取纠正措施。不合格品经返工修正

后，应重新进行质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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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部是项目开展的指挥部和决策中心，统管整个项目的计划、组织、实

施、控制、协调以及有关方面的外部沟通，负责各作业组的协调工作，统筹项

目资源。

作业组长是生产的直接指挥者，是班组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班组的

安全生产全面负责。生产过程要严格按照有关操作规程进行，发现问题应及时

汇报。

各小组之间互相沟通、有机协调、各尽其责。通过这种既有分工，又有联

合，既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监督，各部门又能协调一致，层层把关，责

任分明，任务明确的组织管理方式，可以确保调查任务优质、高效、按时、保

质顺利完成。

8.2 资料管理

资料成果管理是项目实施的基础，必须做到存放有序，交接手续齐全，责

任到人，保证可追溯性。

（1）存放有序，配备必要的资料柜、箱、袋等，各类资料成果应分类、编

目存放，便于使用，做到防火、防潮、防虫、防盗等。

（2）与业主和相关方收集或移交资料成果，必须办理交接手续，内部使用

也要办理手续，确保资料成果可追溯性。

（3）资料成果以谁使用谁负责保管，每个小组由组长或指派人员负责管理

小组内资料成果；项目派专人负责资料成果管理。

8.3 工期保证措施

（1）本工程施工质量要求较高，施工难度较大，为了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合理安排各作业流程，减少穿插，避免相互制约。

（2）成立以总经理为组长、相关人员参加的作业领导小组，健全岗位责

任，从组织、制度、控制方法上、防范措施上保证总工期目标的实现。

（3）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并将其落实到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

成员，做到层层落实，责任到人，加强三级验收制度，确保每一项工作的完成

都是保质的，严格按设计、标准、规范作业，避免出现返工现象，使每一项工

作顺利按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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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

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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