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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寨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金寨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 

示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金政秘〔2023〕83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安徽金寨经济开发区（金寨现代产业园区）

管委，安徽金寨技师学院，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直属单位： 

现将《金寨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实施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金寨县人民政府      

2023年 5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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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寨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 

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重

要讲话精神，切实做好我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

工作的组织实施，规范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根据《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

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财政

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的

通知》（建办村〔2023〕13号）等要求，立足金寨县大别山革

命老区的优秀文化资源，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要把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的重要指示精神，衔接

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构建金寨县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格局。

串联全县 5个中国传统村落、20个省级传统村落，因地制宜

确定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实施区域，明确传统村落的发展定位

和发展时序，充分发挥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绿色生态、田

园风光等特色资源优势，统筹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建设

和特色产业布局，活化、利用好传统建筑，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 

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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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保护优先、传承利用。注重地域文化和传统

建筑的保护，注重民风民俗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传承，注重社

会价值、经济价值的深度挖掘和合理利用。 

（二）坚持特色优先、整体推进。立足红色文化特色、

生态乡村特色，做到规划引领、项目统筹实施、工作协同推

进，禁止无序建设。 

（三）坚持突出重点、兼顾全面。盘活有效资源，找准

传统村落特色定位，确定重点实施项目，通过示范带动实现

资源共享。 

（四）坚持政府统筹、以人为本。以政府主导为主，社

会多方参加，带动村民参与，集中整合资源、聚合力量、统

一部署、统一实施。 

三、总体目标 

以金寨县中国传统村落为龙头，以连点串线成片的传统

村落保护利用实施区域为重点，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自然环

境、绿色生态、田园风光等特色资源优势，统筹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特色产业布局，提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

保护建设、活化利用的工作措施和技术路线，并以此为契机，

打造全国“革命老区传统村落乡村振兴排头兵”、全国“大别山

红色文化旅游引领地”、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形成传统村落连片保护且可持续发展的“金寨模式”。 

（一）活化传承——打造留住乡愁、焕发活力的传统村

落集聚区。传统建筑的修缮工作全面完成，建立传统建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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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平台，村落内传统建筑得到有效保护。 

（二）产业赋能——形成文旅融合、农旅融合的乡村振

兴样板。充分利用好“传统村落+”，实现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

振兴有效联动。 

（三）环境改善——全面推进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实现基础设施不缺项，公共服务设施有保障，民宅生活

功能修缮完备，公共空间品质有提升。 

（四）风貌彰显——按照“全县大景区，全域大旅游”的

总体要求，统筹城乡景观风貌，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基础上，

坚持把村镇风貌管控与地域文化传承相结合。 

（五）示范引领——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保护利用工

作经验。构建金寨县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格局，推动示范区整

体建设，并探索形成实践经验。 

四、具体内容 

（一）示范工作重点内容 

通过创新传统建筑活化利用方式、建立中国传统村落数

字博物馆、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机制

等探索以全域旅游引领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模式，将

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融入全域旅游的大环境中，形成“三区、

一带、一环、多点”的金寨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总体格

局。 

1.三区： 

（1）北部“红色”主题传统村落集聚区。以汤家汇镇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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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打造红色文化示范基地。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红色

文化为主线，以绿色生态为底蕴，着力培育壮大红色文化产

业，融合发展生态休闲旅游。依托汤家汇苏维埃红旅小镇、

晏家老湾、上畈、斗林李家湾等传统村落，谋划建设金寨红

色文化教育基地。通过红色文化影响力，丰富非遗展示，塑

造红色古村品牌。发展大健康产业，依托天麻、茯苓、灵芝

三大中药材集聚区，结合金刚台生态资源优势，发展健康养

生新业态。 

（2）中部“红绿蓝”主题传统村落集聚区。以大湾村为核

心，打响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大湾村视察文化品牌，依托茶叶

种植等特色产业，延续大湾村“山上种茶、家中迎客、红绿

结合”的发展模式，引导民宿和农家乐的发展。融合红色资源、

山水资源和特色农业资源，以果子园乡姜湾传统村落、斑竹

园镇为载体，打造大别山红色文化传承地、绿色生态旅游、

蓝色旅游胜地，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采摘体验等活动，

打造新兴乡村旅游目的地。  

（3）南部“绿色”主题传统村落集聚区。以前畈村中国传

统村落为核心，发挥片区内天堂寨风景区、马鬃岭、燕子河

大峡谷等自然资源优势，重视非建设用地产业功能植入，大

力发展中药材、花卉、林下养殖等产业，培育“茶山花海”“映

山红花海”“万亩林海”“红岭公路”等点、线、面结合的森林康

养产业，配套相关的康体疗养、主题娱乐活动、休闲度假及

其他服务设施，实现传统村落与生态资源的联动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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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单一的本体活化利用模式，营造绿色生态传统村落集聚

区。  

2.一带：沪汉蓉高速观光带。完善沿路旅游标识体系，

结合沿路风景段建设有设计创意、视觉效果美观、布局合理

的旅游标识系统。提升沿线基础设施，重点建设特色鲜明、

功能齐全的驿站驿亭，打造旅游风景道驿站驿亭体系。  

3.一环：中国红岭公路。结合中国红岭公路之红色征程

主题线、马丁公路越野线、仙风道古自驾线三个主题线路。

通过“红”+“绿”+旅游观光，串联金寨传统村落和生态资源，

展现金寨自然与文化之美。  

4.多点：保护朱家湾、晏家老湾、姜湾、斗林村李家湾、

前畈村等 25个传统村落的传统格局、建筑风貌、文物保护单

位、传统风貌建筑等物质遗存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打造

5个中国传统村落作为皖西示范村。 

（二）示范工作具体安排 

1.启动部署阶段（2023年 5月前）。成立领导小组，明确

时间表，建立任务清单和台账，完成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示范申报工作。 

2.推进实施阶段（2023年 5月—2024年 12月）。一是完

成招标投标及相关开工手续的办理。二是完成使用中央资金

的项目，主要涉及示范工作实施区域的传统村落风貌整治、

传统建筑整治修缮、院落修缮、村落环境改善、配套设施建

设和数字化建设等项目。三是完成县级配套资金项目，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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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结合村庄规划开展传统村落周边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项目。 

3.总结验收阶段（2025年 1月—2025年 3月）。全面完

成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的各项任务，总结提炼金寨县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模式，广泛开展宣传工作。 

五、实施保障 

（一）提高站位，强化领导。为确保传统村落集中连片

保护利用示范项目顺利推进，成立金寨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

保护利用示范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

范项目推进工作。各成员单位要主动担责、协调联动、密切

配合，严格落实各自职责分工，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二）做好规划，统筹资源。规划编制单位要结合政策

要求及地方实际做好金寨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总

体规划制定工作，统筹聚合优质资源发展。各相关部门要积

极争取上级相关资金、项目，主动纳入规划范围，全程做好

配合保障。 

（三）明确职责，抓好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服从意

识、标准意识、规范意识，加强队伍建设，高标准高质量推

进。住建部门要做好指导、监督和管理工作，全过程参与和

督导项目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和保护利用项目的组织实施。

县发改、财政、自然资源、交通、水利、农业农村、文化和

旅游等部门，要从政策、资金及相关手续办理等方面做好支

持。各有关乡镇要做好辖区内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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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做好规划的编制、实施、指导等工作。 

（四）简化程序，优化流程。各项目审批部门要从思想

理念上提升，从体制机制上创新，从监管服务上突破，进一

步简化程序、优化流程，着力为我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项目的实施打造审批少、流程简、效率高、服务好的良

好营商环境，确保项目有力有序推进、加速加快落地。 

 

附件：金寨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实施工作 

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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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金寨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 
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  涧（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汪洪涛（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王学军（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宁伟城（县政府办副主任） 

夏贤松（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陈绍东（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马  锐（县交通局局长） 

陈贤禄（县财政局局长） 

夏云培（县住建局局长） 

杨林涵（县发改委主任） 

张  乔（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洪  潮（县文旅体育局局长） 

何恩来（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沈庭东（县林业局局长） 

李  锋（县卫健委主任） 

黄大立（县水利局局长） 

徐  浩（县教育局局长） 

陈善文（县城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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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光毅（县科商经信局局长） 

张  伟（县司法局局长） 

郑学培（县应急局局长） 

黄治富（县规划中心主任） 

黄遵初（县消防大队大队长） 

杜继铁（天堂寨镇镇长） 

熊德渠（汤家汇镇镇长） 

汪晓薇（果子园乡乡长） 

张德传（燕子河镇镇长） 

施海军（南溪镇镇长） 

赵海龙（吴家店镇镇长） 

张万永（斑竹园镇镇长） 

芦  鑫（花石乡乡长） 

汪倩倩（沙河乡乡长） 

舒期颐（关庙乡乡长） 

高大连（槐树湾乡乡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住建局，夏云培同志兼任办公室

主任，李守宏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廖莉同志负责具体办

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