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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 年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工作方案要点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重

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等要求，财

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共同组织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示范工作，2023 年将评选一批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

用示范县区。参评县区在编制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工作方

案时，应参照以下要点： 

一、工作基础 

（一）工作推动情况。包括省市级领导关心、支持传统

村落保护发展情况，参评县区主要党政领导组织推动相关工

作情况，参评县区成立领导小组、建立工作机制、召开专门

会议、出台相关政策、投入省市级财政资金、吸引社会力量、

组织动员村民等情况。 

（二）保护发展现状。包括传统村落挂牌情况、传统建

筑数量变化情况、保护措施情况（含技术指导、整体保护要

求、对新旧建筑的管控要求等）、风貌变化情况（含整体风

貌、肌理格局、历史环境要素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

目传承发展情况、传统村落利用状态、利用形式、传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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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情况、接待游客数量等情况，以及传统村落是否存在整

体灭失情况。 

（三）前期工作情况。包括前期保护工作进展，公共传

统建筑修缮、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人居

环境整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奖补、制作传统村落数字影像

资料等方面项目储备及开工情况，影响项目推进的主要原因。 

（四）人居环境改善情况。包括供水、供气、洗澡设施、

消防设施、垃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卫生厕所、公共厕所、

学校、医疗条件等内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管

护长效机制建立情况。 

二、示范重点内容 

各示范县区应着力探索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传承、发

展机制和模式，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一体落实可感知、

可量化、可评价要求，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一件事

情接着一件事情办，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形成一批“百里

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点，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创新传统建筑保护和活化利用方式。探索通过多

种方式盘活长期闲置的传统建筑资源，在保持传统建筑原有

外观风貌、典型构件的基础上，通过加建、改建和添加设施

等方式适应现代生产生活需要，补足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短板，破解传统村落保护与居民改善生活条件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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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 

（二）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机制。

强化农村基层党建引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激发村民内生

动力，搭建村民、政府、社会力量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台，引

导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激发

村庄活力，改善村落人居环境、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挖掘利

用特色资源发展新业态，发展乡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破

解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 

（三）探索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模式。以传统村

落为节点，连点串线成片，充分发挥片区内的历史文化、地

方特产、绿色生态、田园风光等特色资源，实现资源规模化、

多样化，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破

解利用传统村落发展产业方式单一、同质化现象突出的问题。 

（四）探索县域统筹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模式。强化

县域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规划引领，明确村落发展定位和发展

时序，统筹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创新政策体制机制，破解

农村房屋流转、建房用地、金融融资等政策机制障碍，整体

提升乡村风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以传统村落保

护利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方法路径。 

三、示范工作措施 

（一）明确示范工作目标及实施步骤。目标任务需明确

量化，项目进度科学合理，具有明晰的时间节点、建设任务

分解、进度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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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定示范实施项目建设运营模式及资金安排渠道。

明确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和预算安排，相应的工作任务及职

责分工、考核方式、运行维护资金分担保障机制等。 

（三）建立共同参与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方式及内

容等。明确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城市居民等参与传统村落

保护利用的措施及模式等。运用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

造理念，充分发挥政府、社会和村民力量。大力推动设计下

乡工作。 

（四）有关配套支持政策。包括在土地、房屋、金融、

人才、就业等方面保障情况。 

四、预期成效 

示范县区通过示范项目建设应达到以下目标： 

（一）工程措施方面。保质保量完成实施方案确定的各

项工程建设任务。 

（二）实施效果方面。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1.探索出一套当地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可复制可推广经

验，乡村风貌整体得到较大提升，形成一批传统村落保护利

用示范区域。 

2.已经完成保护利用的村落中，功能和景观方面均有良

好成效，文化遗产、传统建筑、人居环境、特色产业等方面

得到较大提升，村落村貌要整洁优美。 

3.已经完成保护利用的村落中，要基本实现生活设施便

利化、现代化，当地居民满意度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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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效机制建设方面。以上各方面内容中涉及的工

作机制、管理机制等均建立并实施，并鼓励因地制宜创新适

宜高效的各项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