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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山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中农农函〔2023〕113号

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 2023139 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

谭燕燕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设立“乡村振兴日”，进一步推动乡村产业

发展的建议》（建议第 2023139号）收悉，经综合市委组织部、

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自然资源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横栏镇、

小榄镇、黄圃镇、三角镇等单位意见，现答复如下：

通过集中展示中山市乡村振兴工作成效，全面展现我市在乡

村产业发展、党建引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文化建设等方

面的工作成果，有利于凝聚各方合力，对进一步推动中山乡村全

面振兴具有积极意义。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将

结合工作实际予以吸收采纳，并在具体工作中推动落实。

一、关于集中展示各镇发展模式的建议

（一）中山市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已成为每年集中

展示乡村振兴工作成果、凝聚各方合力的重要方式。《乡村振兴

（A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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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法》将每年农历秋分日确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农民丰

收节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法定节日。自 2018

年起，我市结合“三农”工作实际，每年都策划开展主题特色鲜明、

乡土气息浓厚、文化韵味浓郁的丰收节庆系列活动，充分集中展

示中山乡村振兴新面貌和美好前景。如 2022年我市以“庆丰收

迎盛会”为主题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通过市镇联动、线上线下

结合形式，举办农民丰收节启动仪式，开展“线上欢乐购”农产品

直播带货活动，以及“线上话丰收 线下齐乐游”有奖互动游戏等。

各镇街利用庆丰收系列活动集中展示和突显乡村特色，如阜沙镇

举办大湾区非遗文化节暨单人农艇公开赛、娱乐嘉年华及主题夜

场音乐会；小榄镇举办脆肉鲩美食文化节，开展小榄名菜、名店、

名点评选活动；神湾镇开展“中国农民丰收节”暨走进神湾金秋生

活文化旅游活动月，举办“丰收杯”男子篮球邀请赛、特色助农露

营音乐节等。中山市庆祝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充分展示中山农业

农村现代化美好前景，弘扬传承中华优秀农耕文化，进一步激发

农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干劲，形成重农强农、推进乡村振兴的

强大合力。

（二）横栏镇、小榄镇、黄圃镇、三角镇等镇街结合本地特

色农产品特点，已逐步形成具有规模效应和影响力的集中展示平

台。横栏镇充分利用花木产业大会平台集中展示中山花木产业发

展成果。自 2017年开始，横栏镇持续举办花木交易博览会，2020

年，博览会升级为“国字号”的中国（中山）花木产业大会；2021

年，中山横栏西江美丽乡村风貌示范带被定为大会永久会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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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举办花木产业大会，中山横栏花木受到中央媒体和花卉业界最

高层次的关注和支持，推动横栏花木成为全省富民兴村产业的标

杆和都市农业的样板。小榄镇通过“专项扶持+社会参与”的方式，

持续举办脆肉鲩美食文化节，把文化节打造成小榄镇传统品牌文

化和产业融合活动，助力脆肉鲩提高品牌价值和产品效益。黄圃

镇探索“旅游+工业”“旅游+农业”新业态，成功打造荣业腊味文化

馆、观仙酒坊工业游、欣圃生态农场农家乐等农旅项目；通过挖

掘传统腊味民俗文化、民间文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

存、地域特色产品及历史文化名人等资源，探索打造富有黄圃历

史文化特点的腊味文化农旅特色镇。三角镇开展“三角镇生鱼美

食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打造以“沙田风光，绿韵水乡”“岸绿水

清，村美业兴”两条乡村振兴示范带为主要线路的特色旅游项目，

全面展示沿线水乡人家、湿地公园、绿美碧道、三角麒麟舞省级

非遗传承基地、三人根艇非遗传承基地等特色景点。

（三）“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和乡村旅游精品路线开发

成效初显。近年来，我市制定了《中山市乡村旅游展规划》《中

山市乡村旅游规划及精品线路设计》《中山市民宿发展规划

（2019—2025年）》等系列乡村旅游规划，促进乡村旅游高质

量发展，更好助力乡村振兴工作。一是乡村旅游不断向品牌化、

市场化和精品化发展，初步形成镇、村、景区、乡村旅游线路等

“4个特”旅游品牌体系：即一批特色镇，有古镇镇等 8个省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一批特色村，有左步村和雍陌村等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石军村等 9个广东省文化和旅游特色村及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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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名村神湾村；一批特色景区，有 3A级景区左步村乡村

旅游景区，有迪茵湖生态旅游乐园等 22个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点，以及其他各类乡村旅游品牌；一批特色乡村旅游精品

线路，有“稻花香里说丰年”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孙中山故

里乡村旅游线路、“大美春光在路上”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广东岐澳古道乡村踏春之旅、中山疍家风情游等 5条广东省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二是搭建宣传矩阵，将乡村旅游产品介绍融入中

山全域旅游指南、宣传片、手绘图等，充分发挥旅游集散中心和

旅游咨询服务中心作用，整合包括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文化旅游

特色村在内的文旅资源上线“智游中山”小程序，积极利用“文旅

中山”等宣传平台持续推出乡村旅游系列主题宣传，深入挖掘乡

村本土文化资源，强化宣传展现乡村旅游魅力。

二、关于集中展示党建引领的建议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阵地建设成果展示各显风采。通过常

态化组织现场会、现场观摩等形式，集中展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同心园”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成果。一是召开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促乡村振兴工作现场会，集中观摩三乡镇振华社区、雍陌村，

五桂山街道桂南村、南桥村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中的

特色做法，总结推广我市“1+3+5”工作机制、网格化管理、模范

堡垒村创建、红色村试点建设等工作经验，以点带面全面提升全

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乡村振兴工作水平。二是推广党群服务中

心阵地建设成果，召开全市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现场

会，集中展示我市“同心园”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党建引领网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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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成果。

（二）鼓励“乡村工匠”技能人才通过“乡村振兴技能人才服

务站”平台展示各类培训教学成果，推动乡村人才振兴。2021年

至今，全市累计建成乡村振兴技能人才服务站 34个，实现全市

23个镇街全覆盖。围绕“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

程以及农村电商、农村创新创业等重点项目，开展农村技能人才

培养工作，壮大农村技能人才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一是推动“乡村工匠”职称评定，深化农业农村专业技术人才职称

制度改革。开展“广式腊味”“花卉种植”“水产养殖”“家政”“烹饪”

等特色产业“乡村工匠”评审工作，共评审通过 286人次。二是搭

建“乡村工匠”技能人才平台载体。认定市级脆肉鲩乡村工匠大师

工作室；举办我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专设乡村振兴组别。三

是大力开展“乡村工匠”教育培训。2022年共开展农产品食品检

验员、园林绿化工、农业经理人、饲料加工工、网商运营 5个职

业工种的“乡村工匠”培训 1637人次。其中，共 1463人次获得“乡

村工匠”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56人次获得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三、关于集中展示中山人居环境整治的建议

（一）农村污水整治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山作为省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四个试点城市之一，农污治理工程是全市大兵团治

水攻坚战和“六污同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2022年，全市 222

个涉农行政村中 123 个已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完成率

55.41%。全市已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36座，正常运行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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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空中“蜘蛛网”缆线专项整治工作取得突破。目前，

全市涉农村（社区）“三线”整治率达 89%。我市在全省首创采取

“乡村（社区）信息通信新基建工程”技术模式，全市 122个村（社

区）已启动整村新基建工程方案设计，26个行政村（社区）已

完成整村建设新基建工程建设，有效根治农村“三线”乱象，乡村

风貌焕然一新。

（三）持续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实现卫生厕所全覆盖。我

市大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目前，全市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100%，建有农村公厕 662座，实现每个行政村均配备有 1个以

上标准化公厕。实行“市指导、镇街落实、村（社区）负责”的制

度模式，健全农村厕所长效管护机制。

（四）中山美丽乡村建设由“点上出彩”转向“连线成景”。依

托市领导挂点联系特色精品示范村，镇领导挂点联系美丽宜居示

范村工作机制，扎实推进示范村建设。全市累计建设特色精品示

范村 25个，美丽宜居示范村 97个，通过持续资金投入、政策倾

斜，累计实施超 1200个村庄风貌提升项目，实现村容村貌、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乡村发展等全面提升。南区街道曹边村、南

朗街道崖口村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涌现了一批“示范

村”“网红村”，美丽乡村“点上出彩”格局基本构建，越来越多人

了解中山乡村，走进中山乡村。

四、关于集中展示乡村文化建设的建议

（一）美丽乡村串珠成链，着力打造具有香山传统韵味、岭

南水乡特色的乡村振兴示范带。我市坚持连线成片、集片成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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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美丽乡村建设，通过串联镇村历史人文、自然生态、产业发展

等特色“点”，“带”领乡村全面振兴。大力推进“香山古韵”和“岐水

流芳”两大主题市级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工作，推动五桂山、西

江沿线镇街乡村串珠成链，全市 21个涉农镇街启动 1条以上乡

村振兴示范带，新增乡村振兴示范带精品段长度 27.85公里。

（二）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让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一是结合重要节点节气，通过展演、巡游、交流体验等活动形式，

开展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现场活动约 16场次，让游客市民

近距离感受粤剧、龙狮舞、彩扎、剪纸、贴春联、猜灯谜等非遗

民俗文化艺术魅力。二是围绕中山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美景美

食、亲子研学、乡村振兴等内容，进一步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

和接待服务要素，开发乡村美食、夜间游览、深度体验、主题研

学等产品，鼓励文化旅游特色村与乡村传统文化、自然生态、特

色产业相结合，促进乡村观光向乡村旅居、乡村生活转型。三是

制定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服务规范，全面落实公共文化场馆设施免

费开放制度，年均举办免费文化活动超过 1.8万场。

（三）加强保护指导，集中展示我市历史建筑、文物之美。

做好示范村历史建筑的修缮指导工作，完善新增历史建筑名录。

加强对中山传统民居、侨房、碉楼、祠堂、旧学校等历史建筑的

修缮保护指导工作，引导业主对建筑进行活化利用。

五、关于集中派发消费券的建议

2021-2022年两年间，市商务局累计投入资金 53万元联合中

山供销合作联社于中山供销助农电商平台发放消费券，于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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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区等居民小区广场举行系列推销会，同时举办网红线上直播销

售六盘水优质农产品活动；2022年利用平台开展“产销对接消费

帮扶”消费券活动，补贴范围包含六盘水市、潮州、新疆、西藏

等帮扶地区农产品及我市本土企业生产销售的农产品和工业品。

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索用好我市每年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系列活动的契机和平台，充分发动和整合各镇街、各部门的集中

展示渠道和资源，推动全市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中山市乡村振兴工作的关心支

持。

中山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 6月 20日

（联系人及电话：李诗华，88221220）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生

态环境局,市商务局,横栏镇,小榄镇,黄圃镇,三角镇。

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3年 6月 20日印发

排版：办公室 校对：市委农办秘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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