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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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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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常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理工学院、常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严俊、田海明、胡小海、陈晓艳、张理佳、施月勇、孙莹、刘文娟。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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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乡村旅游重点村”评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常州市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术语和定义、申报条件、评定方法、评定程序和监督管

理。

本文件适用于常州市行政区域内“常州市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评定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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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T 18973 旅游厕所质量要求与评定

GB/T 31384 旅游景区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规范

DB32/T 3462 村庄生活污水治理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2/T 4458 乡村旅游重点村基本要求与评价体系

3 术语和定义

DB32/T 4458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申报条件

4.1 申报主体

常州市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村或自然村。

4.2 基本要求

4.2.1 符合 DB32/T 4458 第四章基本要求的规定。

4.2.2 近 3 年未发生旅游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故和重大投诉。

5 评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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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评价指标

“常州市乡村旅游重点村”通过 7 个一级指标、36 个二级指标、81 个三级指标进行评分，总分 1000

分，其中资源质量占 60 分，文化传承占 100 分，生态环境占 100 分，旅游产品占 260 分，公共服务占

220 分，运营管理占 160 分，综合效益占 100 分。具体见附录 A。

5.2 评定方法

5.2.1 “常州市乡村旅游重点村”评定依据附录 A 进行依次评分，得分应达到 700 分。

5.2.2 附录 A 评分表第 8 项为附加分，不计入总分，作为市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推荐申报全国、江

苏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的重要参考依据。

6 评定程序

6.1 自评

申报单位对照本文件规定的申报条件和评定方法进行自评，自评结果符合申报条件且评分达到 700

分,向区（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提出申报申请。

6.2 初评

区（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组织申报单位编制申报材料，按照本文件规定的申报条件和评定方

法进行初评，初评合格后会同同级发展和改革部门向常州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提出申报申请。

6.3 评定

6.3.1 常州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发展和改革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委托第三方评定机

构按照本文件规定对申报条件进行审查，并按照附录 A 进行评分。

6.3.2 常州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联合同级发展和改革部门，对分数达到 700 分及以上的申报单位，按

公示程序向社会进行公示。

6.3.3 常州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发展和改革部门将最终确定的申报单位列入“常州市乡村旅

游重点村”名录，并颁发标志牌。

7 监督管理

7.1 被列入“常州市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的单位应按照旅游统计要求按时填报数据信息，常州市文化

和旅游行政部门应运用信息报送平台，对“常州市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情况进行动态监测。

7.2 “常州市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实行动态管理机制，常州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发展和改

革部门，委托第三方评定机构每三年对“常州市乡村旅游重点村”进行复核。

7.3 经调查核实，有下列情形的，由常州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发展和改革部门撤销“常州市

乡村旅游重点村”称号，收回标志牌。

a)复核评定不符合申报条件或评分低于700分的；

b)产品内容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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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发生重大旅游安全事故的；

d)旅游市场失范，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

e)因管理不善，造成自然或文化资源破坏的；

f)侵害农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

g)连续两年未按时报送数据信息的；

h)其它经主管部分认定不符合标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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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常州市乡村旅游重点村”指标评分表

“常州市乡村旅游重点村”指标评分表见A.1。

表A.1 “常州市乡村旅游重点村”指标评分表

说明： 栏为打分点，所有 分值总和为1000分。

序号 评定项目

大

项

分

值

栏

分

项

分

值

栏

次

分

项

分

值

栏

小

项

分

值

栏

自

检

计

分

栏

评

审

组

计

分

栏

1 资源质量 60

1.1 资源丰度 25

1.1.1
自然景观（包括山丘、森林、湖泊、温泉、湿

地、天象、气象等。每个 1 分，最高 5 分）
5

1.1.2
田园风光（包括农田、园地、草地、花圃、牧

场、野生动物栖息地等。每处 1分，最高 5分）
5

1.1.3

历史遗存（包括古庙宇、古民居、古遗址、古

道、古桥、纪念建筑物、红色遗址等。每处 1

分，最高 5 分）

5

1.1.4

民俗文化（包括风俗习惯、历史人物、成语典

故、传说故事、民间文学、传统技艺、家风家

训、农事节庆等。每个 1 分，最高 5 分）

5

1.1.5
地方特产（包括特色农产品、手工艺品、工艺

品、美食小吃、非遗等。每个 1 分，最高 5分）
5

1.2 资源价值 20

1.2.1 观赏游憩价值 10

观赏游憩价值很高 10

观赏游憩价值较高 8

观赏游憩价值一般 5

1.2.2 历史文化科学价值 10

价值很高，具有全国意义 10

价值较高，具有省级意义 8

价值一般，具有地区意义 5

1.3 主题特色 15

村庄主题鲜明，特色突出，差异性强 15

村庄形成特色主题，具有一定差异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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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1

序号 评定项目

大

项

分

值

栏

分

项

分

值

栏

次

分

项

分

值

栏

小

项

分

值

栏

自

检

计

分

栏

评

审

组

计

分

栏

村庄有一定特色，并初步形成主题 5

2 文化传承 100

2.1 文化保护 30

2.1.1 文化遗产保护效果 15

全面保持文物古迹和景观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15

基本保持文物古迹和景观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10

对文物古迹和景观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无明显

破坏
5

2.1.2 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15

2.1.2.1 遗产保护工作制度健全 5

2.1.2.2 遗产保护设施设备完善 5

2.1.2.3 遗产保护人员职责明确 5

2.2 文化展示 30

2.2.1 展示空间 15

有村史馆、专题博物馆、展示馆等多种文化展

示空间
15

有博物馆等文化展示空间 10

2.2.2 展示内容 15

展陈精美，内容丰富，游客互动好，体验度高 15

展陈效果较好，游客体验度较好 10

展陈内容互动性一般，游客体验度一般 5

2.3 传统风貌 20

2.3.1 村落格局 10

传统村落格局保存较好 10

传统村落格局基本保存 5

2.3.2 建筑风貌 10

乡村建筑风貌保存较好，建筑风格富含乡土气

息，特色突出，与周边环境融合
10

乡村建筑风貌基本保存较好，建筑风格与周边

环境基本协调
5

2.4 乡风文明 20

2.4.1 宣传教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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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1

序号 评定项目

大

项

分

值

栏

分

项

分

值

栏

次

分

项

分

值

栏

小

项

分

值

栏

自

检

计

分

栏

评

审

组

计

分

栏

有完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村规民约、文

明旅游等在内的文明宣传教育计划，宣传形式

丰富多样，乡风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10

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村规民约、文明旅游

等在内的文明宣传教育计划，宣传形式不多，

乡风文明建设成效一般

5

2.4.2 文化活动 10

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村民参与度高 10

群众文化活动类型不多，村民参与度一般 5

3 生态环境 100

3.1 环境保护 45

3.1.1

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无造成环境污染、自

然资源破坏和其它公害的现象。（发现一处扣

5分）

10

3.1.2 水、大气、噪声等达到规定标准 15

3.1.2.1 空气质量达 GB3095 的二级以上标准 5

3.1.2.2 噪声质量达到 GB3096 的一类标准 5

3.1.2.3 地面水环境质量达到 GB3838 的规定 5

3.1.3

生活污水排入生活污水管道进行无害化处理

后排放，达到 DB32/T 3462 的规定；工业废水

处理达标后排放，达到 GB 18918 的规定（发

现一处不达标扣 5 分）

10

3.1.4
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及时清运并统一处理，

日产日清
10

3.2 村容村貌 20

3.2.1
村庄建设与绿化、水体等自然环境有机结合，

生态环境优美
10

3.2.2
村容村貌整洁，无乱堆乱放、乱搭乱建现象（发

现一处扣 2 分）
10

3.3 环境卫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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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1

序号 评定项目

大

项

分

值

栏

分

项

分

值

栏

次

分

项

分

值

栏

小

项

分

值

栏

自

检

计

分

栏

评

审

组

计

分

栏

3.3.1
地面干净整洁、无污水污物、空气清新无异味

（发现一处扣 1 分）
10

3.3.2 垃圾桶 15

3.3.2.1 数量、布局合理 5

3.3.2.2 造型美观，维护良好 5

3.3.2.3 分类设置，标识清晰 5

3.4 节能环保 10

3.4.1
建筑设计、设施设备、耗材用品等体现资源

节约、环境保护的绿色理念
10

4 旅游产品 260

4.1 游览项目 120

4.1.1 项目种类 100

4.1.1.1

开发有观光游览、农事体验、民俗文化、亲子

研学、红色旅游、旅居度假等成熟旅游项目（有

1个得 10 分，最多不超过 100 分）

100

4.1.2 项目特色 20

项目总体特色鲜明，互动体验度高 20

项目总体上具有一定的特色，互动体验度较好 10

4.2 旅游餐饮 40

4.2.1 餐饮数量 10

有 5 家及以上特色餐饮店 10

有 3-4 家特色餐饮店 8

有 1-2 家特色餐饮店 5

4.2.2 餐饮特色 20

餐饮特色鲜明，菜品知名度高，游客评价好 20

餐饮具有一定的特色，菜品有一定的知名度，

游客评价较好
10

餐饮特色不鲜明，菜品知名度一般，游客评价

一般
5

4.2.3
餐饮企业合法经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标准

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发现 1 处不合格扣 2 分）
10

4.3 旅游民宿 60

4.3.1 民宿数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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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1

序号 评定项目

大

项

分

值

栏

分

项

分

值

栏

次

分

项

分

值

栏

小

项

分

值

栏

自

检

计

分

栏

评

审

组

计

分

栏

有 5 家及以上特色民宿 20

有 3-4 家特色民宿 15

有 1-2 家特色民宿 10

4.3.2 民宿特色 30

民宿主题特色鲜明，服务品质高，游客评价好 30

民宿具有一定的特色，服务品质较高，游客评

价较好
20

民宿特色一般，服务品质一般，游客评价一般 10

4.3.3
安全、卫生管理符合有关法规要求（发现 1 处

不合格扣 2 分）
10

4.4 旅游购物 40

4.4.1 购物场所数量 10

有 5 家及以上旅游文创购物场所 10

有 3-4 家旅游文创购物场所 8

有 1-2 家旅游文创购物场所 5

4.4.2
有自主研发的乡村特色旅游商品（含土特产、

文创等，有 1 个得 4 分，最多不超过 20 分）
20

4.4.3 旅游商品明码标价，质量优良 10

5 公共服务 220

5.1 旅游交通 80

5.1.1 外围交通 20

5.1.1.1 通往村庄道路通畅度高，满足自驾需求 10

5.1.1.2 有公共交通或旅游专线抵达 10

5.1.2 停车场 15

共有不低于 100 个小车车位，且至少有一处集

中停车场地
15

共有 50-100 个小车车位，且至少有一处集中

停车场地
10

共有 50 个以下小车车位，且至少有一处集中

停车场地
5

5.1.3 电动汽车充电桩 15

5.1.3.1 布局合理，数量满足基本需求 10

5.1.3.2 使用便捷，运营维护良好 5

5.1.4 停车管理 10

5.1.4.1 停车管理秩序良好，高峰时有专人管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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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1

序号 评定项目

大

项

分

值

栏

分

项

分

值

栏

次

分

项

分

值

栏

小

项

分

值

栏

自

检

计

分

栏

评

审

组

计

分

栏

5.1.4.2 停车场划线清晰，标识清楚，景观营造良好 5

5.1.5 内部交通 20

5.1.5.1 主要游览道路按照游步道设计 10

5.1.5.2 旅游线路设计合理 10

5.2 游客中心 35

5.2.1 区域设置 20

设置有专门的游客中心，面积合理，标识醒目 20

依托村庄公共场所为游客提供咨询接待等服

务，标识醒目
10

5.2.2 服务功能 10

5.2.2.1

提供游客咨询、导游讲解、游客休息、免费饮

水、旅游投诉、便民药箱等功能（有 1 个得 2

分）

10

5.2.3 规范管理 5

5.2.3.1 游客中心专设工作人员，服务规范 5

5.3 医疗服务 15

5.3.1 有医疗服务点 5

5.3.2 有救护设备和日常药品 5

5.3.3 有医护人员 5

5.4 讲解服务 10

5.4.1 能提供人员讲解服务，讲解效果较好 5

5.4.2 有智慧导览系统 5

5.5 标识系统 40

5.5.1 外部交通标识位置合理，清晰醒目 5

5.5.2
入口区域设有导游全景图，主要节点区域设有

导览图
5

5.5.3 景物介绍牌、方向指示牌数量、布局合理 10

5.5.4
旅游标识符合 GB/T 31384 和 GB/T 10001.1、

GB/T 10001.2 的要求，标准规范
10

5.5.5 旅游标识制作精良、造型美观，维护较好 10

5.6 旅游厕所 30

5.6.1 旅游厕所数量、布局合理，干净无味 15

5.6.2 等级厕所数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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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定项目

大

项

分

值

栏

分

项

分

值

栏

次

分

项

分

值

栏

小

项

分

值

栏

自

检

计

分

栏

评

审

组

计

分

栏

有 1 个及以上符合 GB/T 18973Ⅰ类标准的厕

所
15

有 1 个及以上符合 GB/T 18973Ⅱ类标准的厕

所
10

5.7 网络服务 10

5.7.1 移动网络信号良好 5

5.7.2 主要游览区域有 WIFI 覆盖 5

6 运营管理 160

6.1 基层党组织主导 15

6.1.1
有镇党委或村党支部正式出具的发展乡村旅

游的决定，产业定位明确
5

6.1.2
有村党支部牵头，各方参与的旅游协调议事机

构或机制
5

6.1.3 村委会有负责旅游管理的工作人员 5

6.2 旅游规划 15

有经过评审或批准的旅游规划，实施良好 15

有相对完善的乡村旅游发展计划或设想 10

6.3 运营机制 20

6.3.1 有市场化的旅游运营主体 10

6.3.2

有良好的农民参与机制（村民能够以土地、林

权、资金、劳动、技术、产品等要素参与乡村

旅游发展）

10

6.4 旅游安全 30

6.4.1 有安保人员和巡逻制度 10

6.4.2
有防灾、防火等公共安全或突发事件的应急预

案和措施
10

6.4.3 旅游安全标识显著（缺失一处扣 2 分） 10

6.5 营销宣传 30

6.5.1
有统一设计的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标识口号特

色鲜明
10

6.5.2
有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官方营销账号，信息

更新及时
10

6.5.3 有旅游宣传推介措施和活动组织 10

6.6 智慧旅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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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定项目

大

项

分

值

栏

分

项

分

值

栏

次

分

项

分

值

栏

小

项

分

值

栏

自

检

计

分

栏

评

审

组

计

分

栏

6.6.1
有结合数字乡村建设的乡村旅游智慧管理平

台或系统，能够开展智慧管理、营销和服务
10

6.6.2
有公众号、小程序等提供旅游公共服务信息的

官方账号，在显著区域有账号二维码标识
10

6.7 旅游培训 10

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年度培训率达到 100% 10

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年度培训率达到 80% 8

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年度培训率达到 50% 5

6.8 质量监控 20

6.8.1 有游客满意度调查机制 10

6.8.1.1 定期搜集和游客意见与建议 5

6.8.1.2 定期分析游客意见建议，并有改进措施 5

6.8.2 有游客投诉处理机制 10

6.8.2.1 设有游客投诉电话、投诉点 5

6.8.2.2 游客投诉处理及时，投诉处理满意度率高 5

7 综合效益 100

7.1 年接待人次 20

30 万及以上 20

15-30 万（含 15 万） 15

5-15 万（含 5万） 10

7.2 年综合旅游收入 20

500 万元及以上 20

200-500 万元（含 200 万） 15

50-200 万元（含 50 万） 10

7.3 旅游从业人员占全村劳动力比例 20

50%及以上 20

30%-50%（含 30%） 15

10%-30%（含 10%） 10

7.4 旅游创客 15

吸引大学生、返乡农民工、专业艺术人才、青

年创业团队等能人创客返乡创业（有 1 例得 3

分，最多不超过 15 分）

15

7.5 知名度 10

国内知名（有国家级媒体宣传报道）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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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定项目

大

项

分

值

栏

分

项

分

值

栏

次

分

项

分

值

栏

小

项

分

值

栏

自

检

计

分

栏

评

审

组

计

分

栏

省内知名（有省级媒体宣传报道） 5

7.6 荣誉奖项 15

获得国家级荣誉称号或奖项 15

获得省级荣誉称号或奖项 10

获得市级荣誉称号或奖项 5

总分（不含附加项目）

8 附加项目：创新示范 50

8.1 资源开发利用创新 10

8.2 文化保护传承创新 10

8.3 产品建设创新 10

8.4 发展模式创新 10

8.5 体制机制创新 10

附加项目得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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