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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地方标准 
《生态文明乡村（毛纳样板）建设规范  第 3 部

分：黎族文化保护》编制说明 
 

一、 项目简况 

（一）标准名称：《标准化+生态文明乡村（毛纳村样板） 建设规

范第 3部分：文化（黎族）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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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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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海南省民族研究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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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梅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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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

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统筹推进文化振兴，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激发

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

量，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2022 年 4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毛纳村，要求乡村

振兴要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功夫；2022 年 11 月，冯飞

省长在五指山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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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黎族文化、

热带雨林、茶旅融合三大特色；做好乡村规划、茶产业发展、乡村

治理、生态保护四件事情。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乡村振兴也必须建立在文化

自信和精神信仰基础之上。中国人民在五千多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

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也

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和文化创新的宝藏。在当今各种思想文化相

互激荡更加频繁的时代背景下，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传承中华文

明的崭新篇章，意义重大而深远。 



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主要聚居在陵水、保亭、三亚、乐

东、东方、昌江、白沙、琼中、五指山等县市，部分散居在万宁、

儋州、屯昌、琼海等县市以及贵州等省。近年来加强了黎族文化传

承保护工作力度。黎锦技艺至今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2009 年入

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定》明确了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

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保护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以创新提高黎锦技艺、扩大传承

人群规模、增加黎锦生产经营市场主体、开发生活化、时尚化、国

际化黎锦及周边产品为目标。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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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化开展黎族文化保护和传承，对黎族文化保护的内容和措施，

以及黎族文化传承的内容和方式进行收集梳理，形成标准文本，助

力打造生态文明乡村毛纳样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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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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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传承保护，可以对我省黎族人民及相关文化工作者提供技术支

撑。 

同时，《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条例(试行)》保护对象包括黎

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文物古迹、特色民居等人文资源，

要求开展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文化遗产调查，编制文化遗产保

护目录，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方 案并组织实施；《海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海南省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要

求大力推进提升文化软实力标准化行动，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和

文化产业标准体系，在地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领域

制定一批服务类标准。制定海南省地方标准《生态文明乡村（毛纳

样板）建设规范  第 3 部分：黎族文化保护》也是落实相关文件的

要求，填补我省文化传承保护标准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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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部分：文化（黎族）传承》（项目编号

2023-Z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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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部分：

文化（黎族）传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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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保

护相关的国家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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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还收集了文化传承

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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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部分：文化（黎族）传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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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部分：文化（黎族）传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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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我省黎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相关情况并收

集了部分资料。 

课题组多次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所在地五指山市开展调

研，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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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指山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海南省民族研究所

等多家相关单位以及毛纳村进行走访，探讨海南黎族文化保护和传

承的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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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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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部分：黎族文化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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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编制依据下列原则： 

——科学性：根据海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的要求，对《生

态文明乡村（毛纳样板）建设规范  第 3 部分：黎族文化保护》的



保护内容和措施、传承内容和方式等提出科学合理的技术要求； 

——适用性：本标准用于海南省生态文明乡村建设过程中黎族

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协调性：本标准与文化传承保护相关的政策文件及相关标

准保持协调一致。 

2、制定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主要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

实施方案》、海南省《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

实施意见》《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定》《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保护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及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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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尚无黎族文化传承直接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其他

相关标准有 GB/T 39049 -2020《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修复技术指

南》、GB/T 26363-2010《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示范区认定》、GB/T 

25601-2010《中国文化遗产标志》、MZ/T 033-2012《地名文化遗产

鉴定》。 

海南已经发布了 DB46/T 370.1-6《黎族服饰》系列标准。 

该标准能与现行有关的法律、法规相衔接，无冲突。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B13990C15C085DDAE05397BE0A0A0D35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B13990C15C085DDAE05397BE0A0A0D35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6668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E089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E089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22CDDBB19E05397BE0A0AB44A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22CDDBB19E05397BE0A0AB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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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内

容、保护措施、文化传承共 6章组成。 

第四章指出黎族文化保护的内容包括历史遗迹、乡村农耕等传

统物质文化遗产和神话传说、图腾符号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五章规定了黎族文化保护的措施，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人才

队伍建设等。 

第六章对文化传承提出了传承内容（神话传说、精神信仰、工

艺技术、黎族歌舞等），通过不同文化载体和公益活动以及传承人

进行传承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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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检索表明目前尚无黎族文化保护传承直接相关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其他相关标准有 GB/T 39049 -2020《历史文化名村保护

与修复技术指南》、GB/T 26363-2010《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示范区认

定》、GB/T 25601-2010《中国文化遗产标志》、MZ/T 033-2012《地

名文化遗产鉴定》。 

相关地方标准有：贵州黔东南州 DB5226/T 244.10-2023《易地

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服务规范 第 10 部分：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

DB42/T 1942-2022《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广西

桂林 DB4503/T 0019-202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规范》、四

川达州 DB5117/T 9-2019《美丽乡村 巴人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指

南》。海南已经发布了 DB46/T 370.1-6《黎族服饰》系列标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未查询到黎族文化保护相关标准。 

采用上述标准与否及理由：部分采用，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虽

然具体对象、内容不同，但是保护措施和传承方式有相通之处，可

以借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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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护和传承相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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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B13990C15C085DDAE05397BE0A0A0D35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B13990C15C085DDAE05397BE0A0A0D35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6668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6668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E089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22CDDBB19E05397BE0A0AB44A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22CDDBB19E05397BE0A0AB44A
https://std.samr.gov.cn/db/search/stdDBDetailed?id=EF9EB684F373D2E7E05397BE0A0A44D8
https://std.samr.gov.cn/db/search/stdDBDetailed?id=DB680D19B36E69EAE05397BE0A0AACFE
https://std.samr.gov.cn/db/search/stdDBDetailed?id=9241B22A444FD29BE05397BE0A0A1A32
https://std.samr.gov.cn/db/search/stdDBDetailed?id=9241B22A444FD29BE05397BE0A0A1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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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文化保护标准，持续优化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保护标准的技术

性指导文件，对优化我省标准供给结构，开展黎族文化传承保护和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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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部分：黎族文化保护》，

将根据后续的征求意见会/评审会等根据专家意见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