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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密

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梅政办〔2020〕8号

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闽清县

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程管理的意见（试行）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历史建筑保护修缮管理，促进城乡建设与文化

遗产保护的协调发展，根据《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福

州市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程管理的意见（试行）》《中共闽清县委

闽清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闽清古厝保护工作的意见>

的通知》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本县历史建筑实际情况，按照科

学保护、合理利用、分类管理、部门协作的原则，经县政府 2020

年第 2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制定以下意见。

一、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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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应当遵循整体性、安全性、延续性原则，

不得破坏其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

本意见适用于纳入以下保护类别建筑物保护修缮工程（以下

简称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程）的实施及管理。包括：闽清县域内

由县人民政府公布的历史建筑；闽清县域内省、市人民政府批复

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历史建筑群、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保护规划确定的建议历史建筑等。

二、责任主体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统筹、协调全县历史建筑保护修缮

管理，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属地历史建筑保护修缮的日常巡查及

违建管理、开展宣传教育；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技术指导；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县城建监察大

队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管理。

历史建筑的保护责任人负责历史建筑的维护和修缮。

三、分类及管理流程

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程分为轻微修缮、应急抢修工程、修缮

工程、迁移工程。

（一）轻微修缮。专业技术要求不高的日常保养和不涉及破

坏历史信息、风貌特色的微修缮。轻微修缮在实施前，保护责任

人可依据《福州市历史建筑保护修缮改造设计技术导则》、《福州

市历史建筑保护修缮改造施工技术导则》实施，或向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咨询和接受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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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急抢修工程。指因建筑突发危险或濒危，或保护责

任人不明等原因，为确保建筑的防雨防水防火及结构性安全防护

而采取的临时加固、排危措施。应急抢修工程在施工前，保护责

任人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抢救保护咨询并接受技术指导。

（三）修缮工程。指对建筑本体及周边环境进行的以恢复整

体历史风貌、合理使用为目的的局部或全面的保护性修缮及环境

整治工程。修缮工程管理流程为：

1.勘察设计。保护责任人应当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历史建

筑查勘、结构安全评估，依据历史建筑保护规划及保护图则，参

照历史建筑保护修缮改造相关技术规范编制修缮设计方案（含消

防保障方案、修缮清单、预算等内容）。

2.方案审查。保护责任人通过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提交历史建

筑保护工程修缮方案审查申请。收到申请后，乡镇人民政府进行

初审，审查内容包括：（1）保护责任人是否明晰；（2）修缮类型；

（3）历史建筑保存情况，是否存在违建；（4）核对普查成果。乡

镇人民政府初审通过后，转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由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征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意见后，出具审查意见。有

特殊重大的历史建筑修缮项目，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专家

对修缮设计方案进行论证。

3.组织施工。保护责任人应在施工前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申请施工标识牌，并在现场展示真实修缮效果图和历史建筑保护

价值等信息，按照审定的历史建筑保护修缮方案开展施工，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定期组织专家对现场质量、安全进行技术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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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所属乡镇人民政府对修缮过程进行日常巡查，发现未按方

案进行施工，对历史建筑造成破坏的，下发整改通知单。

4.竣工核验。修缮工程完工后，由保护责任人组织设计、施

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工程预验收。预验收通过后，由保

护责任人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核验，

各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审阅有关资料并现场查验后出具核实意见。

保护责任人汇总相关部门验收核实文件，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申请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四）迁移工程。历史建筑应实施原址保护，因公共利益需

要进行建设活动，对历史建筑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

保护的，在规划管理环节，应当根据《福建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条例》要求，由项目建设单位提出申请，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专家论证，经县

人民政府同意，报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

同级文化（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同时上报市历史文化名城

管理委员会备案。历史建筑普查成果因项目建设需要，无法实施

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的，需报县人民政府批准。

经批准后，迁移工程的管理流程为：

1.保护责任人应委托有资质的测绘单位对落架前的建筑进行

测绘、记录、安全评估等工作，并出具正式的测绘报告，测绘报

告应提供建筑原地块周边环境信息。根据测绘结果委托有规划设

计资质的单位编制迁移保护规划方案，并明确迁建后的建筑用地

功能及建筑使用功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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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护责任人将迁建保护规划方案提交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审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建筑所

在乡镇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及专家联合审查。若涉及控规调整的，

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审查后的建筑迁移保护规划方案（含地

块控规调整图则）上报县人民政府研究审定。

3.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建筑迁移保护规划纳入闽清县“多

规合一”平台，由保护责任人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办理规

划相关手续。

4.按照修缮工程的流程进行勘察设计、方案审查、组织施工

和竣工核验。

四、工程资质管理

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程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实

施。

（一）勘察设计单位需具备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设

计资质或文物主管部门核发的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

（二）施工单位需具备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古建筑工程专业

资质或文物主管部门核发的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

（三）监理单位需具备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监理资

质或文物部门核发的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

（四）对于重要历史地段内历史建筑或重要历史建筑保护修

缮工程，为保证工程质量，经县人民政府同意后可提高实施单位

的资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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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权登记和交易管理

本意见的适用对象随土地出让的，在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程

竣工验收后，可办理产权登记。由业主单位委托有资质的测绘机

构出具修缮后的建筑产权面积测绘报告，连同历史建筑保护修缮

工程的相关全部材料，向县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申请办理不动

产登记。对于土地出让合同中未约定不可转让的，在办理产权登

记后，可办理销售手续，对外销售。

涉及征收、收储且不随土地出让的，由县政府指定接收部门

办理产权登记。

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月 22 日

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月 2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