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农农办〔2022〕50 号

关于开展 2022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2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推介活动的通知》（农办产〔2022〕3 号）要求，我省将向农

业农村部推荐 10 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以行政村为主体单位，在发展提升乡村休闲旅游业方面应具

备以下条件。

（一）产业优势鲜明。自然风貌、生态环境、乡土文化等乡

村休闲旅游资源丰富，农家乐、乡村民宿、休闲农园等业态类型

多样，农事体验、科普教育、亲子研学等经营项目多元。休闲农

业联农带农作用突出，就地吸纳农民创业就业有力，乡村休闲旅

游已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二）服务设施完善。餐饮、住宿、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

等服务设施齐全，吃住行游购娱学等休闲体验功能完备。村容村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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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整洁，乡村人居环境优化，未发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

休闲农业行业相关服务规范，从业人员业务素质良好，未发生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

（三）乡风民俗良好。村规民约有效执行，村民诚实守信、

合法经营、安居乐业；民俗文化得以传承，家风优良、民风淳朴、

孝悌和睦。乡风文明，治理有效，近 3 年无群体性上访、恶性治

安案件等情况发生，无擅自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行为。

（四）品牌效应明显。村域内乡村休闲旅游项目在当地具有

较高知名度，已获得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广东十大

美丽乡村、广东特色名村、乡村振兴大擂台优胜单位等荣誉，已

建设科普基地和中小学及各类大专院校劳动实践基地或获得省

级以上相关奖励和荣誉称号的行政村，或在《广东省乡村休闲产

业“十四五”规划》明确的“4321”区域内的行政村，优先予以

推荐。

其中，农家乐特色村还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村内以经营农

家乐为主，开办农家乐数量达到 5 家以上。二是村内主要经营乡

土美食、农事体验、民俗文化等体现农家生活特色的项目。三是

农民通过直接兴办农家乐，多元增加经营性收入效果明显。

二、推介程序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逐级遴选推荐，推介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一）村级申请。申请村对照具体推荐条件，在自评基础上，

由所在镇指导填写《2022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申请表》，并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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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证明材料，提交至县级农业农村部门。

（二）市县审核推荐。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对本县申请村

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推荐至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部门。各地级

以上市农业农村部门复核,每个市遴选不超过 3 个候选单位，正

式行文（请在文件中对农家乐特色村用“*”号标注）向省农业

农村厅推荐。

（三）省级遴选推荐。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对各市报送的

推荐材料进行评审，遴选 10 个单位推荐农业农村部审核推介。

三、有关要求

（一）积极组织申报。结合推进《广东省乡村休闲产业“十

四五”规划》实施，省将通过多种渠道对接资源、加大推介宣传

力度，鼓励各市县发动符合条件的行政村积极申报，选优、选强。

推介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将作为申报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建设的

前置条件，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严格标准组织申报，严格把关，

不得弄虚作假，对申报材料真实性以及电子版与纸质版一致性进

行复核。

（二）强化宣传推介。鼓励各地把申报美丽休闲乡村与推介

本地乡村休闲精品同步组织实施，借助电商平台推介，采用直播、

短视频等方式，提高知名度，营造乡村休闲产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省将择优推荐 2 个往年依托电商平台营销成效明显的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典型案例，报送农业农村部宣传。

（三）及时报送材料。申报及监测材料通过纸质+线上分别



— 4 —

报送。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于 2022 年 5 月 9 日前将推荐文

件、申报书纸质材料一式两份报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同时，

按要求完成上述材料的线上提交工作，确保电子版材料和纸质版

材料相符。线上填报方式将在农业农村部明确要求后另行通知。

联系方式：

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

联 系 人：练建军 杨 琴

电 话：020－37288351、87240352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先烈东路 135 号

邮 编：510500

附件：2022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申报书（模板）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14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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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申报书

乡 村 名 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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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简况

名称 市 县（区） 镇（乡） 村（社区）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手机：

人口 本村人口 人

所辖面积 亩，其中休闲农业经营面积 亩

收入情况

年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 万元

本村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休闲农业部分占比 %

休闲农业

经营情况

经营主体与

收入情况

休闲农业经营主体 个，

其中：农家乐 个；

休闲农园（农庄） 个，其中星级农园（农

庄） 个；

乡村民宿 个

经营夜间项目 个

年经营收入 万元，其中夜间经营收入 万元

年接待游客 万人次，其中夜间接待 万人次

经营项目与

休闲产品

特色经营项目（按收入排序，最多选 3项，并填写序号）：

□农事体验 □乡土美食 □休闲康养

□特色民宿 □亲子研学 □民俗文化

□科普教育 □民族风情 □拓展训练

□红色旅游

是否开展夜间经营（若开展，请勾选项目类型，可多选）：

□有：□夜食 □夜游 □夜娱 □夜购 □夜宿

□无

（各经营项目的解释详见“特色经营项目备注”）

休闲产品类别（勾选并填写名称）：

□地产农产品：____________

□传统手工艺品：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

休闲产品年经营性收入： 万元，其中夜间项目 万元

特色节庆与

荣誉奖励

本村特色节庆活动（勾选并填写名称）：

□有：____________

□无

本村是否获得休闲农业相关的省部级奖励和荣誉称号（勾选并填

写名称）：

□是：____________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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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农带农

情况

带动农户从

业情况

休闲农业从业人数 人

其中，农民 人

返乡创业人员 人

休闲农业带动农户数 户

农户主要收

入来源

农民从休闲农业中获得的主要收入来源（按占比大小排序，

并填写序号）：

□经营性收入（如开办农家乐）

□财产性收入（如土地流转和出租房屋）

□工资性收入（如在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务工）

□其他

投资规划

情况

本村有无休闲农业发展规划：□有 □没有

截至 2021 年底，本村休闲农业产业投资总额： 万元

2021 年度投资总额： 万元；投资缺口： 万元；

其中，2021 年财政支持资金： 万元；

2021 年银行信贷支持资金： 万元；

2021 年维护投入费用： 万元

本地资源

优势

本地资源优势（按重要性排序，最多选 3项，并填写序号）：

□独特的山川河流、森林草木、美丽田园、草原湿地等地质地貌

□名胜风景区

□独特气候、冰雪天地、阳光沙滩等鲜明气象物候特征

□知名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或重要农耕文化

□古老传说、古建遗存、传统技艺和戏剧曲艺等民族民俗风情

请填写本地资源名称:

配套设施

本村休闲农业配套措施（可选多项）：

□游客中心 □停车场 □指引牌

□展览馆 □WiFi □医务室

□公共卫生间 □消防设施 □消毒设备

□安全警示标识 □污水处理设施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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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经营

主体金融

需求情况

村休闲产业核心经营主体为（按重要性排序，最多选 3项，并填写序号）：

□本村农户 □外来创业者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产业合作社

□村内公司 □外地公司

□其他：__________

是否有信贷资金需求：□有 □没有

信贷资金需求额度与周期：

□有短期资金需求（1年以内），约____万元

□有中长期资金需求（1年以上），约____万元

现有信贷服务是否能满足资金需求：□能 □不能

如果不能满足，主要障碍是（按重要性排序，最多选 3项，并填写序号）：

□缺少抵押担保 □现金流不稳定 □利息太高

□周期太短 □手续繁琐

□担心借了还不了 □不了解具体政策

贷款资金使用方向（按重要性排序，最多选 3项，并填写序号）：

□已有休闲农业经营项目的改造升级

□开发新的休闲农业经营项目

□已有休闲产品的扩大规模和提档升级

□开发新的休闲产品

□日常资金周转

□其他：__________

情况介绍

主要包括：建设美丽休闲乡村的做法、经验、成效，休闲农业特色活动和经营

业态，经营主体运营情况、信贷需求与获得的情况，以及休闲农业联农带农的

具体形式和带动乡村振兴的情况（属于农家乐特色村的，需提供村内经营农家

乐的做法成效等情况）。总体字数不少于 1000 字，同时附 5~8 张体现村容村貌

的照片，每张照片不小于 3MB。（照片电子版不要放在 word 文件中，请打包作

为附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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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

自查意见

经自查，符合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申报条件，请审核。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

审核意见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地市

审核意见
地市级农业农村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

审核意见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特色经营项目备注

1.农事体验：以插秧、采摘、垂钓、农事劳动等体验为核心休闲产业

的乡村，包括种植园、采摘园、市民农园、共享农园、农具展示馆等。

2.乡土美食：以乡村特色美食为核心休闲产业的乡村。

3.休闲康养：以绿色、休闲、农业、康养等融为一体的休闲旅游为核

心休闲产业的乡村，包括观光园区、山野营地、森林趣苑等。

4.特色民宿：以特色民宿体验为核心休闲产业的乡村，包括农家乐、

渔家乐、牧家乐、温泉民宿、艺术民宿、度假民宿等。

5.亲子研学：以青少年研学产品为核心休闲产业的乡村。包括劳动教

育、手工劳作、创意园艺、生活素质教育、家庭摄影采风、萌宠动物园等

类别的亲子类研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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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民俗文化：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为核心休闲产业的乡村。即通过

开展民俗旅游活动，使游客亲身体验本村居民生活事项。包括生活文化、

家风民规、婚俗传统等人生礼仪文化、口头传承文化、民间歌舞娱乐文化、

节日文化、信仰文化等。

7.科普教育：以科技学习与体验为核心休闲产业的乡村。包括农博馆、

科技馆、智慧园区、高科技生产基地等。

8.民族风情：以民族特色文化体验为核心休闲产业的乡村。包括民族

风情园、民族风情馆、民族风情节日等。

9.拓展训练：以户外培训接待为核心休闲产业的乡村。包括团队建设

培训、水上训练培训、野外生存培训等。

10.红色旅游：以红色文化体验为核心休闲产业的乡村。包括抗战纪

念馆、红军战斗遗址等体现党在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伟大成就的场所和活

动。

11.夜间项目/夜间经营：是指发生在当日下午 6点到次日早上 6 点，

以本地村民和外地游客为消费主体，发生的以休闲、观光、购物、健身、

文化、餐饮等为主要形式的消费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