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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已经解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浦农业农村委﹝2024﹞140号

121

民进浦东区委：

你们提出的《推动文化旅游融入浦东乡村振兴建设的建议》

（第 121号提案）已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 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区以示范村建设为契机，持续推进乡村休闲旅

游产业向纵深发展。示范村建设方面，我区已建成 17个上海市

乡村振兴示范村、49个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我区示范村连

续三年在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中取得最高分，分别为川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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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连民村、惠南镇海沈村、书院镇外灶村。2023年 5月，市乡

村振兴现场会期间，市委书记陈吉宁来到宣桥镇腰路村、川沙

新镇连民村调研，充分肯定了我区示范村创建所取得的成效。

中农办原主任陈锡文对我区示范村建设给予高度评价，赞誉川

沙新镇连民村为“一流的宜居宜业和美村庄”，是“活着的村庄”。

乡村休闲旅游方面，2023年度，我区休闲农业经营主体 57家，

同比增加 26家；休闲农业接待人次突破 250万人，营业收入超

亿元；先后有 4个村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7家休闲农业经

营主体获评“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企业（园区）”，区

镇两级在浦东乡村举办节庆活动百余场。

二、 工作举措

（一）挖掘乡村文化内涵

一是打造乡村文化品牌。积极整合镇级、村居相关资源，

联动文联、协会、高校等公益性组织，因地制宜挖掘乡村文脉

资源和文化特色，打造“一区域一品牌”，比如新场古镇文化体

验季、航头乡村音乐节、高行阅读节等品牌项目。二是加强乡

村文化阵地建设。加大最美空间大赛成果转化力度，推出更多

类似祝桥镇星火村的乡村文化新空间，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新

动能。三是提升乡村公共文化供给能级。在全区 24个镇的数百

个行政村内全覆盖提供文艺演出、文化讲座、艺术导赏、文化

培训等服务，每年配送数百场农村地区百姓喜闻乐见的沪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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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滑稽戏等活动，有效满足农村群众的文化需求。四是加

强乡村文化团队建设。挖掘乡村文艺达人，打造导师制精品文

化团队，举行“大地繁花－永不停歇的 2769”团队直播展演、四

季村晚等，为乡村文艺提供多元舞台。

（二）培育乡村旅游精品资源

一是高品质发展乡村民宿。2023年初，新区主管部门通过

改革创新，破除了乡村民宿发展的关键问题。受惠于此，浦东

越来越多的镇村整体规划、发展民宿产业，探索乡村振兴新路

径。截至今年 3月 31日，浦东持证乡村民宿已达 275家，同比

新增 250家，并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附近形成相对集聚，其

中，市级五星级乡村民宿 6 家，四星级 7 家，三星级 5 家。二

是特色化建设示范村。按照“有主题的乡村、有特色的产业、有

乡愁的风貌”建设要求，精心研究 “一村一方案”，做到“不策划

不规划、不规划不设计、不设计不施工”，尊重自然环境和文化

历史，立足资源禀赋，科学把握住示范村创建灵魂，高标准确

定创建主题和发展定位，确保形成鲜明的创建特色。例如：川

沙新镇七灶村基于商业底蕴和七灶老街独特风貌，确定“盐港皂

村 烟火七灶”主题；航头镇牌楼村聚焦鹤沙古镇文化底蕴和优

越的地理位置，突出“水韵鹤乡 和美牌楼”主题；老港镇欣河村

依托产业优势和航天文化，提出“天玑欣河 蔬香大地”主题。同

时，为增强示范村文旅方面的软硬件配套，区农业农村委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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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文旅局指导多个重点村参照景区评定标准创建 A 级景区。

2023 年，惠南镇海沈村成功创建国家 3A级旅游景区，成为浦

东首家乡村 3A级旅游景区。三是创新性举办节庆活动。对农博

会、丰收节、产销对接会等活动，区农业农村委坚持做到常办

常新。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浦东系列活动中，浦东新区首

批 52个“百村百品”特色村正式发布，包括稻花村、桃源村、雪

菜村、西瓜村、葡萄村、花海村等；2024年产销对接会上，又

发布了新一批 48个特色村庄创建名单，形成了“百村百品”的乡

村特色产业矩阵。丰收节上，区农业农村委还联合金桥碧云美

术馆，邀请知名艺术家，为浦东大米、老港雪菜等品牌农产品

设计艺术家联名款包装，进一步提升了地产农产品的品牌形象。

（三）统筹规划设计乡村资源

为加快推动浦东新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集聚慧脑为

乡村建设献计献策。2023年，区农业农村委联合高水平科研机

构，共同组建乡村建设策划咨询服务专家库和乡村建设策划咨

询专家工作室，分别从产业发展、风貌环境、乡村治理、文化

发展、招商就业等相关领域中遴选具有良好职业道德、较高学

识水平和实践经验、熟悉农业农村情况的专家，组成专家库组，

指导示范村建设策划、设计及推进，着力提升示范村创建方案、

区属企业参与乡村振兴项目、多村联动发展方案等重点亮点工

作任务的策划谋划水平，探索专家持续跟进乡村建设计划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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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优化途径的新工作模式。2023年 12月成立以来，专家工作室

已实地调研 27个村，进行两轮针对性指导优化建设方案。下一

步，区农业农村委将不断完善深化专家工作室的服务体系和工

作机制，提升工作质量，推动乡村建设取得更高品质、更优效

率，实现浦东特色的示范村群效应。

（四）推动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一是为扎实做好“文创助力乡村工作”，对川沙新镇、唐镇、

康桥镇、航头镇、曹路镇、周浦镇等相关文化创意园区进行调

研，梳理园区发展同质问题。二是深挖浦东地域文化特色，依

托政府政策优势和街镇物业资源扶持相关园区建设，推动航头

镇万香双创园区、惠南镇 1979创梦产业园、川沙新镇界龙文化

创意产业园、合庆文化创意产业园等一批具有特色，对区域经

济具有提振作用的园区加速发展。此外，推动传统文化企业创

新发展，如新场镇打造的非遗文创“浦东土布”，用年轻的方式

诠释土布时尚，增强了乡村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三是修订浦东

新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认定标准和程序，加强文创专项资金对乡村文创企业的支持。

结合《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进一步推动浦

东各镇乡村文创园区提质增效发展。

三、 后续工作

一是深入做好“示范村+”文章。优化村庄经营运作模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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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建成项目招商工作，强化文旅设施的保障，将农村颜值、乡

村价值转变为经济产值，增强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后劲，拓宽

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二是加强人才培养，协调人才供需关系。

继续办好民宿管家培训班等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培训。根据市场

需求，在职业农民培训中设计针对性课程，向休闲农业经营主

体，输送高素质、专业化休闲农业从业人员，提高休闲农业从

业人员职业水平。三是推广“经营思维”。以牌楼村为样板，做

到“建设”和“经营”两条腿走路。通过公开遴选，确立整村运营公

司，为村内集体资产及闲置民宅提供运营管理、技术和招商资

源，为乡村旅游发展引入社会资本。四是建立乡村文旅综合服

务平台。联合区文旅部门，整合乡村旅游各点位自有线上服务

平台，搭建区级综合平台，同时争取将本区知名旅游景区纳入

平台，形成城乡旅游协同发展的广阔局面。

感谢您对浦东新区乡村振兴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4年 5月 20日

联系人：张春一 联系电话：20226725
联系地址：浦东新区青艺路 236号 邮政编码：201299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5月 2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