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地方标准 

《生态文明乡村（毛纳样板）建设规范  

第 1 部分：产业（旅游+）发展》 

编制说明 
 

 

 

 

 

 

 

 

 

 

 

海南省标准化协会 

2023.08.22 



海南省地方标准 
《生态文明乡村（毛纳样板）建设规范  第 1 部

分：产业（旅游+）发展》编制说明 
 

一、 项目简况 

（一）标准名称：《生态文明乡村（毛纳样板）建设规范  第 1 部

分：产业（旅游+）发展》 

（二）任务来源（项目计划号）：海南省 2023 年第一批地方标准制

修订项目计划（2023-Z006） 

（三）起草单位：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信息所、海南省标准

化协会 

（四）单位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 46号 

（五）参与起草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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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标准起草人： 

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任务分工 联系方式 

1 吴清宇 海南省质量

技术监督标

准与信息所 

所长 高工 负责项目全面工作  

2 段凯池   负责项目组织实施、开展  

3 李伟 

海南省标准

化协会 

 中级 
负责现场调研、意见征集、

编写标准等 

65225991 

4 孙林芳    

5 李淑珍    

6 汤雪  初级 负责收集汇总相关材料、协

助编写标准、材料报批、组

织会务等 

 

7 黄宏毓  初级  

8 黄家将    



二、 编制情况 

（一）编制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及背景 

1、背景和意义 

2022 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毛纳村时强调，乡村振兴

要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功夫，继续做强做大有机农产品

生产、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产业，搞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推

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全面振兴有效衔接。2022 年 11 月，

冯飞省长在毛纳村调研时明确了“将毛纳村打造成为向世界展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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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定位。《2023 年海南省政府

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推进乡村建设，支持五指山毛纳村创建乡

村振兴示范村。 

《五指山市水满乡生态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及实施方案》依托生

态环境基底，整合全域可开发资源，以文旅为串联,实现产业生态

化+生态产业化的转变。其中毛纳村以发展茶产业为主，以茶产业+

生态旅游发展思路，文旅赋能，茶旅融合，打造茶叶产业走廊；兼

有种植水稻、瓜菜、四季豆等农作物及槟榔、橡胶等。毛纳村产业

发展策略为以水满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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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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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梅姬    



毛纳村以发展茶产业为主，茶树品种多为大叶种，茶叶种植面

积 572亩(户均 17.3 亩)；全村耕地面积约 180亩，主要种植水稻、

瓜菜、四季豆等农作物。但是，毛纳现有传统家庭加工作坊 3个，

连花酒坊(山兰酒)、和茹手工茶坊，生产规模比较小；有农特产品

销售、黎锦展示、黎茶文化、文化长廊、共同广场等休闲体验场所；

村庄内有 3家农家乐。 

毛纳村产业发展主要存在：产品特而不优——生产产品品质不

优，缺乏令游客印象深刻的乡村旅游产品；加工有而不精——加工

生产设施装备传统，配套服务设施不完善；产业融而不深——农旅

融合层次较低，高端产品开发滞后等问题。 

农村是自然资源的富集地，保护好农村生态环境，守护好农村

的自然生态资源，便是开展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更是深入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和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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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来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助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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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总

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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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

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 

2、必要性 

标准化是一种为了在既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促进共同效



益，对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确立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条款以及编

制、发布和应用文件的活动。在这个活动过程中，按照规定的程序

经协商一致制定，为该活动或其结果提供规则、指南或特性，供共

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文件便是标准。 

标准化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可以规范社会生产活动，

规范市场行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创新社会管理，推动建立最佳

秩序，促进相关产品、技术、管理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

它是科学管理的基础，有利于实现科学管理和提高管理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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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带雨林保护，对位于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区域内的村民及游客开展雨

林保护，避免污染和破坏雨林提供指导和引导，是生态文明乡村建

设的必需工具。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和发展能力，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产业

化、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协同推进，努力把绿水青山所蕴含的生态

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

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土特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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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

树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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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我省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但建

设进程中由于缺少标准化的引导，导致成功经验难以复制，甚至造

成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这严重制约了我省乡村宜居宜业水平，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美丽乡村建设与发展。海南省地方标准《生态文明

乡村（毛纳样板）建设规范  第 1 部分：产业（旅游+）发展》的

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省在生态文明乡村建设方面的标准空

白，同时，可充分发挥标准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中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为我省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标准化工作

思路。 

（二）编制过程简介 

1、立项 

2023 年 6 月，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了海南省 2023 年第

一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标准化+生态文明乡村（毛

纳村样板）建设规范 第 1部分：产业发展》（项目编号 2023-Z006）

被列入其中。该项目由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信息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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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市民

族事务局联合提出，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信息所和海南省标准

化协会共同负责承担该项地方标准的制定工作。 

2、项目启动 

在该项目提出立项建议之时，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信息所

与海南省标准化协会便已经联合开展初期项目工作。为切实做好海



南省《标准化+生态文明乡村（毛纳村样板）建设规范 第 1部分：

产业发展》地方标准的制定工作，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组成课题

小组，明确人员工作职责，不定期召开研究工作会议；制定了项目

实施方案，分项目阶段，定时间节点，确保项目能保质保量，顺利

推进，按期完成。 

3、收集资料 

课题组通过各种途径检索关于生态文明乡村建设、乡村旅游、

旅游产业发展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以

及国外标准；查询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及著作；同时，课题组还收

集了相关的国家及海南省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等管理文件。在此

基础上起草海南省地方标准《标准化+生态文明乡村（毛纳村样板）

建设规范第 1部分：产业发展》草案稿。 

4、项目调研 

为了高质量完成海南省地方标准《标准化+生态文明乡村（毛

纳村样板）建设规范 第 1 部分：产业发展》的制定工作，确保标

准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根据项目工作方案进度安排，海

南省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信息所联合海南省标准化协会对相关单

位开展调研交流，了解我省生态文明乡村旅游产业相关情况并收集

了部分资料。 

课题组联系了海南省林业科学院及其五指山分院，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等相关单位对标准草案稿提出修改意见，指出标准要加强

实际指导意义，通过数字指标来体现标准的规范性，展现海南特色，



并对标准结构逻辑及部分具体内容提出指导意见。 

同时，课题组还多次赴五指山市开展调研，对五指山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五指山市林业局、五指山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等多

家行业主管单位以及毛纳村进行走访，探讨毛纳村产业现状、存在

的问题和标准化需求。 

根据调研收集到的意见和资料，课题组在草案稿的基础上进行

修改，调整了标准框架结构，补充完善了部分内容，形成征求意见

稿。根据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对文件名称的要求，课题组暂定标准名称调整为《生

态文明乡村（毛纳样板）建设规范  第 1 部分：产业（旅游+）发

展》，将根据后续的征求意见会/评审会等根据专家意见确认。 

（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制定标准的原则 

毛纳村的产业发展以“保护传承、优化整合”为原则，通过行

业主管部门制定生态文明乡村建设过程中产业（旅游+）发展标准，

引导开展地方特色产品标准化、产业化工作，挖掘产业资源的开发

潜力，推动产业资源保护性开发，提升产业开发的文化内涵，提高

产业产品的文化品位，推动产旅并重开发，实现产业和旅游资源互

补共享。 

2、制定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主要以《五指山市水满乡生态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及实施

方案》、《毛纳村农业产业发展》、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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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地

方标准 DB46/T 74-2021《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规范》等文件为依据，

提出本标准的主要技术条款。 

3、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无已发布相关国家、行业标准，能与现行有关的法律、法规相

衔接，无冲突。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1、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的章节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基本要

求、产业规划、业态发展、业态融合、环境、景观和建筑、公共服

务、住宿服务、餐饮服务、发展支撑和运行管理共 13 章组成。其

中：“产业规划”“业态发展”“业态融合”是本标准的核心技术内

容。 

第三章给出了业态融合的定义，强调了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与

相关要素互相渗透的现象或过程。 

第四章给出了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些基本要求。 

第五章根据毛纳村旅游产业发展状况，提出产业规划的要求。 

第六章根据毛纳村旅游产业发展状况，给出了业态发展的相关

要求。 

第七章根据毛纳村旅游产业发展状况，提出业态融合的相关要

求。 



第八章结合毛纳村目前的环境、景观与建筑，提出了相关要求。 

第九章结合毛纳村目前的公共服务，给出了公共场所应提供的

服务要求。 

第十章结合毛纳村目前住宿情况，提出住宿服务要求。 

第十一章结合毛纳村旅游目前餐饮条件，提出餐饮服务要求。 

第十二章结合乡村旅游发展，对发展支撑提出来要求。 

第十三章结合乡村旅游发展，对运行管理提出了要求。 

2、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无 

3、试验验证的论述 

无 

 

（五）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六）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

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据检索，无与旅游产业直接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其他相关标准有：山东省地方标准：《生态文明乡村（美丽乡

村）建设规范 第 3 部分：产业发展》（DB37/T 2737.3-2015）；惠

州市地方标准：《乡村旅游示范村建设与管理指南》（DB4413/T 

33-2022）；山西省地方标准:《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导则》

（DB14∕T 2221-2020）；山东省地方标准：《生态文明乡村（美丽



乡村）建设规范  第 3 部分：产业发展》（DB37/T 2737.3-2015）； 

广东省地方标准：《乡村旅游区（点）服务规范》（DB44/T 1619-2015）；

河北省地方标准：《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总体规划编制规范》（DB13/T 

5627-2022）；芜湖市地方标准：《乡村旅游集聚示范区评定规范》

（DB3402/T 22-2021）；重庆市地方标准：《乡村旅游农家特色业态

指南》（DB50/T 847-2017）；北京市地方标准：《乡村旅游特色业态

基本要求及评定 第 1 部分：通则》（DB11/T 652.1-2018）；《乡村

旅游特色业态基本要求及评定 第 2 部分：国际驿站》（DB11/T 

652.2-2018）；《乡村旅游特色业态基本要求及评定 第 3 部分：采

摘篱园》（DB11/T 652.3-2018）；《乡村旅游特色业态基本要求及评

定 第 4 部分：乡村酒店》（DB11/T 652.4-2018） ；《乡村旅游特

色业态基本要求及评定  第 5 部分：养生山居》（ DB11/T 

652.5-2018）；《乡村旅游特色业态基本要求及评定 第 6 部分：休

闲农庄》（DB11/T 652.6-2018）；《乡村旅游特色业态基本要求及评

定 第 7 部分：生态渔家》（DB11/T 652.7-2018）；《乡村旅游特色

业态基本要求及评定 第 8部分：山水人家》（DB11/T 652.8-2018）；

《乡村旅游特色业态基本要求及评定 第 9部分：民族风苑》（DB11/T 

652.9-2018）等。   

采用上述标准与否及理由：部分采用，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实

际情况和需求，制定海南省地方标准。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

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标准发布后组织全省标准化管理部门、产业发展相关单位及毛

纳村委会进行学习，确保标准宣贯到位。建立健全市场导向、政府

引导、民众为主、广泛参与、协调统一机制，充分发挥标准化的政

策导向和技术保障作用。 

（九）预期效果 

本标准是响应《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海南）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完善绿色发展标准化保障，补充

我省在生态文明乡村建设方面的标准空白，持续优化我省生态系统

建设和保护标准的技术性指导文件，同时，可充分发挥标准化在推

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为我

省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标准化工作思路。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根据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对文件名称的要求，课题组暂定标准名称调整为《生

态文明乡村（毛纳样板）建设规范  第 1 部分：产业（旅游+）发

展》，将根据后续的征求意见会/评审会等根据专家意见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