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03.100.01 

CCS A 01 

46 

海 南 省 地 方 标 准 

DB46/T 620.1—2024 
 

 生态文明乡村建设规范  第 1部分：产业 

（旅游+）发展 
 

Specific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ed villages—Part 1：

Development of industry（tourism） 

 

 

 

 

 

 

2024-03-15发布 2024-04-30实施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46/T 620.1—2024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46/T 620《生态文明乡村建设规范》的第1部分。DB46/T 620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 第 1部分：产业（旅游+）发展； 

—— 第 2部分：热带雨林保护； 

—— 第 3部分：黎族文化遗产保护。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信息所、海南省标准化协会、陕西省

标准化研究院、五指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五指山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毛纳村委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清宇、李淑珍、段凯池、张思雨、孙林芳、张扬、李颖、金佳佳、黄家将、

汤雪、杨彬、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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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五指山市考察调研时指出，海南要坚持生态立省不动摇，把生态文明

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对热带雨林实行严格保护，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向世界展

示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标准化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它是科学管理的基础，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创新社会管理。开

展生态农村标准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理念、内容和水平的全面提升。毛纳村作为五指山市水满乡黎族

集中居住区的自然村代表，以标准化手段打造生态文明乡村毛纳样板，通过标准的制定、实施来统筹发

展产业，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传承黎族特色文化，助力将毛纳村建成向世界展示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和乡村振兴成果的窗口，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实践地。 

DB46/T XXX旨在制定适用于海南省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的指导标准，用标准化的技术手段引导和规

范海南省生态文明乡村建设过程中的产业发展规划、热带雨林保护及黎族文化传承保护，拟由三个部分

构成。 

—— 第 1部分：产业（旅游+）发展。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

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 第 2部分：热带雨林保护。明确了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区域内的村民及游客开展雨林保护措施

和要求，为避免污染和破坏雨林提供指导和引导； 

—— 第 3部分：黎族文化遗产保护。明确了黎族文化保护的内容和措施，明确黎族文化传承的内

容和方式，制定了收集梳理的渠道和标准规范，规范指导黎族文化保护和传承。  

以毛纳村乡村振兴可复制的典型标准化经验，在全省生态文明乡村打造过程中加以推广和应用，为

我省乡村振兴提供技术支持，助力实现产业旺、环境美、文化兴，促进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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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乡村建设规范  第 1部分：产业 

（旅游+）发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态文明乡村建设规范中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产业资源、主导产业、发展支撑

和运行管理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生态文明乡村建设过程中的产业和旅游融合发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HJ 588 农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导则 

DB46/ 483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态文明乡村 village with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宗旨的生态宜居自然

村。 

4 基本要求 

4.1 根据资源禀赋、气候条件、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等因素，编制产业发展总体规划或行动方案。 

4.2 建设完备的道路交通、给水排水、电力通讯、智慧工程、应急安防等基础设施，满足产业未来发

展需求。 

4.3 应配套接待服务能力强的游客中心、标识系统、旅游厕所、讲解服务等公共设施。 

4.4 应设置专门运营管理机构，管理机构应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和运营机制规范。 

4.5 应结合产业特色，建立集市场、创意、产品、人群、心理、价值等为一体的特色品牌。 

4.6 应根据销售对象与销售地域的不同，建立适宜的营销模式，扩大产品影响。 

5 产业资源 

5.1 保护和传承 

5.1.1 保持传统产业资源和物质文化资源的历史性和真实性，保留传统产业、节庆、民俗民食等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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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文化形式。 

5.1.2 建立明确、完整、有效的产业资源和旅游资源传承与保护制度，严格保护当地自然生态与人文

生态环境。 

5.1.3 遵循保护优先的原则。保护性利用产业资源和旅游资源，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5.2 优化和整合 

5.2.1 以水满茶、山兰稻为主导产业，立足生态、品牌等优势特色，更新品种、提升品质，完善设施、

应用科技，提供有机、精致的乡村旅游农产品。 

5.2.2 拓展农业多功能，围绕家庭亲子、科普教育、文创体验等市场策划多类型沉浸式休闲农旅产品。 

6 主导产业 

6.1 生态农业 

6.1.1 种植区域 

6.1.1.1 茶园种植 

6.1.1.1.1 发展生态茶园，推广采用“茶叶+油茶”套种种植模式，以满足茶树耐阴的生理习性需要，

提高茶叶产量和品种。同时配套茶园休闲旅游设施，打造毛纳村茶叶生产全域绿色化、景区化生态茶园。 

6.1.1.1.2 发展森林茶园，在村域内阔叶树、橡胶树等乔木林的树下种植茶树，充分利用林下空间，

发展立体种植，实现茶树的面积扩增。 

6.1.1.2 林下种植 

6.1.1.2.1 根据林地开发要求，增加林下经济产品供给，积极发展林药、林菌、林禽等林下种植。 

6.1.1.2.2 林药包括但不限于：砂仁、益智、石斛、金钱草、灵芝、五指毛桃等。 

6.1.1.2.3 林菌包括但不限于：香菇、茶树菇和平菇等。 

6.1.1.2.4 林禽包括但不限于：鸡、鸭、鹅等。 

6.1.1.2.5 林草包括但不限于：黑麦草、狗牙根、百脉根、红三叶、狼尾草、菊苣等。 

6.1.2 农产品质量 

6.1.2.1 鼓励培育与保护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发展市场

潜力大、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 

6.1.2.2 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培育保护农业品牌。 

6.1.3 农业污染防治 

6.1.3.1 采用生物、物理、化学等防治措施，引导农民科学施肥用药，预防农业面源污染。 

6.1.3.2 按照 HJ 588的要求进行农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理，农药包装、育秧盘等农

业废弃物及时处理，鼓励使用可控降解地膜，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等。 

6.1.3.3 村域内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DB46/ 483的要求。 

6.2 生态旅游 

6.2.1 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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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 充分挖掘民族文化底蕴，厚植黎族文化基因，把手工制茶、山兰酒传统酿造与乡村旅游相结

合，引导农户建设手工作坊，用标准化技术改造提升手工茶、山兰酒等特色农产品。 

6.2.1.2 生产各类特色食品、手工艺品、伴手礼等乡村旅游商品，满足游客食用、纪念、馈赠等多方

面需求。 

6.2.1.3 依托农村自然生态环境、文化资源、生产生活方式、乡土风情及地方特色，开办农家乐、开

心农村等经营实体，开展餐饮住宿、观光游览、农事体验、民俗演艺等服务。 

6.2.2 多元生态旅游 

6.2.2.1 亲子娱乐 

围绕家庭亲子市场，打造沉浸式农耕体验项目。如围绕健康蔬菜种植，让游客们体验趣味性的耕作

比赛，同时可融入农产品加工，创意性文化活动、室内外游乐设施等。 

6.2.2.2 田园休闲 

6.2.2.2.1 打造主题化、精致化田园康养体验项目。以养生文化、饮食文化为根基，采用创意设计方

式，完善配套服务，打造具有艺术气息的田园康养微度假聚落，开展田园慢食、家庭聚会、精品餐饮、

养生文化宣传等多种活动。 

6.2.2.2.2 开展多种形式田园休闲活动。在严格保护生态、营造高品质环境的基础上，以家庭、亲友、

伙伴等客群为主，利用村内绿色空间，组织户外露营、茶园徒步等户外活动。 

6.2.2.3 科普教育 

围绕学生市场，开展自然研学活动。结合特色果蔬等园艺栽培、园艺景观，学生开展培训实习等项

目，打造园艺研学实训基地。举办多元节事活动、娱乐活动，组织一些自然研学项目，如少儿自然手工、

少儿自然观察、亲子农耕、亲子运动会、家庭亲子夏令营、亲子国学教育、亲子农业科普等。 

6.2.2.4 景观创意 

按照基本农田保护的要求，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以水稻或绿肥种植为基础，以艺术化手段

形成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大田景观，同时组织高吸引力的节事活动。 

6.2.2.5 园艺康养 

打造康养主题园艺景观园。以营养价值、景观效果、文化内涵等为选择原则，适宜选择特色花卉、

药用本草、功能蔬菜等园艺作物与乡村景观共同构成多元化的养生园艺景观大格局。 

6.2.2.6 文创体验 

充分挖掘水满茶和山兰稻的文化底蕴，结合现代化技术手段和方法，打造“茶+酒”主题文创DIY工

作室，让游客在特定空间，运用专业设施及资源，结合场景，打造沉浸式手工体验。 

7 发展支撑 

7.1 通过数字信息技术与农业各生产环节有效融合，合理配置农业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生态环

境，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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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通过农机-品种-农艺综合配套，实现水稻全程机械化，茶叶整地、植保、修剪等环节的机械化，

进一步减少人工操作。 

7.3 推进绿色农田、稻渔种养、生态茶园、仓储保鲜冷链设施以及休闲旅游设施等建设，提升农业设

施化水平，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溢价能力。 

7.4 在国家、省级、市级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依法依规开展地方特色产品标准

化、产业化工作，并积极争取相关政策支持。 

8 运行管理 

8.1 建立文旅融合运营管理机构，规范运营机制、健全管理制度。 

8.2 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紧急救援机制、突发事件处理及应急预案等，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8.3 建立完善的投诉和处理制度，开设意见箱、监督投诉电话、网络投诉平台等多种投诉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