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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景区综合开发项目 

项目概况 

完成景区 6个门禁系统，青海湖国际文化会展中心，青海湖景区二

郎剑观海酒店，二郎剑藏居风情小镇，鸟岛房车营地，二郎剑、沙

岛、鸟岛游客服务中心，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诗歌墙广场，青海湖自

助游多功能服务站，青海湖自然博物馆，改造二郎剑码头，新建黑

马河、海泉湾、仙女湾码头，原渔场新建水上搜救中心，完成青海

湖航运二期工程等项目，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打造一台综艺节目。 

项目总投资 

（亿元） 
9 

需引进资金

（亿元） 
7 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经济效益 年收入 4000 万元，年利润 2000万元；投资回收期 8-10年。 

产品用途 旅游景区整体开发 

市场前景 
作为我省旅游的一张金名片，国家 5A级旅游景区。交通便利，市场

前景看好 

项目建设条件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也是我国第一大内陆湖。距省会西宁

市 150多公里。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际重

要湿地。 2005年，青海湖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

美五大湖”之首，2010年被评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2008年被评

为“国家旅游名片”和“2008年度最受关注旅游目的地”，先后获

得了“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国科学院青

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科研基地”等诸多殊荣。由于这里地势

高，气候凉爽，是理想的避暑消夏的圣地。环青海湖主要的景区有：

二郎剑景区、沙岛景区、金沙湾景区、鸟岛景区、仙女湾景区。 

项目进展情况 已完成《青海湖景区旅游整体策划》、《青海湖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企业概况 项目由青海湖保护利用管理局具体负责实施。 

企业地址 青海湖保护利用管理局 法人代表  

联系单位 青海湖保护利用管理局 联 系 人 高建设 

联系电话 0971－8212978 邮    编 810000 

E-mail  传    真 0971-821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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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开发项目 

项目概况 

重点建设旅游道路、景区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实施旅游厕所

改扩建工程；建设民族村寨、古村（镇）、土族游乐园、特色景观

旅游村镇，整治区域内生态环境；新建土族十八坊、餐饮购物区等，

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形成集商务会议、休闲养生、民俗、

风情等多样化、特色化和规模化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项目总投资（亿

元） 
2.5 

需引进资

金（亿元） 
2.5 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经济效益 年收入 3000 万元，年利润 2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5-8年。 

产品用途 旅游景区整体开发 

市场前景 交通便利，基础设施条件具备，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特质性。 

项目建设条件 

享有“彩虹的故乡”美称的互助土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海东地区，

这里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该县是全国最大的青稞酒生产基地、

青稞酒原产地保护基地。自 2005年以来，互助的《土族婚礼》等七

个项目被批准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土族酩馏酒》

等六个项目被批准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众多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2001年互助土

族故土园被评定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2010 年，被命名为“省级旅

游度假区”，互助北山风景区于 1992 年被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

森林公园，2005年被国土资源部和财政部评定为第四批国家地质公

园。2010年被命名为“国家水利风景区”，被誉为青海高原上的“植

物王国”和“天然动物园”。 

项目进展情况 已完成《互助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企业概况 项目由青海省海东市旅游局具体负责实施 

企业地址 青海省海东市文体广电旅游局 法人代表 马成文 

联系单位 青海省互助县旅游局 联 系 人 陈树桦 

联系电话 0972－8322218 邮    编 810600 

E-mail  传    真 0972-832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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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德高原养生休闲度假区开发项目 

项目概况 

新建花园式五星级酒店、温泉度假酒店、国际会议中心、高原江南
万景山庄美食购物街区、游艇俱乐部、湿地公园、风情剧院、酒坊
街、休闲运动基地、景观房地产和高尔夫球场等项目，完成停车场、
旅游厕所等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同时，修复城楼和古城
墙，整治护城绿化带，修建游客服务中心、赵鑑将军府、马朝选私
邸、特色古街、庄廓大院客栈群、 贵德民俗文化博物馆、贵德民俗
创意产业区等。将贵德打造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项目总投资（亿
元） 

16 
需引进资
金（亿元） 

16 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经济效益 
年收入 8000 万元；年利润 5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10—15年。 

 

产品用途 旅游景区整体开发 

市场前景 
旅游资源的富集性、特质性和垄断性在全省具有较强优势和代表性，
市场前景看好。 

项目建设条件 

贵德县位于青海省东部，海南藏簇自治州东南部，县城驻河阴镇，
距省会西宁 114公里。景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已基本到位。 随
着“拉脊山”隧道的贯通，将缩短西宁至贵德约 30公里的路程，届
时游客的可进入性将大大提高。境内山青水秀，自然环境优美，旅
游景点遍布全县。贵德县历史悠久，古文化灿烂绚丽，河谷两岸气
候温和、风景优美，一派江南风光，是打造高原养生休闲度假胜地
区的理想之地。 

项目进展情况 已编制完成《贵德城乡旅游发展建设规划》。 

企业概况 该项目由青海省海南州旅游局具体负责实施。 

企业地址 青海省海南州旅游局 法人代表 仁贝 

联系单位 青海省贵德县旅游局 联 系 人 马敏清 

联系电话 0974—8551510 邮    编 813000 

E-mail  传    真 0974-855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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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热贡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旅游综合开发

开发项目 

项目概况 

同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修复和提升；上下吾屯寺及郭麻日塔旅游

功能完善；坎布拉景区综合开发；热贡艺术挖掘和弘扬。 

 

项目总投资（亿

元） 
8.5 

需引进资

金（亿元） 
8 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经济效益 年收入 5000万元，年利润 3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8-10年。 

产品用途 旅游景区整体开发 

市场前景 热贡艺术作为藏区特有的艺术类型，其产品具有较好的影响力。 

项目建设条件 

继文化部在批准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之后，于２００８年８月批准设立“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这是我国设立的第三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也是当

时西部地区和北方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热贡艺术是我国艺

术园地中的一朵奇葩，产生于公元１３世纪的青海黄南藏族地区，

包括唐卡、壁画、堆绣、雕塑等绘画造型艺术，以藏传佛教中的佛

本生故事、藏族历史人物和神话、传说、史诗等为主要表现内容。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热贡艺术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项目进展情况 已编制完成《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旅游发展规划》 

企业概况 项目由青海省黄南州旅游局具体负责实施。 

企业地址 青海省黄南州旅游局 法人代表 曹冀青 

联系单位 青海省黄南州旅游局 联 系 人 余大鸿 

联系电话 0973－8728181 邮    编 810000 

E-mail  传    真 0973-8721392 

 



 5 

祁连阿咪东索（牛心山）景区项目 

项目概况 

拟建：中国祁连山著名生态度假地、青海山地户外运动大本营、生

态健康旅游产品建设等项目。 

 

项目总投资（亿

元） 
2.7 

需引进资

金（亿元） 
2.7 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经济效益 年收入 5000万元，年利润 3000万元，投资回收期 5年。 

产品用途 旅游景区整体开发 

市场前景 

牛心山藏语称为“阿咪东索”，位于县城东南 2 公里处，海拔 4667

米，与县城八宝镇的相对高差达到 1880米。牛心山对于旅游者来讲

更有一绝，那就是：一山尽览四季景，此色唯独天上有的佳境。2008

年被评为中国百座避暑名山之一，现已建成环山旅游公路。该景区

是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市场前景看好。 

项目建设条件 

祁连风光带拥有巍峨挺拔的祁连山，茂密多姿的祁连林海和优美的

河谷绿洲，作为河西走廊向青藏高原过渡的衔接区域，多样化的民

族、宗教和历史文化在这里交融冲撞，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质，旅

游开发潜力巨大。 

项目进展情况 编制完成《祁连山风光带旅游总体规划》。 

企业概况 项目由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旅游局具体负责实施。 

企业地址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旅游局 法人代表 苏东曲 

联系单位 青海省祁连县旅游局 联 系 人 王明军 

联系电话 0970-8676589 邮    编 810000 

E-mail qhqllyj@163.com 传    真 0970-8676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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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车旅游产品开发项目 

项目概况 

拟建：青海省自驾车示范营地建设；青海省汽车旅馆连锁网络；青

海省自驾车综合服务区改造项目；青海省自驾车租赁服务体系建设；

青海省“自驾车旅游一本通”产品开发；青海省 GPS 导航服务；青

海省自驾车旅游广告打包等。 

项目总投资（亿

元） 
7 

需引进资

金（亿元） 
7 合作方式 合资、联营 

经济效益 年收入 7000万元；年利润 4000万元；投资回收期 10年。 

产品用途 旅游项目开发 

市场前景 

青海与四川、西藏、新疆、甘肃接壤，旅游资源类型众多、品质高

绝。同时，全省公路网初具规模，跨省通路基本完备，为自驾车旅

游开展提供了畅通的道路条件；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自驾车旅游已经成为新兴的、主要的旅游形式，自驾车旅游

需求正快速增长。 

项目建设条件 

2007年，我省编制完成了全国第一部省级自驾车旅游规划—《青海

省自驾车旅游产品开发规划》，规划出我省自驾车旅游的发展蓝图，

标志着自驾车旅游成为全省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并确定 2020年把青

海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国际自驾车旅游精品目的地的战略目标。 

项目进展情况 已编制完成全国首部《青海省自驾车旅游产品开发规划》。 

企业概况 项目由青海省旅游局具体负责实施。 

企业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昆仑路 9号 法人代表 吴大伟 

联系单位 青海省旅游局 联 系 人 刘静涛 

联系电话 0971－6157013 邮    编 810000 

E-mail Ljtwan@foxmail.com 传    真 0971-6157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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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城—金银滩景区旅游综合开发项目 

项目概况 

1、在爆轰试验场景点入口、上星站、二厂区、九厂区（射击场）、

海北旅游产业园入口修建停车场各一处及智能管理系统等附属设

施。2、恢复完善产业园（四厂）、上星站、爆轰试验场供排水、输

电线路等基础设施。3、配置各景点水冲式旅游厕所、环卫垃圾箱及

垃圾清运车。4、对金银滩—原子城环线各景点连接道路实施改造扩

建，恢复铁路专线，购置小型火车。5、新增、完善西海镇及通往爆

轰试验场、上星站、二厂区、产业园、王洛宾音乐艺术馆和各景点

标识指示系统。6、完成金银滩文化创意园项目。 

项目总投资（亿

元） 
2 

需引进资

金（亿元） 
2 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经济效益 年收入 3000 万元；年利润 13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8—10年。 

产品用途 旅游景区整体开发 

市场前景 

原子城—金银滩景区位于青海湖北岸东部，青藏铁路、315 国道贯

穿全境。该景区为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市场

前景看好 

项目建设条件 

金银滩草原，位于青海省海晏县境内。藏民兄弟世世代代生活在这

块热土地上，有 30多万支牛羊在这里生息，是典型的牧区。金银滩

的黄金季节是 7、8、9 三个月，鲜花盛开，百鸟飞翔，尤其是百灵

鸟儿的歌声，动听迷人。西部歌王王洛宾在四十年代初，在这里创

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从金银滩、青海湖出发，唱遍了青海，唱

遍了全中国，风靡海内外。坐落在金银滩上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

制基地，对外称国营 221 厂、青海矿区等，曾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颗

原子弹、氢弹而铭刻于共和国史册。被人们誉为“原子城”。现如今

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青少

年教育基地。 

项目进展情况 已完成《金银滩-原子城景区修建性详细规划》。 

企业概况 项目由青海省海北州旅游局具体负责实施。 

企业地址 青海省海北州旅游局 法人代表 苏东曲 

联系单位 青海省海北州旅游局 联 系 人 梅强 

联系电话 0970－8644379 邮    编 812200 

E-mail  传    真 0970-8644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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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开发项目 

项目概况 
拟建：景区游客服务中心、生态游步道、生态停车场、开发森林浴

系列产品及景区内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 

项目总投资（亿

元） 
1 

需引进资

金（亿元） 
1 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经济效益 年收入 2000 万元；年利润 1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 5-6年。 

产品用途 旅游景区整体开发 

市场前景 该景区位于环西宁圈内，市场前景看好。 

项目建设条件 

大通县位于西宁西北部，距西宁 32公里，该公园区位优势强，旅游

资源品种多、类型全，被誉为为西宁的“后花园”。大通国家森林

公园项目开发分察汗河景区和鹞子沟景区。 

项目进展情况 已完成总体规划、项目建议书。 

企业概况 该项目由青海省西宁市旅游局具体负责实施。 

企业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旅游局 法人代表 雷桂英 

联系单位 青海省大通县旅游局 联 系 人 孙东祥 

联系电话 0971-2724278 邮    编 810100 

E-mail  传    真 0971-2724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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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丹噶尔古城扩建工程项目 

 

 

项目概况 

近几年来，由于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湟源商贸中心的地位逐

渐南移，老城区失去了昔日茶马贸易的中心地位。针对这种情况，2006

年湟源县政府作出了保护丹噶尔古城的决定，经过近两年的开发建设，

景区一期工程已建设完成，并于 2009 年 5月正式向游客开放，但是近

两年来，景区接待能力与旅游经济发展结构已根本无法满足景区战略

发展需要，亟需扩大景区游览范围及完善景区服务功能。 

项目总投资 

（亿元） 
2.5 

需引进资金

（亿元） 
2.5 

合作 

方式 

独资、 

合资 

经济效益预测 
根据总体规划及游客增长率，年游客将达到 120 万人次，旅游全年总

收入达 0.84 亿元，以利润 32%计算，年利润达 0.26 亿元，预计能在

7.4 年全部收回投资。 

产品用途 旅游设施 

市场前景 

2010 年丹噶尔古城成功入围“中国最具有民俗文化特色旅游目的地”，

丹噶尔古城又被评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该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完善

景区基础设施，前景非常广阔。 

项目建设条件 

一期已完成，开始运营，二期开发建设东入口停车场一处，面积 2000

㎡左右，镇海协营、藏文化园等续建景点的配套设施建设。新建接待

娱乐设施 7 处，大型旅游购物场所 1 处，街道亮化工程，居民区整体

搬迁工程，拆迁面积 12000 ㎡左右。 

项目进展情况 正在编制规划。 

企业概况  

企业地址  
法 人 
代 表 

 

联系单位 湟源县旅游局 联系人 杨发科 

联系电话 
0971-2437636 

 
邮  编  

E-mail Hyly808@163.com 传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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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玛卿景区开发建设项目 

                             

 

 

 项目概况 

阿尼玛卿景区以阿尼玛卿雪山、格日寺藏文化中心为核心资源，以环

境保护、安全保障为前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定位于“以雪山冰川生态

及藏文化观光体验、特种山地户外运动为特色，餐饮、住宿、游览、商品、

娱乐服务等多重服务体系为内容的综合旅游目的地”。精选旅游线路、完

善旅游设施，推出若干条不同级别的登山探险体验精品线路和科考科普旅

游项目，最终建设成为“世界级雪山型科考探险旅游基地"。 

项目总投资 

 （亿元） 

1 需引进资金 

 （亿元） 

1 合作 

方式 

独资 

合作 

经济效益预测 按年接待游客 3 万人，人均消费 600 元计算，年综合收入可达 1800 万元，

利润 400 万元。 

 

产品用途 旅游 

市场前景 青藏高原黄河流域最大冰川对户外及科考市场具有巨大吸引力，安多

藏语第一神山的魅力等文化体验及宗教朝觐市场极大关注。阿尼玛卿定位

于“以雪山冰川生态及藏文化观光体验、特种山地户外运动为特色，餐饮、

住宿、游览、商品、娱乐服务等多重服务体系为内容的综合旅游目的地”

最终建设成为“世界级雪山型科考探险旅游基地”。 

项目建设条件 雄伟壮丽的阿尼玛卿雪山坐落在青海省的东南部，位于果洛藏族自治

州玛沁县西北部的雪山乡，阿尼玛卿山脉总长 28公里，宽约 10 公里，共

有 18座海拔 5000米以上的雪峰突兀在莽莽高原，山上冰雪连绵，终年不

化，主峰海拔 6282米，距离果洛州州府大武镇 86公里，是黄河源头上最

大的山，藏族聚居区四大神山之一。景区级别：AAA级，路况：乡村道路，

新青川大通道花石狭经阿尼玛卿高速公路正在修建。 

项目进展情况 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企业概况  

企业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单位 果洛州旅游局 联系人 刘林 

联系电话 0975—8386095 邮 编 814000 

电子邮箱 glzlyjw@163.com 传 真 0975—8386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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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助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园建设项目 

项目概况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涉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了现代农业示范园、农业观光采集园等

一批休闲农业示范点，把发展休闲农业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助农富民的重要举措，充分发挥企业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逐步形成了多部门、多层次推动全县休闲农业发展的格局，使全县

休闲农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局面。 该项目拟利用种植的优质产品，

发展茶艺、农家乐等餐饮、旅游、休闲项目。 

项目总投资 

（亿元） 

10.4 
需引进资金

（亿元） 
10.4 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经济效益预测 
项目建成后，预计实现年收入 4.5亿元，扣除生产成本和费用，

实现经济收益 1.8亿元。  

产品用途 农业休闲观光旅游及采摘。 

市场前景 

休闲观光农业观光农业示范园不仅可以消化基地的农产品，并

且节省了大量采摘、运输、销售及损耗等费用，从而实现农业向餐

饮业、旅游业、休闲业的发展，形成行业之间的大循环，从根本上

解决产品的销售问题，实现了效益的最大化，市场前景广阔。 

项目建设 

条件 

 我县被省农牧厅和省科技厅联合命名为省级农业示范园区， 

2012年 1月，被国家农业部正式批复为国家级农业示范园区。园区

内水、电、路，通讯等设施齐全。 

项目进展 

情况 
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企业概况 
 

企业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单位 互助县招商局 联 系 人 李长恩 

联系电话 0972-8322538 邮    编 810500 

E-mail 
 909768920@qq.com 传    真  0972-8322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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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达天池旅游项目 

项目概况 

孟达景区是青海四大景点，是我省主要生态文化旅游胜地，但景

区服务设施不完善，需要建设演艺厅、购物长廊、排水设施、宾馆、

游步道等。 

项目总投资 

（亿元） 
0.8 

需引进资金 

（亿元） 
0.8 合作方式 合资 

经济效益预测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接待游客人数 200万人次，可实现旅游收入 2

亿元，年利润 6800万元，可安置 180人就业。 

产品用途 游览、避暑、度假、休闲 

市场前景 
孟达景区是比较成熟的景区，其投资将会提高景区服务档次，使

景区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旅游，确保旅游收入提高。 

项目建设 

条件 
自然条件良好，地质条件符合建设需求，水、电、通讯畅通。 

项目进展 

情况 
编制项目可研。 

企业概况   

企业地址 循化县孟达自然保护区 法人代表 马彦龙 

联系单位 循化县旅游局 联 系 人 马彦龙 

联系电话 13619726683 邮    编 811100 

E-mai  qhxhzs@163.com 传    真 0972-881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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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河湟文化公园建设项目 

项目概况 

青海河湟文化公园位于化隆县牙曲滩，距省会西宁120公里，

“五河”高速公路旁，仅有1小时的车程，青海河湟文化公园在

原生态石头滩的基础上打造而成，园内奇石林云，自然风光奇异。

黄河岸畔，河面水域宽广，该地年降水量465mm，平均气温5.3℃。

总占地面积1200亩。 

项目总投资 

（亿元） 

 

1.2 

 

需引进资金

（亿元） 
   1.2 合作方式 

合资、独资、

合作 

经济效益预测 
   项目建成后能为更多游客开辟一处观光、避暑、度假、休闲

为一体的著名风景区，增加旅游收入。 

产品用途    游览、避暑、度假、休闲。 

市场前景 
可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旺季游客量增加 3倍

以上，市场前景及广阔。 

项目建设 

条件 
项目区内道路畅通、电力充足、水资源丰富。 

项目进展 

情况 
       项目可研已编制完成。            

企业概况       拟新建企业               

企业地址 化隆县群科新区 法人代表 马哈克 

联系单位 化隆县招商局 联 系 人 郭玉海 

联系电话 13897022534 邮    编 810900 

E-mail hlzsjl@163.com 传    真 0972-871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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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喇家遗址景区项目 

项目概况 

  喇家遗址基础设施占地 110亩，修建景区大门、博物馆、游客体

验馆、喇家文化一条街、旅游商品购物一条街、黄河码头停靠点、

生态停车场等。 

项目总投资

(亿元) 
1.5 

需引进资金

(亿元) 
1.5 合作方式 独资或合资 

  

经济效益 

  

项目建成后，按每年 32万人次游客量计算，投资回收期 20年。

但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人均消费水品的提高，盈利能力逐年提高，

投资回收期明显缩短，经济效益明显。 

产品用途 旅游、观光 

市场前景 
项目建成后，该景区将成为海东重要的旅游景区之一，游客数量

会不断增加，人均消费水品不断提高，旅游收入逐年提高。 

项目建设 

条 件 

项目区位于黄河北岸，与甘肃隔河相望，交通便利，电力、通讯

供水设施齐全，是建设景区的绝佳位置。 

项目进展 

情 况 
正在编制可研。 

企业概况  

企业地址 海东工业园区民和工业园 法人代表   

联系单位 青海省民和县经济和商务局 联系人 祁生祥 

联系电话 0972-8535080 0972-8535087 邮 编 810800 

E-mail 2258537263@qq.com 传 真 0972-8535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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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库麦秀沟旅游资源开发项目 

项目概况 

该项目规划范围东西长37公里，南北宽40公里，总面积约67596 

公顷，林区为隆务河发源地，分布着700余种高寒乔、灌、草植物， 

200多种名贵药材：主要建设项目：基础没施、野外拓展、中藏药种 

植观光园、生态探险旅游、高寒生物园、景区内寺庙保护性修缮、麦 

秀沟景观步道、“藏家乐”民族风J隋体验、麦秀沟森林休闲度假、藏 

龙库区水上娱乐活动等十大类。 

项目总投资 

(亿元) 
1.38 

需引进资金 

(亿元) 
具体商洽 合作方式 合资、联营 

经济效益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可吏现收入3000万元，税后利润600万元。 

产品用途 观光旅游 

市场前景 
据黄南州旅游业统计数据，2011年黄南州国内外游客达200万人 

次，总收入3.9亿元，而且以年24％以上的速度递增。 

项同建设条件 

麦秀淘景区距离黄南州州府所在地隆务镇32公里，阿赛公路依旁 

而过，交通条件较为便利，有多条小道通往各个风景点，使各景区间 

的通达条件较好。风景区内旅游资源丰富，水、电资源富足，通汛条 

件良好。 

项目前期 

工作情况 
  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编制完成。 

企业概况  

企业地址  法定代表  

联系单位 泽库县经济商务和城乡建设局 联系人 郭多 

联系电话 09738752239  13909739673 邮  编 811400 

E—mail  传  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