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寨县关庙乡“山核桃之乡”产业道路

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名称：关庙乡“山核桃之乡”产业道路项目

地点：关庙乡大埠口村

建设性质：新建

实施单位：关庙乡人民政府

项目负责人：舒期颐

建设期限：2024 年 1 月～2024 年 10 月

关庙乡人民政府

二 O 二四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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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背景

1、村情简介

大埠口村，原大埠口村、银冲村（大竹园组、永红组）合

并而成，位于关庙乡东部，村部距离乡政府 6 公里，该村人口

居住分散，自然村庄地势起伏落差大，除沿路村庄外其它居民

组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灵 、基础设施落后、群众生活

十分困难的高寒山区。全村 4 个村民组，401 户 1658 人，总面

积 28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为 1471 亩。村级经济以林业、

农业、菌药为主。

2、项目政策背景

按照安徽省扶贫办、省财政厅《安徽省扶贫项目管理暂行

办法》（皖扶办〔2018〕116 号）有关规定，项目建设单位要依

据下达的扶贫资金项目计划，及时编制《扶贫项目实施方案》，

加快扶贫项目组织实施工作。根据县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关

于提前下达金寨县2024年第一批财政衔接资金暨第一批统筹整

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金农工〔2023〕20 号文件要

求，认真落实 2024 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项目建设工作，落实全县2024年特色产业链式发展目标任务，

切实改善山核桃基地生产条件，促进群众产业增收。

二、项目建设必要性

该项目位于关庙乡大埠口村大竹园，该地有大片野生山核

桃基地，由于交通等因素限制，产业发展受到限制，为此修建

大埠口村山核桃产业基地配套设施项目，进而改善山核桃基地

生产条件，促进群众产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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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该项目新建大竹园产业基地道路 2.5 公里等配套设施。

四、资金来源

2024 年中央衔接资金 125 万元。

五、项目建设工期和进度安排

（一）2024 年 1 月，为项目前期准备及编制实施方案阶段。

（二）2024 年 2 月至 2024 年 9 月，为项目实施阶段。

（三）2024 年 10 月，为项目验收、审计决算、报账阶段。

六、项目建设管理及群众务工组织方案

1、建设方式

项目采取招投方式建设。

2、实施原则和步骤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实施首先应符合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

建设和审批程序，鉴于本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因此

应按基建程序做好项目的前期工作，为工程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七、保障措施

1、组织管理

（1）乡镇职责：乡镇人民政府为实施工作的责任主体，成立以

分管负责人为组长，纪委书记、项目办负责人、经办人员、驻村干

部、监理人员为成员的项目实施管理工作小组，安排专人具体负责

本乡镇项目的管理工作。项目实施管理小组对本项目进行全过程监

管服务，监督施工单位严格按本方案设计标准施工，确保材料符合

设计标准；对施工中关键环节进行检查验收，并做出书面记录和留

存影像资料；组织项目初验；做好项目档案资料整理工作。

（2）村两委职责：在项目实施管理小组的领导下，负责协调施

工环境，做好项目公示，参与项目初验，向村民代表大会汇报项目

建设及资金使用情况，接受村民代表评议，接收项目资产和落实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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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管护工作。

2、保障措施

（1）质量控制：监理单位做好本项目工程监理服务；乡（镇）、

村要不定期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查。

（2）进度控制：施工单位按照要求，合理安排施工进度。

（3）资金监控：执行工程标底控制、决算、审计、报账制度，

严格拨款程序和手续，严禁挪用项目资金。

（4）安全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和人身安全，特殊工种必须持证

上岗，做到安全文明施工。

八、项目移交管护

项目建成后移交大埠口村村委会，村委会建立长效管护机制，

确保项目发挥应有的效益。

九、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项目建成后，带动道路周边脱贫人口增收，预计

人均增收 1.5 万元。

2、社会效益：受益脱贫人口 10 人，项目使用年限 10 年。

3、联农带农机制：改善山核桃基地生产条件，促进群众产业增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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