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广旅函〔2024〕79号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市政协十三届三次
会议第 133030号提案答复的函

民革中山市委会：

你们提出的《关于大力发展特色民宿，推动农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的建议》（提案第 133030号）收悉，经综合市自然资源局、市公

安局、市教育和体育局、市农业农村局、翠亨新区、三乡镇、南区

街道、东区街道、五桂山街道等意见，现答复如下：

乡村民宿是近年来我国旅游休闲度假领域的一种新兴业态，对

地方旅游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提案中指出发展乡村民宿

的存在问题和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措施，为解决我市乡村民宿的发展

困境提供了对策和思路，有利于推动我市农文旅融合发展。

一、关于进一步凝聚市镇村合力的建议

近年来，我市出台了《中山市民宿发展规划（2019-2025 年）》、

《中山市民宿管理暂行办法》等。完善《中山市文化和旅游产业扶

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扶持政策，推动旅游民宿业发展。同时，

组织开展中山全域资源普查，摸清我市文旅资源家底和空间分布状

况，重点挖掘我市资源特色和资源优势，为民宿产品开发找准方向。

深入到五桂山、三乡、南朗、南区等镇街开展民宿业专题调研，指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A类



导有条件的镇街打造民宿集聚村，不断提升乡村旅游品质。分别组

织召开旅行社与民宿行业、中山邮政与民宿业主对接座谈会，举办

民宿行业从业人员专题培训班，提高行业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下一步，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鼓励民宿经营主体以市场为

导向调整发展模式，实现个性化、差异化经营。同时加强政策和资

金扶持，更好地推动我市乡村旅游民宿业高质量发展。

二、关于提升乡村风貌品质的建议

一是完善村庄规划。结合村庄近期建设项目，做好村庄空间规

划。根据各村庄特有的民风、民俗属性，明确乡村特色定位及发展

路径，立足本村人文生态特色优势，以全域全要素对村庄“三生”

空间进行精细化安排。

二是开展技术帮扶。组建“百千万工程”专家技术团队，开展

乡村风貌和景观设计的实地指导，提升村庄的整体设计水平。探索

培育农村职业经理人，积极动员各镇街报名参与省第一期“千名职

业经理人培训计划”，共有4名参加培训并通过考核。

三是加强风貌管控。加强村庄风貌的管控与建设指引，其中，

在村庄整体风貌格局上明确了村庄风貌分区，重点特色风貌廊带，

重点风貌节点；在公共空间设计引导上，分别对村庄入口、公园广

场、“四小园”、邻里空间、河涌环境、道路环境以及其他重要公共

与经营设施环境提出了建设指引；在景观环境设计引导方面，主要

对门亭廊墙、景观小品、绿化、标识系统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指引；

在村民住房方面，分别从建筑风格、建筑色彩、建筑材料等方面管

控指引村庄整体建筑风貌基本协调。另外，目前我市编制村庄规划



强调发挥村庄长效治理机制，指导镇街统筹各村将村庄规划管控与

风貌指引纳入了村规民约。

下一步，结合我市实际进一步完善村庄规划。通过村庄规划高

水平编制，推动打造各具特色的美丽村庄，完善乡村配套设施建设。

做好职业经理人培育工作，努力培育在乡村运营、集体经济管理、

农文旅融合发展等领域具备实战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乡村经营管理

人才。

三、关于大力破解民宿发展瓶颈的建议

一是印发工作指引。我市出台了《中山市实施点状供地助力乡

村振兴工作指引》（中山自然资利用〔2023〕203号）《中山市乡

村产业项目点状供地实施细则》等相关政策，根据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要求，对点状供地项目的规划、用地报批、供地、供后监管等

内容进行细化、明确，落实了用地规模、规划布局调整、用地用林

指标等保障路径，实现点状布局、点状开发。如五桂山街道已形成

桂南旗溪和南桥槟榔山2个民宿营地聚集区。南朗街道已成功为

“天颐·幸福俚”项目申报点状供地，积极推进农文旅项目落地。

二是盘活闲置农房。探索鼓励农村集体、村民、返乡人员等采

取多种方式参与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其中，三乡

镇雍陌村探索以村经联社为主体对村内的闲置房屋进行返租并盘

活利用，目前共返租村民闲置房屋43间，共计4167平方米，返租

年限约10年，现已发展民宿、传统茶果、澳门特产、咖啡、轻餐

饮、花茶馆等新业态16处。南区街道加快盘活侨房资源，拉网式

普查全域侨房旧居，搭建VR、AR模式的可视化侨房数据库，累计



为747间侨房建立数字化档案，为保育开发、招商引资、为侨服务

等工作提供有力数据支持。以“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沙涌历史文化

街区、公社片区旧建筑进行修缮活化。打造先施百货主题产业园、

青年文化创业基地、文创街区及网红打卡点。北台村老华侨旧居改

造成的“燕河居”，挂牌全国首个“方志侨乡驿站”、全市首个“妇

女微家”。五桂山街道积极推进闲置民房收储，为民宿产业发展提

供空间载体。桂南田心旧村、南桥和平村引入民宿经营团队，对收

储民房进行统一改造。计划盘活南桥小学旧校舍，打造“岚山”微

度假疗愈酒店。东区街道三溪村依托岭南传统建筑风格和中西合璧

风格的旧民居，已引入多家特色民俗、咖啡馆、茶馆私房菜、设计

类工作室等业态。

下一步，将在旅游资源普查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会同各相关

部门进一步完善民宿扶持有关政策，研究解决推进存在堵点难点。

鼓励有条件的镇街结合本地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资源因地制宜发

展民宿，支持和引导市场投资经营主体探索拓展合作模式和业态模

式，稳步推进乡村民宿资源开发和产品建设。

四、关于加快培育农文旅经济的建议

一是探索新型乡村运营模式。推动镇街、村（社区）积极探索

强村公司新型乡村运营模式，以独资、联建、参股等方式开展资产

运营、社会服务、生产销售、工程承揽等业务，深度参与农文旅融

合项目发展，探索进行资本投资，统筹盘活辖区内农村集体资产资

源，破解村集体经济发展资源禀赋不足、经营渠道不宽、内生动力

不强等瓶颈制约，把农村的“资源优势”变“经济优势”。三乡镇



雍陌村首创“市属国资+镇村集体资产”的合作模式，成立了中山

市雍汇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通过“市场+村”共同整合

开发利用农村资产，以旧改方式盘活农村闲置物业等资产，培育引

进轻餐饮、民宿等新经济、新业态，创造更多务工机会，吸引更多

游客，提升农民收益。

二是发展多元化乡村经营主体。探索发展政府引导、工业反哺、

城市支持、社会参与的多元实体乡村经营投资的“强村公司”形式，

打破集体自有资金、资产、资源配置的局限性，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缓解产业发展资金短缺状况。板芙镇里溪村、金钟村及镇属国资企

业通过“片区组团”合作成立中山市板芙乡村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引入社会资本（及）第三方运营公司投入运营管理。里溪村、文旅

公司、第三方运营公司按照一定的营业分配方式统筹运营项目，解

决里溪村、文旅公司资金短缺难题，为乡村发展建立了更稳健可靠

的机制。

三是引入专业化运营人才团队。以农业需求为导向，为“强村

公司”引进有实力、懂农村、善经营的专业化运营人才和团队。五

桂山街道桂南村成立桂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引入专业的智力

团队，以“村企主体+OTA平台+自投业态”模式充分盘活农村资源，

统筹开展文旅项目的规划统筹、招商、管理和运营等事宜。

四是打造乡村特色文化IP。截至目前，中山市特色民宿共16

家、广东乡村民宿示范点共5家，五桂山街道“自在居民宿”入选

广东省驿道乡村酒店，南朗街道获评广东省乡村民宿示范镇，南朗

街道崖口村、五桂山街道桂南村、三乡镇古鹤村打造成为民宿特色



村。“东街里”“原野之上”“禾舍书屋”“觅秋”等一批旅游民宿融

合香山书房、非遗展演、文创、艺术演出等资源，开发文化体验、

娱乐康养等产品，向精品化、特色化发展，民宿品类日渐丰富。

下一步，立足中山现有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结合各镇街农文

旅融合发展规划，引导国有企业及社会资本充分发挥资金、管理、

人才等优势，积极参与乡村民宿建设和运营，推出一批产品建设好、

服务质量好、市场评价好、带动作用好和示范意义好的民宿精品，

推动民宿产业可持续发展。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我市乡村旅游民宿发展工作的关心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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