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件

黄文旅体〔2023〕34 号

关于印发《黄山区推进皖南国际文化旅游
示范区建设 2023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区直有关单位：

现将《黄山区推进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2023

年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黄山区发展改革委员会 黄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2023 年 8 月 28 日

黄山市黄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黄 山 市 黄 山 区 文 化 旅 游 体 育 局



黄山区推进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
建设 2023 年工作要点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高品质建设皖南国际文化

旅游示范区和打造生态型、国际化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的决

策部署，结合市、 区有关工作安排，特制定黄山区推进皖南

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 2023 年工作要点。

一、加快推进高水平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

1、成立推进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大黄山) 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年度工作要点，落实工作责任、明确工

作分工。(责任单位：区文旅体局、发改委)

2、策应 “大黄山”战略，建立 “大黄山”建设重大文

旅项目库。建立重大文旅项目调度机制，形成续建一批、新

开工一批、前期工作推进一批、招商推介一批的项目建设体

系。(责任单位：区发改委、文旅体局)

3、认真落实 ‘大黄山’旅游资源数字沙盘建设，完善

全区旅游资源摸底，做好 ‘大黄山’旅游资源点位线上数据

更新和审核，动态开展重大文旅项目谋划。(责任单位： 区

发改委、投促局、文旅体局)

4、开展高水平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推介，落实《关于

培育 “乐游黄山 ·悦享太平”黄山区四季旅游活动公共品牌

的实施意见》，全力打造 “乐游黄山 · 悦享太平”文旅节庆

活动品牌，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促进乡村振兴。(责任单位：

区文旅体局、各乡镇)



5、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大黄山”等重大发展战略，

积极参与杭黄世界廊道、浙皖闽赣 “联盟花园”合作共建，

密切与沪苏浙、京津冀、珠三角等发达地区文旅经贸交流合

作，主动对接上海市相关部门和企业，积极推进上海市黄山

茶林场文旅融合项目实施。(责任单位： 区发改委、文旅体

局、投资促进局、交通运输局、太平经开区、 自然资源规划

局、科技经信局， 谭家桥镇)

6、深化 “山上山下”联动，统筹 “三大组团”发展，

持续推进南大门汤口旅游转型升级和东黄山国际旅游微型

产业聚集区、北大门综合服务基地、西大门原乡特色乡村休

闲旅游目的地建设，不断构建四门洞开的山上山下一体化发

展格局。(责任单位： 区发改委、文旅体局，汤口镇、谭家

桥镇、耿城镇、焦村镇)

二、推动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7、推进东黄山旅游度假区创建国家级度假区工作。成

立创建工作专班，对照创建标准，积极完善创建条件。(责

任单位：谭家桥镇，区文旅体局)

8、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发展，打造一批休闲旅游精品点。

深入开展 “421”行动计划，积极创建一批精品主题村、风

景道、后备箱工程基地、精品民宿、双微提升点，大力培育

经营管理人才。(责任单位：区文旅体局，各乡镇)

9、着力打造文旅康养 “第二居所”，依托黄山、太平

湖两大资源，聚力培育 “居黄山 · 享太平”康养旅居品牌，

推动 “文旅+大城建”一体化发展，把黄山区打造成为旅居



者安放心灵的休闲休憩之地、心之向往的 “第二居所”。(责

任单位：区住建局、文旅体局、卫健委)

10、加快落实《黄山区关于实施乡宿产业发展 “个十百

千万”工程促共同富裕的实施意见》，推进乡宿产业发展 “个

十百千万”工程，编制民宿产业发展规划， 推进汤口山岔、

龙门轮渡、焦村汤家庄等一批乡宿集群建设，培育壮大 “黄

山乡宿”品牌。(责任单位： 区文旅体局，汤口镇、龙门乡、

焦村镇等相关乡镇)

11、实施美食产业 “十个一”工程，推出一批美食特色

村、网红体验店、寻味精品线，打造 “太平之味”公共品牌。

精选一批有创意、有特色、有品质的地方名产、旅游商品和

文创产品，打响 “太平有礼”伴手礼品牌。(责任单位： 区

文旅体局、市管局，各乡镇)

12、推动太平湖景区、翡翠谷景区、芙蓉谷景区等重点

景区提质提档。(责任单位： 太平湖镇、汤口镇、耿城镇等

有关乡镇)

13、大力落实《黄山区加快推进 “旅游+”深度融合促

“五个之城”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推进 “交旅”深度融

合发展，推动环太平湖旅游风景道、醉美 218 旅游风景道、

世界遗产旅游风景道和名山秀水旅游风景道等旅游风景道

提质升级，推深做实交旅融合发展，进一步扩大旅游风景道

影响力。(责任单位： 区交通运输局、文旅体局) 推进 “农

旅”“茶旅”“林旅”等深度融合，鼓励乡镇、旅游企业积极

发展研学、康养、田园综合体等业态，创新推出特色旅游商



品，刺激旅游消费，助推农产品销售。(责任单位： 区文旅

体局、农水局、茶产业促进中心、林业局)

14、做强 “运动休闲”品牌，依托名山秀水资源优势，

深化与国家级协会组织战略合作，参与举办好长三角绿水青

山运动会、2023 环黄山国际自行车赛、2023 黄山马拉松等

大型体育赛事，承办好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太平湖公开水

域游泳赛等精品体育赛事。发布体育旅游精品线路、露营旅

游休闲线路。(责任单位：区文旅体局，各有关乡镇)

15、大力推进夜间经济发展，引导各乡镇结合景区、 民

宿集群、乡村旅游点等积极丰富夜间文旅业态，鼓励景区、

民宿等旅游企业大力发展夜间经济。(责任单位： 区文旅体

局， 各有关乡镇)

三、推进文化保护传承创新

16、实施美好生活文体惠民工程。公共文体场馆常态化

免费开放，开展送戏进万村(进校园 )、农村电影放映、应

急广播运维、全民健身补短板等工作， 新增一批乡村书屋、

口袋体育公园、智能健身驿站等公共文体设施，完善城市社

区 15 分钟阅读圈、15 分钟健身圈的服务功能，积极实施暖

民心快乐健身行动。(责任单位：区文旅体局，各乡镇)

17、实施优秀文化传承记忆工程。梳理全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制作 “非遗记忆”传承纪录片。积极申报第七批

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第九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

展第六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代表性传承人申报工

作。丰富非遗文化演艺传承方式，结合重大节日、旅游市场



宣传推广，开展非遗展演。拓宽非遗文化传播面，举办 “市

民文化节”，开展非遗 “四进”活动。(责任单位： 区文旅体

局， 各有关乡镇)

18、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程。编制红色旅游发展规

划，重点实施樵山红色文化公园、聂家山红色基地、永丰红

色点等项目建设，推进红色研学游、红色乡村游。实施文保

项目、徽保工程，积极推进官山遗址、城澜遗址考古发掘工

作，推进古建筑类文物三防工程，扩大常态化文物开门开放

类别和数量。开展 “自然与文化遗产日”活动，组织开展文

物主题研学游活动。(责任单位： 区文旅体局、新明乡、谭

家桥镇、永丰乡等有关乡镇)

19、实施文艺精品创作工程。开展培育戏曲创作孵化项

目，繁荣艺术创作。支持各协会开展文艺创作，打造一批文

艺精品。(责任单位：区文旅体局、区文联)

四、持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

20、系统推进太平湖区域生态修复，启动实施太平湖南

岸岸线贯通一期、太平湖南岸山水林田湖草沙、环太平湖区

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等项目，加快实现还岸于民、还绿于民、

还生态于民。(责任单位：太平湖管委会、各有关乡镇)

21、高起点规划太平湖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提前谋划

太平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全力申报实施环太平湖重

要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太平湖 EOD 项目，加快实现 “多规合

一”、 保护发展双赢。(责任单位： 太平湖管委会， 区自然

资源规划局、交通运输局)



22、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生态系统价

值 (GEP) 核算，加快国家储备林、“村落徽州”保护利用等

一批重大生态发展类项目落地实施。积极探索 “碳汇林”建

设，协同创建新安江——千岛湖生态补偿试验区，做好省级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林长制改革示范先行区建设。(责任

单位：区发改委、生态环境分局、林业局、新保中心)

五、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23、完善构建大交通格局，加快建成池黄高铁，同步建

成高铁黄山西站等配套设施，协同推进黄山市域旅游铁路 T1

线项目前期工作，持续深化黄山区通用航空机场项目研究论

证。(责任单位：区高铁办、交通运输局、各有关乡镇)

24、升级全域旅游交通基础设施，提速建设 G530 阳湖

里至庄里段改建工程，加快实施环太平湖重要交通基础设施

项目，持续推进旅游风景道升级改造，接续谋划实施一批通

景路、旅游路，着力构建交旅融合、快旅慢游的旅游交通体

系。(责任单位：区交通运输局、文旅体局、各有关乡镇)

25、加快对接推进东黄山等区域液化天然气项目，统筹

推进加气站 ( 点 )、充电桩等设施布局建设，积极推进 5G 网

络深度覆盖，力争启动实施经开区冷链物流园等项目。(责

任单位：住建局、发改委、科技经信局、太平经开区、各有

关乡镇)

六、保障措施

各乡镇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推进建

设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的重要意义，加强工作领导，建



立完善党政 “一把手”负责的领导协调机制，营造良好的发

展环境，切实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落实。

各乡镇各单位要逐项逐条对照方

案，围绕自身职责制定工作落实方案，主要负责人靠前指挥，

亲自部署，做到坚决履职，确保完成任务。对涉及多部门工

作，牵头单位要主动担责，抓好牵头工作，相关单位要积极

配合。

适度扩大旅游产业用地供给，优

先保障旅游重点项目和乡村旅游项目用地。积极盘活农村闲

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支持利用荒地荒

滩、低丘缓坡、旧厂房以及闲置公有物业，开发旅游项目。

逐步加大旅游业财政投入力度，多渠道扩大融资。围绕文化

繁荣、旅游发展等开展多元化人才培训，为推进皖南国际文

化旅游示范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及时掌握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

区建设工作推进情况，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推动工作走深

走实，确保各项目标任务按期完成。各乡镇各单位紧紧围绕

“高质量发展”要求，紧盯工作目标，确保各项任务措施落

到实处、取得实效。

附件：黄山区推进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 2023

年工作要点任务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