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城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

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白政发﹝2022﹞1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园区）管委会、市新区办，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

机构：

现将《关于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白城市人民政府

2022 年 2 月 2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意见》（吉政发〔2021〕10 号）安排部署，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建设美丽乡村，

加快推动我市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对接“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发挥“吉林省西部河湖草原湿地

旅游大环线”辐射功能和引领作用，立足白城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加快把乡村旅游规模

做大、产品做精、特色做足、品牌做强，全面提升乡村旅游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农

民增收，为白城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二、思路目标

依托重点生态旅游景区及旅游资源禀赋好的重点村镇，构建白城市“一环、四带、多

点”乡村旅游发展新格局，实现乡村旅游基础完善、规模扩大、品质提升的高质量发展目

标。



一环。以大安市、镇赉县、洮北区、洮南市、通榆县为中心节点，辐射周边的客源市

场，大力发展湿地观光、民俗体验、田园休闲、文化研学、科普教育、健康养生等业态，

满足城市居民消费需求，构建吉林西部乡村旅游休闲环。

四带。打造以嫩江湾、月亮泡等景点为核心的东部水域生态与渔业休闲乡村旅游带，

以向海、包拉温都等景点为核心的南部湿地生态与森林景观乡村旅游带，以关东古街、敖

牛山等景点为核心的西部历史研学和山地体验乡村旅游带，以查干浩特、万宝山国家草原

公园等景点为核心的北部草原生态与民俗风情乡村旅游带。

多点。重点建设洮北区青山镇黎明村、洮南市福顺镇、通榆县向海蒙古族乡向海村、

镇赉县莫莫格蒙古族乡乌兰昭村、大安市太山镇张家村等一批基础条件好、特色鲜明、交

通便利、辐射带动力强的国家及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高等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为主体的

乡村旅游精品点。

到 2025 年年末，全市乡村旅游接待人次年均增长 15%以上；实现乡村旅游收入 4 亿元。

培养乡村旅游经营管理人才 200 名。

三、主要任务

（一）推进乡村旅游精品化发展。

1．建设乡村旅游精品。一是培育 1 个县域乡村旅游集聚区，即“大安·捺钵水乡”

乡村旅游集聚区；二是打造 5个乡村旅游精品村、5个精品旅游民宿、5 个乡村旅游节庆

品牌，推出 10 条具有乡土风情、农事体验、冰雪娱乐、避暑休闲等复合功能的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建设 20 个乡村旅游精品点。〔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园区）管委会，

市文广旅局、市乡村振兴局、市发改委按分工负责。以下均需各县（市、区）政府、开发

区（园区）管委会落实，不再列出〕

2．促进乡村旅游融合。推进农旅融合，建设一批市级以上休闲农业园区与乡村旅游

星级企业。“十四五”期间力争我市省级以上美丽乡村达到 10 个。推进康养融合，打造

乡村休闲、乡村研学、乡村康养、农事体验、自驾车营地等系列产品，以此推进农林牧渔



资源与生态旅游融合。（市文广旅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草局、市卫健委、市民政局按

职责分工负责）

3．实施乡村旅游“后备箱”工程。支持乡村旅游重点村建设电商服务站、农副土特

产品商店，发挥地域文化优势，加强创意设计，推出一批体现白城文化特色、具有民俗特

点的系列乡村旅游商品。重点培育 10 家乡村旅游“后备箱”工程示范基地，5家大型乡村

旅游商品生产经营企业。把镇赉哈尔淖鱼、通榆向海鸭蛋、洮南万宝粉条、大安黄菇娘、

洮北三合豆包等土特产品打造成为地域特色鲜明、包装精美、简便易携的乡村旅游伴手礼。

（市文广旅局、市商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推进乡村旅游特色化发展。

4．挖掘特色文化。深入挖掘民族、民俗、传统手工艺等文化资源，推动非物质文化

遗产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支持非遗项目、传承人走进乡村旅游重点村，培育具有非物质

文化遗产特色的乡村旅游接待载体。建设 13 个乡村文化博物馆。（市文广旅局负责）

5．举办特色活动。依托乡村农耕文化、渔猎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举办具有

地方特色的采摘节、民俗节、放飞节、美食节等乡村文化活动。开展“送文化到基层”及

乡村旅游文化惠民演出系列活动，让农民群众在家门口看大戏、赶文化大集、享文明新风。

（市文广旅局负责）

6．发展特色民宿。加强主题客房、特色餐饮、农事体验、亲子研学等体验产品和项

目开发，打造适应不同需求的主题民宿类型。推进实施旅游民宿行业标准，相关部门按职

能加强监管。（市公安局、市住建局、市文广旅局、市市场监管局、市通信管理办公室、

市消防救援支队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推进乡村旅游品质化发展。

7．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加强农村公路建设，推进省道洮南至向海段，省道到保至德

顺段、省道齐齐哈尔至大安段（白城段）等公路建设，完善农村“快进慢出”交通体系，

打通乡村旅游景区（村）的“最后一公里”。加强乡村旅游重点村、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停



车场建设，持续推进厕所革命，改建新建乡村旅游厕所。加快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

实现乡村环境“净化、绿化、美化、亮化”，整体提升乡村旅游游览环境。（市乡村振兴

局、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局、

市林草局、市通信管理办公室、市文广旅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8．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县级公路客运站完善旅游集散等服务功能；建立乡村旅

游咨询服务体系，完善旅游咨询、预订销售等功能；完善乡村旅游景区的交通指引标识系

统，整体提升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市发改委、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文广旅

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推进乡村旅游市场化发展。

9．创新营销方式。鼓励引导农民将土特产品向旅游商品转化。充分利用县域电商服

务中心和乡镇电商服务站展示推介当地的旅游产品，组织“网红”到重点乡村旅游村镇、

乡村旅游经营单位、明星企业和网红打卡地，“打卡”“代言”“带货”，增加乡村旅游

收入。（市文广旅局、市商务局、市网信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10．完善共享机制。壮大乡村旅游带头人队伍，鼓励引导村民入股、合作等方式参与

乡村旅游经营。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推广 4A 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兀良哈旅游专业合作社模式。（市人社局、市农业农村局、

市文广旅局、市乡村振兴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推进乡村旅游规范化发展。

11．加强规划引领。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县（市、区）编制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确保乡

村旅游开发建设科学有序进行。积极争取国家、省级专项资金，扶持通榆县向海村等乡村

旅游重点村编制规划。同时要注重各类规划科学衔接与有效实施。（市文广旅局、市发改

委、市自然资源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12．加强资源普查。组织开展全市乡村旅游资源普查工作，建立全市乡村旅游资源档

案库，构建乡村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科学体系。（市文广旅局负责）



13．加强监督管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相关部门定期对乡村旅游景区及经营单位消

防安全、食品卫生、环境卫生等开展指导检查，提升乡村旅游从业人员服务能力和管理水

平，确保乡村旅游市场安全有序运营。（市文广旅局、市应急局、市公安局、市人社局、

市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推动。各县（市、区）、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乡村旅游工作，成立

工作领导组织，明确任务和责任，把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

措，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县、乡、村要对工作任务责任逐级分解落实，制定强有力的措

施和办法，建立督导机制，形成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强大合力，推动我市乡村旅游向高质

量发展迈进。（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深化联动协调。按照“市级协调抓总、县乡级负责落实”原则，全面落实各级

政府主体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市文广旅局、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局、市乡村

振兴局、市交通运输局、市住建局、市林草局、市水利局、白城供电公司、市通信管理办

公室等部门要将乡村旅游作为巩固拓展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全面抓

好乡村旅游重点项目建设、重要产品开发等工作，持续改善乡村发展条件，努力为乡村振

兴和乡村旅游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发展基础。（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推动政策落实。要加强乡村旅游资金支持，强化财政资金引导，积极争取各种

奖励资金和省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对新评 4A 级景区重点村、4A 级以上乡村旅游经营单

位和等级民宿按照相关标准给予支持。加强信贷支撑作用，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乡村旅游

企业和旅游项目的信贷支持。拓展多元融资方式。要强化乡村旅游用地保障，有效盘活闲

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市文广旅局、市财政局、市金融办、省银保监局白城分局、市自

然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优化发展环境。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要求，在税费、审批等环节扶持乡村旅游发

展。压缩办理乡村旅游项目审批办理时限，为乡村旅游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大对



乡村旅游发展工作的宣传力度，及时报道乡村旅游的新进展、新成效、新经验。宣传好先

进典型，大力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参与的舆论氛围。（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自然

资源局、市住建局、市卫健委、市市场监管局、市税务局、市应急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打造人才队伍。依托我市大中专院校开展乡村旅游人才培训工作。成立乡村旅

游人才专家库，开展乡村旅游创新创业行动。鼓励各地引导返乡创业成功人士回报家乡、

投资家乡、发展家乡，投身乡村旅游发展。完善创新乡村人才评价机制，将乡村旅游人才

纳入乡村振兴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范围，并争取省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市文广旅局、市

人社局、市农业农村局、市金融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附件：1．白城市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责任落实分工表

2．白城市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任务清单

附件：

附件 1.白城市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责任落实分工表.docx

附件 2.白城市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任务清单.docx

http://xxgk.jlbc.gov.cn/bcsrmzf/szf/xxgkml/202203/P020220314616657149934.docx
http://xxgk.jlbc.gov.cn/bcsrmzf/szf/xxgkml/202203/P020220314616657368012.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