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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县乡村建设示范县创建

工作简报
第九十二期

光山县乡村建设行动专项小组办公室 2023年 11月27日

光山县积极探索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模式推动村庄风貌提升

光山县北临淮河水，南依大别山，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

地带，属河南省信阳市，是一片红色土地，也是中央办公厅

定点帮扶县。光山县有 16 个中国传统村落。光山县高度重

视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初步探索了具有光山特色的传统

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模式。坚持保护为先，利用为基，传

承为本；坚持留住乡亲，护住乡土，记住乡愁；坚持基层主

导，多方参与，共同缔造；坚持彰显特色，文产协同，集中

连片。

一、将传统村落保护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光山连续四年将传统村落保护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光

山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发掘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发掘

以邓颖超、钱钧、尤太忠、万海峰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以龚

友福、胡煦、胡季堂、晏甬、文圣常、徐庶之等为代表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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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化，以豫南农耕、楚风豫韵民俗等为代表的民俗文化，

持续提升生态文明创建水平，培育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谐

共进的生态文化，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地方发展优势，建设

豫南文化发展高地。

二、小组领导、部门配合、属地管理的工作机制

光山县自然资源局、文化广电旅游局、财政局、发改委、

农业农村局、林茶局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传统村落保护工作

领导小组，加强对全县传统村落的组织领导，确保全县传统

村落保护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经常专题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大问题。全县各乡镇还成

立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领导机构，组织落实本乡镇传统村落集

中连片保护利用工作。

县检察院和住建局多次召开全县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法制宣传会

三、积极组织村民学习传统村落知识，实现共建

光山县各乡镇是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的责任主体，涉

及乡村将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组织学习传

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工作实施方案，落实年度保护修缮工作，

明确工作任务到人，确定时限及要求，推进项目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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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组织动员共建

四、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及媒体支持

依托光山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和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3 个国有平台公司，吸引上海乡伴

枫桥文旅集团、棕榈集团等社会企业，采用 PPP 模式，推进

实施“投融建运”一体化，实现企业合作共赢。

在住建部村镇建设司指导下，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在

文殊乡南王岗村陈下湾组、槐店乡大栗树等村制作 5 期短视

频，在快手平台宣传；在中国建设报刊发“村子像庄园村民

笑开颜——看帅洼村如何成功逆袭展新貌”文章，报道晏河

乡帅洼村共同缔造成果；县融媒体中心和城投公司联合成立

国有公司，创建光之蓝抖音号，专门宣传光山乡村振兴工作

成果；通过“红色光山原乡生活”微信视频号发布了《醉美

朱楼》《半城山水，满城书香》等一系列短视频，以接地气

的风格展示、推介光山。

央 视 宣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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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积极推动设计下乡工作，为村落保护注入专业力量

北京建筑大学、郑州大学建筑学院、河南工业大学等院

校设计机构及专家学者，连续多年驻地下村，指导光山县开

展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共同缔造、传统建筑修缮等工作。

北京建筑大学在光山县帅洼村、晏岗村开展驻村帮扶

六、积极探索对传统民居及建筑的改造利用模式

光山县邀请专家团队进行规划设计；对传统民居坚持修

旧如旧，在保持原始风貌的前提下，融入现代生活元素，让

千年古色乡村焕发出勃勃生机。吸引上海乡伴集团前来投资，

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打造以大学生创业、农民

工返乡就业为主的创客小镇，相继成为国内首个田园综合体、

首批特色小镇，延伸至“互联网乡村”的联合运营大时代的

美丽乡村示范点。“创客小镇”理念的提出，美丽乡村的建

设，吸引外流的人才回归本地开设“创客小店”，将本村闲

置房屋进行统一改造提升，打造传统民居民宿、红色教育基

地、商铺、餐饮等设施也有机融入传统民居的建筑服务功能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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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与产业结合

七、探索节会、文化创意，推动传统村落和非遗融合

将传统村落作为承载、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

探索节会、文化创意产业等多种保护传承方式。在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集中地区，建设适当规模的室内小型剧场或者露

天剧场。对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等适合开展生产性保护

的项目，结合当地相关的企业或者个体生产者生产，根据项

目具体要求，建设生产制作展示、传习培训等准公益性场所。

对植根乡村的节庆活动、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结合

乡村文化大院、乡村公共文化场地等建设，建设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表演场所。此外，将传统村落作为承载、发扬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探索节会、文化创意产业等多种保

护传承方式。

光 山 县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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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积极推进传统村落数字影像建设

光山县已制作整理好 12 个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素

材，完成精品馆建设 2 个，储备 16 个传统村落数字影像建

设项目。

本期主送：县委常委，县人大主任、副主任，县政府副县长，

县政协主席、副主席，法检两长，其他县处级领导

抄送：各乡镇（街区）党（工）委书记，县委各部委办，县

直机关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