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枣庄市山亭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示范工作方案的解读

一、政策背景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重

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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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2023 年，财政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共同组织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

工作。

二、决策依据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组

织申报 2023 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的通知》（财

办建〔2023〕8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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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

本工作方案。

三、出台目的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

作视频会议精神，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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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要求，坚持保护为先、利用为基、传承为本的

工作原则，强化县级政府主体责任，加强建设项目管理,挖



掘传承好中国特色乡土文化注重串点连线成片区域性整体

打造，深化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创新，全力做好 2023

年山亭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

四、主要内容

切实保护传统村落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完善传

统村落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政策机制和法规制度，在传统建

筑保护和活化利用、区域统筹推进保护发展等方面探索和推

广一批典型案例和经验做法。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继承与

发展的关系，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与农业、文旅等产业深

度融合，促进文化遗产、传统建筑、人居环境等得到有效保

护与利用，实现生活设施基本便利化、现代化、舒适化，留

住乡亲、护住乡土、记住乡愁。把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

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让山亭传统村落彰显新时代的魅力和风采。积极引导村落群

众、企业团体和其他社会资本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逐步

建立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长

效机制。着力打造出一批产业和美、生态和美、文化和美、

组织和美、人才和美的宜居宜业示范样板村，形成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活化利用经验和有效方法路径。

——完成“一方案一规划”编制。组织编制《山亭区传

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表

和路线图，建立任务清单和台账。编制《山亭区传统村落集

中连片保护利用专项规划》，推动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示范可

持续发展。



——实施一批工程项目建设。实施文物修复修缮、人居

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产业开发等

工程项目。

——打造特色产业品牌。深入挖掘传统村落资源禀赋优

势，实施“一村一品”,明确兴隆庄村、双山涧村、洪门村、

独孤城村、冯卯村、朱元村、付庄村、东岭村、王家湾村、

千佛崖村、伏里村等 11 个传统村落的产业优势。以传统村

落原生态资源为依托，提升特色农产品附加值；充分利用文

化资源，发展特色新型业态；挖掘老品牌、老字号、非物质

文化遗产工艺，发展地方特色手工业；充分利用互联网、物

联网等现代技术，形成“互联网+传统村落”的产业发展态

势，激发传统村落的生机和活力。

——建立一套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山亭区传统村

落保护利用管理体制，完善工作协调机制，畅通信息共享，

形成工作合力。

——制定完善政策体系。建立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负

面清单管理，对既有建筑修缮、保护、利用，人居环境整治，

传统村落风貌提升等方面工作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禁止开展

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建设活动，严肃查处违反保护规

划、破坏文化资源的各类行为。

五、重要举措

坚持规划引领，促进传统村落抱团联动保护与发展。结

合山亭实际，优化连片保护利用实施方案。委托高水平规划

团队编制《山亭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规划》。组织



编制传统民居修复技术导则和管理办法，组织人员到先进地

区学习保护利用经验，切实提升保护管理水平。统筹各级围

绕“3+2+1”六大要素实施保护利用工作，“3”，即抓好环岩

马湖、环翼云湖、环灵芝湖，打造湖光山色、农旅融合、休

闲康养型传统村落片区；“2”，即抓好抱犊崮-熊耳山景区和

月亮湾湿地景区，打造景区带动型、休闲观光型传统村落片

区；“1”，即抓好青龙绿道沿线建设，打造漫步健身型传统

村落片区，实现连片协同保护发展。

强化资源统筹，构建传统村落集聚发展共同体。充分依

托山水风光和文化，将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纳入“山

亭大公园·五彩花慢城”核心建设中，保护和延续“石块垒

墙、石板搭顶”“青石铺路、石墙灰瓦”鲁南独特山村风貌。

立足山亭区红色资源和“崮”的地质风貌优势，将传统村落

的红色记忆以点串线、以线串面连接起来，做大做强传统村

落红色文旅产业。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加大设施建

设力度，统筹城乡环卫一体化、村村通、危房改造、农厕改

造、清洁取暖等政策向传统村落倾斜，夯实保护发展基础。

推进共建共享，探索赋予传统村落发展自主权。联合省

内高校及设计单位举办“山亭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策划大赛”

等活动。建立专家咨询与点对点服务机制，邀请省内建筑风

貌、风景园林等专业人才参与保护利用工作。开展农村建筑

工匠培训，培育一批掌握传统技艺的本土人才队伍。继续开

展传统村落详查，健全传统村落数据库和基本信息档案。实

施“闲置小院复活工程”，探索以征收、租赁、共享、股份



等方式将农村闲置小院统筹利用起来。研究制定推进政策性

融资担保平台支持传统民居活化利用普惠金融工作的实施

方案撬动保护支持资金。探索建立全区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数字化管理。持续开展宣传工作，

进一步扩大山亭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的影响

力和带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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