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 1 -

奉节县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乡村旅游发展的意见

奉节府发〔2017〕46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

单位：

为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扩内需、稳增长、促就业、减贫困、

惠民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完善旅游产业结构，提升旅游

经济综合竞争力，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乡村旅

游发展的意见》（渝府办发〔2016〕127 号）、《中共奉节县委办

公室 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奉节县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奉节委办〔2016〕148

号）的有关要求，结合全县乡村旅游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发展目标

到 2020 年，建成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打造 1

大乡村旅游产业集群。建设 50 个县级乡村旅游示范村，积极创

建 10 个市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年接待游客 500 万人次，吸纳 2.5

万农民就业，乡村旅游总收入达到 23 亿元。全县形成形式多样、

发展规范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和特色显著、结构合理的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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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格局，成为知名的渝东北三峡风情乡村生态旅游带。

二、重点任务

（一）科学规划，精心布局。按照全域旅游总体要求，科学

规划，合理布局，构建一圈、两片、多点乡村旅游发展格局。“一

圈”：即夔门、朱衣、西部新区、永乐、安坪、鹤峰、汾河等城

周旅游圈；“两片”：即“九天龙凤”和“三峡之巅 ”两大景区

乡村旅游示范片；“多点”：即各乡镇（街道、管委会）多个乡村

旅游示范点。着力打造集旅游观光、生态休闲、户外体验、采摘

娱乐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升级版，促进景区、园区、农庄、农家

乐协调发展。

（二）突出特色，示范引领。

1．依托城市，发展城周乡村旅游。依托县城的区位、客流

和市场优势，打造城周乡村旅游圈。建设朱衣砚瓦脐橙采摘体验

园、永乐长凼农业观光园等，让游客体验绿色食品，享受清新自

然、远离污染的高品质生活。

2．依托景区，发展精品乡村旅游。借助“九天龙凤”和“三

峡之巅 ”等著名景区的吸引力、辐射力优势，打造一批乡村旅

游精品景区。在长江沿岸建设集柑橘品种保护、技术展示、文化

传播、观光旅游等为一体的中国长江柑橘博览园；在资源和基础

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管委会）打造以赏花、采摘、避暑、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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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为特色的乡村旅游示范村。最终建成都市人感受传统、寻根文

化、拥抱山水的“家外之家”。

3．依托产业，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以特色农业为载

体，在脐橙、油橄榄、中药材、蔬菜、小水果、生态养殖、花卉

等特色产业领域融入文化创意和旅游元素，打造现代农业园区、

特色休闲农庄，开发“旅游+农业”产品组合，整体包装推向市

场，形成新的乡村旅游经济商业模式，以农兴旅，以旅促农。

4．依托文化，发展古村古镇乡村旅游。通过遗迹保护、民

俗体验、工艺传承、艺术继承、纪念品开发等方式，充分挖掘我

县古文明和历史文化内涵，重点保护和打造好红色革命竹园古

镇、公平长龙山道教圣地、三国历史文化遗址等，大力发展古村

古镇旅游。

5．依托科技，发展现代乡村旅游。启动以农业科学技术为

支撑，以农业科技资源为吸引的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展现农业科

技风貌，形成集教育、体验、观光、展示为一体的现代乡村旅游，

满足游客增长知识、开拓视野、丰富阅历、休闲娱乐等旅游需求。

（三）制定标准，规范管理。制定《乡村旅游示范村评定规

范》，规范指导各乡镇（街道、管委会）、村（社区）、业主按旅

游标准规范化建设。制定《“三峡原乡”农（林）家乐县级评定

标准》，规范标志标牌，统一注册管理。



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 4 -

（四）完善基础、美化环境。按照乡村环境景区化标准，加

快推进乡村旅游景区基础项目建设。加快交通干道、重点旅游景

区到乡村旅游景区（点）的道路交通建设，提高乡村公路等级标

准，完善交通标识标牌体系，提高交通导引导航导识水平，促进

乡村旅游便利化。强化乡村旅游景区（点）消防、卫生、安保、

治安等安全管理，改善供电、供水、通信、医疗、金融、邮政、

停车、厕所、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游客接待中心、公共消防设施

等基础条件，配套兴建特色餐饮、住宿、购物、娱乐、户外运动、

互动体验等服务设施，努力提高可进入性与旅游活动的安全性、

丰富性和舒适性。

（五）人才培训，主体培育。坚持“以产业培训人才，以人

才推动产业”的理念，制定培训计划，农业、人社、旅游、扶贫

等部门和乡镇分层级对县乡村干部、旅游经营业主及从业人员开

展多形式的乡村旅游知识培训，提高乡村旅游的管理水平。培育

壮大本地新型乡村旅游经营主体，通过政府引导、补助、奖励等

扶持政策，撬动社会资本投资乡村旅游，使之成为发展乡村旅游

的主体力量。招商引资有规模、有经验的企业入驻，强化企业与

农民的利益联结，发展一批带动能力强的乡村旅游示范企业。

（六）加强宣传，扩大影响。整合宣传、商务、旅游、农业、

林业、扶贫等部门资源，多媒体、多渠道、全方位宣传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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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互联网+”建设乡村旅游大数据，打造“网上村庄”智能

服务平台，汇集乡村旅游景点、农家乐、休闲农业园等旅游资源

产品和农特产品等信息，提供餐饮、住宿、采摘和其他旅游项目

的在线展现、网上预订等智能导航服务，缩短游客与乡村的时空

距离。围绕节庆活动推介乡村旅游，按照“政府主导、企业营销、

全民参与、农民增收”的办节模式，精心策划贴近游客、贴近“三

农”、主题突出的脐橙节、美食节、土家女儿节、桃花节等节庆

活动，延伸旅游产业链，实现以节兴旅、以旅促商、以商富民。

三、政策支撑

（一）加大投入力度。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社会投入为

主体的多元化投入机制，激励发展乡村旅游业。整合相关部门项

目资金和高山生态扶贫搬迁融资资金，用于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开展田、水、路、林等综合整治。加大乡村旅游发展扶持力

度，当年度首次评为 2A级及以上景区，按 2A、3A、4A、5A分

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万、30万、50 万、100 万元；对新建二星、

三星、四星、五星级农家乐，给予 2 万、4 万、8 万、10 万元奖

励；县级乡村旅游示范点，按 50 万元/个给予补助。

（二）实行税费优惠。对月销售额在 3 万元（含 3 万元）以

下或者季度销售额不超过 9 万元（含 9 万元）的乡村旅游经营户，

免征增值税；在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内经营采摘、观光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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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和个人，其直接用于采摘和观光的种植、养殖、饲养用地，

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对从事乡村旅游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

业，按规定执行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经批准改造的废

弃土地和开山整治的土地，从使用的月份起免缴城镇土地使用税

5 年；对个人出租住房经营乡村旅游的，免征印花税，减按 4%

的税率征收房产税，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对符合西部大开发税

收优惠政策规定条件的，可减按 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在

城镇规划区范围外开发乡村旅游项目的农户，在用电、用水等方

面给予支持。

（三）加大金融支持。鼓励金融机构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信

贷支持，创新金融产品，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简化贷款手续，降

低旅游企业贷款准入门槛。积极支持涉农涉旅融资担保公司做大

做强，将乡村旅游纳入扶贫开发贷款扶持范围。担保公司要积极

为乡村旅游提供担保，凡是符合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支持对象的，

均可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并按规定予以贴息。

四、保障措施

（一）明确工作职责。构建部门、乡镇联动机制，形成发展

乡村旅游的强大合力。县农委统筹协调乡村旅游工作，大力发展

景观农业、休闲农业，加快生态扶贫搬迁与“美丽乡村”建设，

逐步完善乡村旅游发展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县旅游局着力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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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产品和线路，会同有关部门抓好乡村旅游宣传推广、人

才培训、标准制定、旅游统计等有关工作。县城乡建委要大力推

进古镇、古村落保护修缮和乡村风貌建设。县交委要抓好交通主

干道、重点景区与乡村旅游景区景点的道路连接工程，打通乡村

旅游“最后一公里”，做好乡村旅游交通保障。县国土房管局要

保障乡村旅游用地，重点对利用“四荒地”开发乡村旅游用地给

予支持。县环保局要加大乡村环境整治力度。县文化委要加强对

乡村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与利用，组织开展游客喜闻乐见的文

化娱乐活动。县林业局要抓好森林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设一批乡

村森林养生基地。县水务局要盘活乡村塘库水利资源，开展乡村

滨水旅游。县扶贫办要加大乡村旅游扶贫项目资金投入，打造一

批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县金融服务中心要研究制定发展乡村旅

游金融扶持政策，完善乡村金融服务。县商务局要抓好农家乐（乡

村酒店）转型升级和标准化建设，推进乡村住宿餐饮行业个性化、

标准化、集群化、规范化发展。公安、税务、工商、质监、食品

药品监管等部门要以增强企业活力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为中心，进

一步简化管理流程，依法、高效、优质地为乡村旅游经营者提供

注册、审批、监管等服务。各乡镇（街道、管委会）要发挥乡村

旅游建设的主体作用，负责做好本辖区核心景区、示范点的打造，

适时开展有特色的节会活动，促销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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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用地保障。城乡建设、国土房管、规划等部门在

多规合一规划时，应考虑乡村旅游发展实际需求，将乡村旅游建

设用地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符合相关规划

前提下，分类保障各类乡村旅游用地。实行乡村旅游用地差别化

管理。公建项目用地通过划拨方式供应；经营性项目用地采取招

拍挂方式供应；对使用荒山、荒坡、荒滩、废弃矿山建设的旅游

项目，优先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发展乡村旅游涉及建设

永久性餐饮、住宿用地的，支持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等审批手续。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通过盘活农村闲置房屋、集体建设用地、“四

荒地”、可用林场和水面等资产资源发展乡村旅游。

（三）严格督查考核。将乡村旅游发展情况纳入全县全域旅

游工作指标体系进行考核。县政府督查室将对相关部门（单位）

和各乡镇（街道、管委会）乡村旅游发展情况分季进行督查，定

期通报，年终考核。

附件：乡村旅游工作任务分解表

奉节县人民政府

2017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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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乡村旅游工作任务分解表

序号 重 点 任 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
实施乡村特色旅游镇、传统村落、精品民宿
等品牌创建工程。

县旅游局
县城乡建委、县商务
局

2017 年-2020
年

2
打造 10 个农业园区、10 个农庄，将园区变
景区。

县农委
县旅游局、县林业局、
县脐橙产业发展中心

2017 年-2020
年

3
打造 50 个县级乡村旅游示范村，积极创建
10 个市级乡村旅游示范村。

县农委

县旅游局、县商务局、
县林业局、相关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管委会）

2017 年-2020
年

4
打造特色民宿、乡村酒店和农（林）家乐集
群。提档发展 100 个 2 星级及以上“三峡原
乡”农（林）家乐。

县农委

县扶贫办、县商务局、
县林业局、重庆赤甲
集团、各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管
委会）

2017 年-2020
年

5 策划举办系列乡风民俗、农事节会活动。

各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
办事处、管
委会）

县旅游局、县农委

2017 年-2020
年

6
打造乡村旅游“网上村庄”智能服务平台，
发展智慧乡村旅游。

县扶贫办
县商务局、县旅游局、
县经济信息委、县农
委

2017 年-2020
年

7
制定乡村旅游示范村评定规范、“三峡原乡”
农（林）家乐县级评定标准。

县旅游局 县商务局、县农委

2017 年 7-12 月

8

加强对乡村旅游市场秩序、食品安全、饮水
安全、消防安全、社会公共治安、道路交通
安全、景区游览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和
规范化管理。

县旅游局

县交委、县水务局、
县公安局、县质监局、
县安监局、县食药监
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管委
会）

2017 年-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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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 点 任 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9
加强乡村环境承载能力监测，加强垃圾、污
水无害化处理，加强水资源、森林资源和生
态资源保护。

县环保局

县市政园林局、县农
委、县水务局、县林
业局、各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管
委会）

2017 年-2020
年

10

加强对乡村文物古迹、传统村落、历史风貌
建筑、民宅、古树名木等的保护，加强乡土
文化、原始风貌、民间艺术、农耕文化、民
风民俗等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

县文化委

县城乡建委、县旅游
局、县林业局、各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管委会）

2017 年-2020
年

11

加快交通干道、重点旅游景区到乡村旅游景
区（点）的道路交通建设，提高乡村公路等
级标准。完善道路交通标识标牌体系；完善
景区导游标识体系。

县交委
县旅游局、各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管委会）

2017 年-2018
年

12
改善供电、供水、通信、邮政、停车、厕所、
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游客接待中心、公共消
防设施等基础条件。

县经济信息
委、县水务
局、县旅游

局

县环保局、县市政园
林局、各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管
委会）

2017 年-2018
年

13
开发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土特产
品、旅游纪念品、特色食品等乡村旅游商品。

县商务局
县旅游局、县农委、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管委会）

2017 年-2020
年

14

乡村旅游宣传营销纳入全域旅游整体营销
计划，做好乡村旅游产品和线路宣传营销工
作。制作乡村旅游宣传片、歌曲、地图等宣
传品，利用网络、电台、电视台、报刊等媒
体，宣传推广乡村旅游。

县旅游局

县农委、县文化委、
县广播电视台、各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管委会）

2017 年-2020
年

15
将乡村旅游人才培育纳入培训计划，对基层
干部、乡村旅游业主、乡村旅游从业者开展
多层次、多渠道培训。

县旅游局

县农委、县人力社保
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管委
会）

2017 年-2018
年

16
统筹使用旅游发展资金，加大乡村旅游发展
财政资金投入力度，积极争取中央、市级专
项资金投入，兑现奖励激励政策。

县旅游局
县财政局、县农委、
县扶贫办、县林业局、
县脐橙产业发展中心

2017 年-2020
年

17

将乡村旅游建设用地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分类保障各类乡村旅游用
地，重点支持利用“四荒地”开发乡村旅游，
实行用地差异化管理。发展乡村旅游涉及建

县国土房管
局

县规划局、县城乡建
委、县林业局

2017 年-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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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永久性餐饮、住宿用地的，支持依法办理
农用地转用等审批手续。

18 加大乡村旅游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力度。 县财政局 县地税局、县国税局
2017 年-2018
年

19

鼓励金融机构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信贷支
持，简化贷款手续，适度降低旅游企业贷款
准入门槛。将乡村旅游纳入扶贫开发贷款扶
持范围。为乡村旅游提供小额担保贷款。鼓
励通过农村产权抵押和旅游门票质押方式，
扩大乡村旅游融资规模。

县金融服务
中心

有关金融机构、县旅
游局、县扶贫办、县
农委。

2017 年-202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