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广旅函〔2023〕57号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市政协十三届二次
会议第 132068 号提案答复的函

致公党中山市委会：

致公党中山市委会提出的《关于活化祠堂文化，助力乡村振

兴的建议》（提案第 132068 号）收悉。经综合各会办单位意见，

现答复如下：

该建议对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活化祠堂文化和助力乡村振兴

工作很有借鉴意义，我局采纳该建议。

一、关于做好保护规划，加强修复指导的建议

我市的祠堂数量众多，其中经我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后由

市政府公布的 558 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 90多处为祠堂，在市政府

公布的 398处历史建筑中有 25处为祠堂。列入不可移动文物的祠

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落实保护管理；

列入历史建筑的祠堂，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等法律法规落实保护管理。市自然资源部门还通过推进相关保护

规划编制加强古村落及祠堂的保护，在翠亨历史文化名村以及西区

长洲、沙溪龙头环、三乡古鹤等传统村落的保护规划编制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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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祠堂文化资源的发掘和保护利用。

市文广旅局加强对属于不可移动文物的祠堂建筑修复的指

导，修缮严格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修缮方案需报市

文广旅局批准。近年茶东陈氏宗祠群、长洲黄氏大宗祠、安堂林

氏宗祠、海洲魏氏宗祠等得到有效修缮保护。2023 年，已通过

方案审批正在进行修缮的祠堂有黎氏大宗祠、信道郑公祠、东轩

郑公祠等。市自然资源部门指导完成三乡雍陌村雍陌郑公祠等 3

处祠堂类历史建筑的修缮，2023年计划对黄圃三社兰溪王公祠等

祠堂建筑开展修缮指导。

市农业农村局着力推进将一批历史文化传统村落打造成为

具有香山风韵的美丽乡村典范。为达到深挖内涵、保护提升、塑

造典型的目的，组织各镇街对市内所有村（居）进行了全面摸排，

筛查出近百个具有人文和历史保护价值的历史村落。出台《中山

市历史文化村落农房管控和风貌提升工作指导意见》，明确以中

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广东省传统村落、重点历史村

落等 42个村（居）为重点区域，建立中山市历史文化村落农房

管控和风貌提升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提出相关政策措施，将资金

来源、设计指引、审批规定、管控要求、违法建设查处等纳入政

策体系。纳入实施范围的 42个村（居）的建设项目库经市委农

办审定通过后，按简易程序加快推进项目实施。下阶段该局将持

续指导各镇街美丽乡村建设，加强对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库的入

库、深化设计等审核工作，助推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育工作。



各相关镇街也积极做好祠堂建筑的保护。例如南朗街道于

2021 年出台了《南朗街道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方案》，针对属

于不可移动文物的祠堂开展常态化的有害生物防治和安全检查

工作。投入约 200 万元资金开展左步村孙氏宗祠修缮工程。在特

色精品村建设过程中，完成宗祠周边环境提升工程共 51 个。下

一步南朗街道将重点摸排左步村、榄边村、崖口村、翠亨村等村

祠堂建筑情况，并在 2023 年市级特色精品示范村、美丽宜居示

范村以及“香山古韵”乡村振兴示范带创建等工作中，进一步加

强对祠堂建筑的保护修缮。南区街道规划以祠堂为中心的村级公

共设施和公共空间塑造，让祠堂在乡村建设中发挥以点带面和画龙

点睛的作用。

二、关于拓宽资金渠道，推动祠堂修缮工作的建议

为鼓励各镇街和文物建筑产权人出资对文物进行修缮，2021

年，市文广旅局修订并公布实施《中山市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大文物维修市财政资金补助力度，文

物维修工程市级财政补助比例由最高 25%提高到 50%，维修项目

补助的最高限额由 100 万元提高到 200 万元。2023 年，市文广旅

局又出台了《中山市不可移动文物岁修资金管理办法（试行）》，每

年由市财政保障资金，用于加强不可移动文物日常维护保养和预防

性保护，其中2023 年落实岁修资金 546万元。市财政对历史建筑

修缮支持力度也很大，根据《中山市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保护区保

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属于A、B级历史建筑的祠堂修缮项目，



市级财政可分别补助 50%、30%的工程费用，镇级财政可补助 20%

的工程费用。

2021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局创新建立市领导挂点联系特色

精品示范村，镇领导挂点联系美丽宜居示范村工作制度，在全市

村居中优中选优遴选了 13个特色精品示范村、49个美丽宜居示

范村进行重点打造，13个特色精品示范村中有 7个历史古村落

（包括三乡镇雍陌村、南区街道曹边村、南区街道沙涌村、火炬

开发区大环小区、南朗街道榄边村、左步村、大涌镇安堂村）。

截至目前，全市共累计创建 27个特色精品示范村和 97个美丽宜

居示范村。该局统一遴选专业机构为每个特色精品示范村编制 3

年建设项目库，以项目带动规划落地，并会同市自然资源局组织

成立乡村振兴规划委员会，强化美丽乡村建设规划技术支撑,统

筹推进村庄规划优化提升。市财政连续 2年给予每个特色精品示

范村 1500万元、每个美丽宜居示范村 300万元的资金补助，保

障村容村貌提升，全市累计投入近 1亿用于历史村落的保护与环

境提升，呈现出南朗榄边村、南区曹边村、三乡雍陌村、大涌安

堂村、黄圃鳌山村等一批人文历史底蕴深厚、特色明显的示范村。

近年来，各镇街加大文物保护修缮投入。南朗街道陆续投入

250 多万修缮茶东陈氏宗祠群、西湖程公祠、孙氏宗祠、林氏宗

祠等一系列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宗祠，并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部署，投资约 4000 万元针对茶东陈氏宗祠群周边进行旅游景点

开发，对游客服务中心、展览馆进行全方位改造。对于产权属于



所在村小组集体所有的祠堂，日常的运行管理村小组自行负责；各

村小组通过发动乡贤的方式解决相关的日常管理经费；部分有条件

的祠堂通过升级改造成农家书屋、村史馆、家风家训传承基地等综

合性文化场所的方式申报相应的改造和运营资金。

三、关于挖掘祠堂文化，传承淳朴家风的建议

祠堂是家训文化的核心空间，是教育后人、传承优秀品德的重

要场所。市、镇、村各级在做好祠堂保护前提下，加强祠堂的合理

利用，充分利用祠堂对青少年进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增强文

化自信。2019 年 7月，南朗街道选取了全国重点文物单位——茶

东陈氏宗祠为核心建成南朗家风家训传承基地，是一个以“家风家

训”为主题的乡村振兴项目，也是中山市妇联在全市打造的首个“中

山市家风家教实践基地”。2020 年 10 月，该基地被省妇联、省精

神文明办联合命名为广东省首批家教家风实践基地。此外，西区街

道长洲黄氏大宗祠展示长洲黄氏家族的传承历史，宗族文化、长洲

村史等。三乡镇雍陌村重视祠堂修复和宗祠文化展示、族谱重修。

东区街道库充陈氏宗祠建设成为红色家风基地，南区街道马公纪念

堂建设成为侨史展览、家教家风实践基地等。

四、关于创新祠堂文化，赋予祠堂新功能的建议

根据祠堂的不同特点，宣传文旅部门推动各镇街通过盘活祠堂

资源，深挖地方特色，提炼精神内涵，依托祠堂建设一系列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场所，打造为村史馆、村民论坛、书屋、文化活动中

心、议事中心、展览馆等，祠堂成为基层善治、文化集散和新时代



先进文化传播的阵地。南朗街道2023 年计划在茶东陈氏宗祠开展

四期亲子研学游，第一期活动已于1月 14日开展。南区街道深入

挖掘名人历史文化资源，改造提升北台凤鸣杨公祠，打造“空军之

乡”主题文化馆；对渡头雷氏大宗祠进行保养维护，加固寮后学校

建筑，引进匠心文化公司运营管理，自营樊登书店、主题咖啡店等

特色店铺，定期举办民俗、非遗文化展览，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流量，

提升活化寮后文化产业。此外，开发区濠头郑氏宗祠建设为濠头文

化大院；黄圃镇王氏大宗祠、刘氏广宽祠建设为社区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大涌镇安堂南圃林公祠建设成为隆都民俗馆；古镇海洲欧

氏宗祠成为民俗文化展示馆，古四邓氏大宗祠成为红色革命遗址、

党史教育学习点；三乡镇大布处顺张公祠成为乡村驿站，古鹤村澜

海郑公祠用作传统文化展览、伯瑶祠用作农家书屋；小榄镇粤峰何

公祠建设成为小榄民间艺术展示馆；东区三溪梁氏宗祠作为传统文

化展览、研学基地等等。接下来，宣传文旅等部门将继续推动各镇

街开展祠堂建筑的活化利用。

五、关于活化祠堂文化，发展乡村旅游的建议

近年来，市文广旅局积极推动利用保存状况较好和特色鲜明

的故居、祠堂打造成公共文化设施和旅游景点，让故居、祠堂“活”

起来，发挥提供文化旅游服务的重要功能。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乡

村旅游景区建设，由中山市南朗声屏文旅有限公司运营的左步村

乡村旅游景区通过对碉楼住宅、祠堂、村庙、历史街巷等特色建

筑的综合保护、创新展示，已创建为国家 3A级旅游景区，并获



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2022年广东省乡村旅游优质项目。南

朗街道在茶东陈氏宗祠开展行浸式实景演出《茶东家国情》、茶

东传统礼仪开笔礼等文化体验活动，雍陌、安堂、崖口等乡村引

入社会资本，昔日闲置老屋变身“网红民宿”，以创建“香山古

韵”乡村振兴示范带为契机，进一步活化利用祠堂文化，发展乡

村旅游，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接下来，市文广旅局将继续支持各类乡村休闲产业经营主体

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内涵，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积极利用伟人故里文旅资源，举办丰富多样的农事节庆活动，

推动乡村休闲产业精品化、特色化发展，不断拓展农业多种功能、

助力乡村振兴。鼓励支持桂南村等资源丰富、带动性强、辐射面

广的乡村创建 3A级旅游景区。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致公党中山市委会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关心支持。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2023年 6月 23日

（联系人:陈震,电话：13794166686）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办公室、市自然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局、南

朗街道、南区街道、市委宣传部、市财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