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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宝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文件

上海市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宝文旅〔2023〕21 号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宝山区农文旅融合
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和

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促进宝山区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区

文化旅游局、区农业农村委联合制定《关于进一步促进宝山

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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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关于进一步促进宝山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若干

措施》

上海市宝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上海市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3年 1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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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促进宝山区农文旅融合发展
的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和

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促进宝山区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制

定如下措施。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紧扣宝山“一地两区”目标定位，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促进高品质融合为主

线，立足资源禀赋优势，按照“宜融则融、能融尽融”原则，

积极探索“乡村+”融合发展路径，进一步促进农业、文化、旅

游、体育、商业、科普、教育等要素相融互动，增强乡村资

源配置能力，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二、主要目标

全区农文旅产业布局更加优化，形成以乡村为本底、文

化为灵魂、旅游为引擎的融合发展新格局；产品供给更加优

质，实现乡村休闲游客年接待量稳步提升；多元消费更具活

力，释放乡村经济增长新潜力；文化价值更加彰显，焕发乡

村文化新生机；发展体系更加完善，打造北上海特色农文旅

产业集群。

三、主要举措

（一）实施农文旅融合发展布局优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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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区文旅融合发展规划和各镇各类旅游项目建设，

充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郊野单元村庄规划，进一步整合资

源、优化布局，注重农文旅融合、乡村振兴、耕地保护、生

态修复四者平衡，加快构筑以农业为基础、文化为灵魂、旅

游为引擎的“3+2”农文旅产业新版图。（责任单位：区农业农

村委、区文化旅游局、区规资局、各涉农镇）

“3”，即罗泾、月浦、罗店镇（北部三镇），协同构建北

上海高品质乡村旅游度假休闲区；“2”，即杨行和顾村镇，深

化打造农文旅融合特色产业发展区。

罗泾镇，结合北部五村（塘湾、海星、花红、新陆、洋

桥）区位、资源及环境等特点，“五村联动”连点成线、连线

成片，聚焦“三园”工程，建设乡村振兴示范新片区。以农事

体验与生态风光为特色，重点打造乡村飞行体验、山海泾·自

然学堂、品膳房夜公园等富有罗泾特色的文旅产品。串联罗

泾农家风情馆、母亲花文化园、宝山湖生态农业园等点位资

源，推出“‘泾’采绝伦发现之旅”等主题游玩线路。

罗店镇充分利用近郊乡村农耕资源与水乡空间格局，协

同规划包含联合、远景和罗溪村在内的休闲旅游村落群，强

化民俗文创特色和乡村风情体验，塑造乡村生态休闲旅游新

名片。以古镇文化和乡村民俗为特色，重点打造“春有花神

秋有画、夏有龙船冬有灯”的文化四季活动以及乡村博物馆、

乡村农业、农舍村落等富有罗店特色的文旅产品，并串联罗

店古镇、宝山寺、远景王宅等点位资源，推出“探寻江南古韵

之旅”等主题游玩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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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浦镇，以顾泾河为纽带，三村联动打造沪北乡野花漫

公园，形成“一环一水连三区、一轴一心全产业”的乡村旅游

新格局。以体育运动与花卉观赏为特色，重点打造亲子游、

观光游、科普游等富有月浦特色的文旅产品。整合月狮顽酷

乡村、猫咖馆、沈家桥顽酷乡村乐园、宝月岛宠物乐园、爱

萌多肉等点位资源，推出“活力月浦之旅”等主题游玩线路。

杨行镇，是离上海中心城区最近的一个田园生态圈，以

蔬果采摘和花果乐活为特色，重点打造绿色生态种植、应季

蔬果采摘、学农实践、亲子共游、农场休闲等富有杨行特色

的文旅产品，并串联大黄村生态园、木然农场、一水间花卉

生态园等点位资源，推出“花果宝山亲子时光之旅”等主题游

玩线路。

顾村镇，是沪上首个“诗歌之乡”，拥有花海沈杨村、金

色麦田羌家村等丰富的文旅资源，赏樱胜地顾村公园也坐落

于此。以文博观展与休闲观光为特色，依托区域内丰富的文

博场馆、文化街区、郊野公园等文旅资源优势，重点打造樱

花文创、工业旅游、乡野农趣等富有顾村特色的文旅产品，

并联顾村公园、民博馆、菊泉文化街等点位资源，推出“赏樱

花飞舞好时光，享艺术文化魅力”等主题游玩线路。

（二）实施农文旅融合发展产品提质工程

1、“乡村+文化”。延续乡村文化肌理，推进“艺术点亮乡

村”工程，引入艺术家、艺术院校等资源，植入动漫、音乐、

美术等元素，组织开展特色文旅活动，探索“社会大美育”的

乡村实践。加强非遗保护与传承利用，深入挖掘罗店龙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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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泾十字挑花、月浦竹编等宝山非遗项目内涵，激发内生动

力，提升多元化展示利用水平，推动非遗与品牌授权等相关

领域合作，支持研发非遗文创产品。以“中国乡村美育计划”

项目为抓手，加快罗泾镇“五村联动”示范片区建设，持续推

进“中国乡村美育学院联盟”“罗泾艺术村落”等品牌项目建

设。积极推动罗店镇“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成果转化，

推动优秀民间文化艺术融入乡村文化振兴，引入文化等相关

产业入驻，打造江南古镇休闲度假旅游新空间。（责任单位：

区农业农村委、区文化旅游局、区规资局、文旅集团、各涉

农镇）

2、“乡村+度假”。加强镇村之间串联互通、资源共建共

享，构建“乡村微度假”产品体系，打造集田园观光、农事体

验、蔬果采摘、亲子研学、帐篷露营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田园

度假综合体，着力培育发展核心度假产品。积极引进知名野

奢酒店和特色民宿。加快发展乡村夜经济，丰富“夜购、夜食、

夜游、夜秀、夜娱、夜读、夜动”消费业态，打造一批夜间经

济新地标、新场景。（责任单位：区文化旅游局、区农业农

村委、区商务委、区公安分局、文旅集团、各涉农镇）

3、“乡村+研学”。以乡村生态为基底，民俗农事文化为

资源，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开发非遗体验、红色教育、农事

实践、林下运动、科学观察、野外生存等多元化、多层次的

研学产品体系。深化研学阵地建设，持续丰富罗泾“行知行”

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第三空间”服务功能。充分利用红色

资源，推出一批精品研学线路。（责任单位：区教育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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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委、区文化旅游局、文旅集团、各涉农镇）

4、“乡村+体育”。促进体育与农文旅融合发展，拓展户

外健身、运动赛事、体育培训等乡村体验形式。提升月浦镇

顽酷乡村、罗店镇美兰湖水上运动中心等品牌项目品质，扩

大美丽乡村徒步赛、罗店镇“最爱美兰湖”潮体赛事等品牌赛

事影响力，积极引入国内外知名体育赛事。大力发展水上运

动、单车运动、路跑露营、定向越野等新兴户外运动业态，

支持山海泾·风铃岛、罗店慢生活文化村等体育休闲旅游项目

做大做强，推动北上海户外运动基地建设。（责任单位：区

体育局、区农业农村委、区文化旅游局、文旅集团、各涉农

镇）

5、“乡村+美食”。深入挖掘乡土饮食文化，推进红烧鮰

鱼、四喜风糕、天花玉露霜、罗店鱼圆、白切羊肉等非遗美

食进入乡村餐饮消费场景和美食技艺展示，提升非遗美食文

化品牌价值。打造罗泾十大名菜、月浦花卉主题美食、月狮

村“狮子”宴等特色乡村美食品牌，探索创建一批乡村老字号

餐饮店、特色风味餐饮店，支持乡村餐饮企业参与“黑珍珠”

等市场化等级评定。（责任单位：各涉农镇、区市场监管局、

区文化旅游局、区商务委、文旅集团）

（三）实施农文旅融合发展服务提优工程

1、优化信息整合。推进属地镇村整合农文旅资源，促

进优质资源集成共享，打造在线服务平台。丰富拓展门票预

定、酒店订购、场馆预约、活动导览、旅游购物等服务应用

场景，提升智慧文旅体验，提高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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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各涉农镇、区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区文化旅游局）

2、优化功能配套。依托乡村游客综合服务中心网络，

全面构建乡村旅游集散服务体系，因地制宜在国家级、市级

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布局若干旅游咨询服务点，持续完善信息

咨询、投诉反映、宣传推介、活动预约等功能。推进重点区

域旅游厕所建设，丰富游客休憩点、饮水点、无障碍设施等

便民服务设施布局。完善交通道路、停车场地、慢行系统等

基础设施配置，强化重要交通节点和旅游场所旅游导览标识

设置。（责任单位：各涉农镇、区农业农村委、区文化旅游

局、区建管委、文旅集团）

3、优化秩序环境。提升文旅市场监管能力，强化“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智慧监管、信用监管，畅通旅游投诉通道，

查处整治不合理低价游、线上线下虚假宣传等旅游市场突出

问题，加强重点时段、重点环节、重要设施设备、大型文化

和旅游活动及高风险项目等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监管，提升

本区安全水平。结合文明城区和文明村镇创建，深化拓展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加强文明旅游和文明礼仪宣传教

育，普及开展“公筷公勺”“光盘行动”等移风易俗活动，积极

融入绿色低碳转型样板区建设，推进乡村生活方式绿色低碳

转型，树立文明、健康、绿色旅游新风尚。（责任单位：各

涉农镇、区文化旅游局、区委宣传部、区发改委、区市场监

管局、区应急局、区公安分局）

（四）实施农文旅融合发展活力提升工程。

1、强化宣传推介。做实“花果宝山”区域公用品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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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乡村特色资源，深化打造农文旅节庆品牌，持续提升宝

山花艺节、罗店暖春灯会、罗店花神节、罗店龙船文化节、

三家村蔬果采摘节等节庆活动品质。用好罗朵朵、月小狮等

卡通形象、吉祥物等区镇村 IP资源，邀请旅游达人等作客体

验，借助微博、微信、抖音、小红书等渠道讲好宝山故事，

扩大宝山乡村文旅资源曝光度。承接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

区溢出效应，融入宝山文旅目的地建设大格局。以客源共享、

资源共建、联合宣推等方式深度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责任单位：区委宣传部、区农业农村委、区文化旅游

局、区体育局、区公安分局、文旅集团、各涉农镇）

2、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加大农文旅项目招商力度，

着力培育市场主体，优化政策供给，对重点项目做好跟踪协

调服务。支持吴淞口文旅投资集团业务向乡村拓展、发展壮

大。引入和培育专业社会组织，深化地企合作新模式，赋能

农文旅深度融合，激发乡村文旅产业发展新活力。（责任单

位：各涉农镇、区国资委、区农业农村委、区文化旅游局、

区市场监管局、区民政局、文旅集团）

四、机制保障

（一）建立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专班

在宝山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机制

下，区文化旅游局会同区农业农村委、各涉农镇共同组建成

立宝山区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专班（简称“工作专班”）。充

分发挥工作专班统筹协调作用，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根据

需要召集相关部门，协调推进重大项目落地和难点问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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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各涉农镇、各相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细化落实工作任

务，合力推进宝山区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确保农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举措落地落实。

（二）建立乡村休闲旅游统计监测机制

摸清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行业底数，确定统计点位和统

计方法，实现乡村统计监测数据完整、准确、可持续。各相

关行业部门要做好日常指导，确保相关数据应统尽统。

（三）构建农文旅项目落地评估机制

依托工作专班牵头各相关部门、行业专家，建立农文旅

项目重大事项联合审议决策制度，持续完善农文旅项目落地

评估体系，形成属地政府牵头、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广

泛参与的协同机制。

上海市宝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3年 12月 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