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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少数民族：55个建制村，381个自然村

➢ 吉阳区：13个建制村，84个自然村

➢ 天涯区：16个建制村，137个自然村

➢ 海棠区：7个建制村，37个自然村

➢ 崖州区：9个建制村， 39个自然村

➢ 育才生态区：10个建制村， 84个自然村

海棠区少数民族村庄（7个）

吉阳区区少数民族村庄（13个）

天涯区少数民族村庄（16个）

崖州区少数民族村庄（9个）

育才生态区少数民族村庄（10个）

黎族集聚区

苗族集聚区

回族集聚区

图 例

少数民族村寨现状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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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区少数民族村寨（1个）

吉阳区区少数民族村寨（2个）

天涯区少数民族村寨（1个）

育才生态区少数民族村寨（1个）

图 例

北山村

后靠村

中廖村

鹿回头村

槟榔村

2017年中廖村被评为第二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2019年北山村被评为首批海南少数民族村寨。

同时，我市在以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投入。

天涯区槟榔村（黎族）

吉阳区鹿回头村（黎族）

海棠区北山村（黎族）

育才生态区后靠村（苗族） 北山村（黎族）

中廖村（黎族）

后靠村（苗族）

槟榔村（黎族）

鹿回头村（黎族）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现状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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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村国

青塘村省

中廖村国

罗蓬村省

红花村省
大茅村省

博后村国

槟榔村省

中园村备

文门村国

省

神庭村备

备

布山上、下村
备

抱龙村

那会村备

南塔村国

后靠村省

那门村省

省

郎典村省

椰子园村省
南山一、二村国

国

凤岭村备

备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海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寨

海棠区少数民族村寨（2个）

吉阳区区少数民族村寨（5个）

天涯区少数民族村寨（3个）

崖州区少数民族村寨（3个）

育才生态区少数民族村寨（5个）

图 例

三更村
备赤草村

文扫村
备

马亮村省

青法村省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规划分布图

分批次、分级别规划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优先

发展资源优势村庄，做到以点带面，形成联动发展。

 到2022年，在全市少数民族村范围内，创建5个海南

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培育12个具有改造条件的候

选发展村寨；

 到2025年，创建5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创建

12个海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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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阳区-博后村村委新坡村海棠区-北山村村委北山村

重点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现状图

村委会建筑风貌

黎锦合作社 特色村牌

庭院风貌 法制公园

村庄建筑

村庄风貌

文创基地

特色民宿

村庄风貌

特色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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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州区-南山村委南山一二村天涯区-文门村委上中下那后村

重点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现状图

黎乐坊广场

特色农家乐

精美民宿

农家乐

自然风光

建筑风貌

文化中心 文化广场

特色农家乐 街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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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生态区-那门村委南塔村

重点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现状图

南塔瀑布 荷塘

村庄建筑

休闲广场 村牌 村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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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岭村

落笔村

那会村

国家级，黎族打柴舞

省级，苗族盘皇舞

抱安村

省级，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省级，黎族民间故事
市级，钻木取火技艺

黑土村

省级，黎族原始制陶技艺

北山村

省级，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凤岭村

省级，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少数民族村寨非遗文化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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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旅游产业总体布局图

黎家餐饮体验+
特色休闲农业体验

民俗文化旅游服务+
精品民宿体验

特色民宿体验+
黎家餐饮体验

村寨文创+
民俗文化旅游服务

民俗文化体验+
山地观光农业

中部民宿体验集聚区

东部黎族特色饮食体验集聚区

西部黎族村寨文创集聚区

北部山地民俗观光集聚区

产业发展带

产业发展轴

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核心

产业功能分区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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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旅游产业路线规划图

中园村 中廖村

青塘村

抱龙村

郎典村

那门村

青法村

马亮村

后靠村

北山村

南山一、二村

黎族村寨文创路线

黎族系列精品民宿体验旅游路线

黎族特色饮食体验旅游路线

神庭村

三更村

博后村

黎族特色饮食体验旅游线路——推动民族餐饮美食、民族文化体验、休闲农业观光、红色文化体验的发展

黎族系列精品民宿体验旅游线路——推动景区民族精品民宿体验、黎族文化旅游服务、红色文化体验的发展

黎苗民俗文化体验路线——推动民族歌舞文化体验、特色民宿体验、黎族手工艺体验的发展

黎族村寨文创路线——推动村寨文创、民俗文化旅游、民族养生体验的发展

文门村布山上、下村

黎苗民俗文化体验路线 罗蓬村

槟榔村

南塔村
那会村

大茅村红花村

椰子园村

凤岭村

赤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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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旅游产业“一村一品”规划图

中园村 中廖村

青塘村

先进村

郎典村

那门村

后靠村

北山村

南山一、二村
神庭村

凤岭村

博后村

文门村

北山锦绣

产业：黎锦纺织作坊、黎
族共享农庄
经营模式：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公司+农户

青塘美食

产业：“湾坡鸭”养殖基
地、黎家乐、民族特色农
业科普园
经营模式：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

中廖康养

产业：黎族共享农庄、民
族特色农业科普园、黎家
农耕体验园
经营模式：公司+农户

中园雕刻

产业：黎族雕刻作坊、黎
族共享农庄、“落笔洞传
说”歌舞体验基地、黎家
乐
经营模式：公司+农户

先进观光

产业：冬季瓜菜种植园、
民族特色农业科普园
经营模式：公司+家庭农
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文门客栈

产业：古寨系列民宿、天涯
古道田园综合体、民族特色
农业科普园、黎族陶艺作坊
经营模式：公司+农户

郎典歌舞

产业：竹编作坊、黎锦纺织
作坊、热带葡萄种植园、桂
圆种植园
经营模式：公司+家庭农场、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公司+
农户

凤岭龙被

产业：龙被纺织工作室、冬
季瓜菜大棚种植园、黎族传
统话剧表演园、黎家乐
经营模式：公司+农户、公
司+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

后靠苗绣

产业：苗绣纺织作坊、盘
皇舞、三元舞表演中心、
黎家乐
经营模式：公司+农户

博后客舍

产业：景区系列精品民宿、
黎家乐
经营模式：公司+农户

神庭彩绘

产业：黎族彩绘摄影基地、
彩绘手工工作室
经营模式：公司+农户

南山长寿

产业：民族长寿餐厅、养生
田园综合体
经营模式：公司+家庭农场、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那门编织

产业：藤竹编织作坊、冬
季瓜菜种植园
经营模式：公司+家庭农
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罗蓬村

槟榔村

南塔村
南塔驿站

产业：苗家餐饮、苗绣纺
织
经营模式：公司+农户

罗蓬休闲

产业：水库垂钓休闲地、
民宿、黎家农耕体验园、
黎家乐
经营模式：公司+农户

槟榔乡情

产业：文化娱乐活动乐园、
户外休闲农业体验基地、
黎家乐
经营模式：公司+农户

红花村

红花文创

产业：乡村文创基地、黎
家农耕体验园、黎家乐
经营模式：公司+农户

大茅村

大茅农庄

产业：黎乡生态农庄、黎
家农耕体验、黎家乐
经营模式：公司+农户

青法村

马亮村

椰子园村

南山餐饮

产业：黎家乐、景区驿站
、歌舞表演园
经营模式：公司+农户

青法采摘

产业：田园综合体、冬季瓜
菜种植园、黎家农耕体验园
经营模式：公司+家庭农场、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公司+
农户

马亮客栈

产业：民俗商业街、火龙果
种植园
经营模式：公司+家庭农场、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公司+
农户

布山上、下村

布山陶艺

产业：黎族陶艺作坊、黎家
乐、哈密瓜大棚种植园
经营模式：公司+家庭农场、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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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民俗文化开发利用规划布局图

中园村 中廖村

青塘村

先进村

郎典村

那门村

北山村

南山一、二村
神庭村

凤岭村

博后村

文门村

苗族非遗文化—
盘皇舞

盘皇舞表演团队；
苗族节日庆典活动；
苗族农家体验；
苗绣工艺展览；

黎族民俗文化—
农耕体验

农耕展示体验园
采蜂蜜体验
蜂蜜展销
黎家乐 黎族非遗文化—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黎锦生产合作社；
黎锦服饰、手工艺品制作
体验；
黎锦、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比赛；
黎家乐美食体验；

黎族民俗文化—
黎家乐园

黎族特色美食节；
黎族陶艺亲子DIY；
特色民宿；
黎家亲子农庄；
特色彩绘文化节；

黎族非遗文化—
钻木取火、民间故事

非遗文化展览馆；
民间故事纪录宣传；
民间故事进校园；
落笔洞遗址开发；
民间故事话剧演艺；

黎族彩绘手工艺

黎族图腾柱；
彩绘基地；
手工艺品制作；
黎族彩绘文化节；
摄影基地；

黎族民俗文化—
长寿乡

传统建筑文化保护研究；
黎族养生文化宣传；
长寿乡人文故事纪录；
黎族歌舞表演；
盆景文化展览；

黎族非遗文化—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龙被历史纪录；
龙被工艺展览、记载；
龙被图案手工艺品制作；

黎族非遗文化—
黎族打柴舞

打柴舞表演团队；
黎族节日庆典活动；
黎族农家体验；
黎族植物染色技艺研究；
黎锦、黎族传统纺染织绣展
示；

黎族滕竹编织手工艺

黎族编织手工艺品展销；
滕竹编织品展览；
编织学堂；

黎族民俗文化—
花海黎家

黎族节日庆典活动；
黎族田园观光；
风情民宿；
非遗文化展览；

黎族民俗文化—
黎族家园

黎族传统生活展示；
黎族婚假风俗表演；
黎族农家歌舞表演；
非遗文化研学馆；
特色民宿；

黎族民俗文化—
“千年古寨”

黎族传统体育竞技；
琼南黎族历史馆；
传统民俗文化活动；
“古迹寻源”科普活动；
特色黎家民宿；

后靠村
南塔村

中村

槟榔村 黎族民俗文化—
康体运动

民族传统运动竞赛；
槟榔河文化节；
黎家特色风情街；
黎族文化乐园；

黎族民俗文化—
黎乡风情

黎乡山林观光；
特色黎家乐；
特色水库文化节；
民俗活动体验；
生态民宿；

苗族民俗文化—
苗寨风光

苗族传统节庆活动；
山林部落体验；
苗寨原始农家体验；
苗绣工艺展览；
苗寨传统民居观光；

红花村
大茅村

青法村

马亮村

椰子园村

黎族非遗文化—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

黎族陶艺学堂；
陶艺品展销；
制陶技艺；
制陶创意DIY；

布山上、下村



三亚市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发展规划

13

近期建设指引现状图-海棠区北山村

◼ 上位规划：

多规合一中，北山村规划保留乡村建设用地，
因此，北山村符合多规合一乡村建设用地管控
要求。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0）》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规划北山村为
休闲旅游型村庄，是全域旅游重点发展村落，
在全域旅游规划的乡村旅游路线上。可重点发
展为特色休闲旅游、与景区联动发展的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

《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规划北山村为乡
村旅游型村庄，北山村在村庄建设许可区范围
内，可满足村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建设的
需要。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2016-2030）》

乡村建设用地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

◼ 村庄概况：

海棠区北山村位于三亚市海棠湾中部东

侧，是北山村下辖的自然村。两面环山，地

势平坦，交通便利。总户数为188户，总人

口为949人，主要民族是黎族，2017年被评

为海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 产业现状：

北山村现状主要产业为种养殖及农家乐，

主要有生产芒果、反季节瓜菜种植；北山鹅、

山鸡、黑猪养殖等。

2017年人均收入5800元，主要经济收

入经济作物种植，养殖业、外出务工和旅游

服务等。

◼ 自然资源：

村庄地理环境优越，交通便利，山水格

局良好，环境优美，水系、农田资源丰富。

◼ 人文资源：

革命老区村之一，有红色历史文化底蕴；

有黎族织锦非遗文化资源，并举办了三亚市

美丽乡村旅游文化节和北山采摘节活动。

◼ 周边资源：

村庄南侧有文尖水库等资源。多条道路

通往G98海南环岛高速，与海棠湾滨海旅游

区交通联系便利。

北山村吉阳区

海棠区天涯区

育才生态区

崖州区

区位图

海南环岛高速公路

北山村现状分析图

北山村

球

北山村

小 文 球村委会 小学 文化场所 球场 自然村范围

文

文尖水库

小

吉菊莲黎锦手艺
农民专业合作社

黎锦合作社

法制文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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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定位：

民俗文化休闲旅游型特色村寨
◼ 发展目标：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黎族特色织锦体验目的地

◼ 特色产业：

结合海棠区北山村良好的自然资源条件和

地理区位优势，规划融合黎族特色织锦的纺织

产业，打造“北山锦绣”特色产业品牌。鼓励

多种形式创新开发民族特色产业。第一，打造

黎锦纺织基地，形成规模化生产合作。第二，

开办民族文化研学馆，为游客提供黎族特色文

化体验。第三，发展创新黎锦工艺品产业，通

过“互联网+”销售，并宣传推广。第四，发

展红色旅游，打造红色旅游产业品牌。

发展民族特色农业休闲园、黎家农田观光、

黎家乐等特色民族产业。

◼ 民族文化：

挖掘村庄人文内涵，融入黎族风情元素；

将黎族传统文化与黎家田园体验相结合，打造

“黎锦之乡”民俗文化特色村寨。第一，开设

黎锦技艺培训班，开展进村进校学习活动，加

深村民对黎锦文化的认知。第二，建设其它民

族旅游设施，结合红色文化体验，发展村庄民

族文化体验旅游线路。

◼ 民居保护和村寨风貌：

重点加强村庄民居和公共建筑的民族特色

塑造。第一，新建建筑采用黎族民居风貌建设，

院落、墙体等增加民族特色元素。第二，村庄

入口、标识标牌、景观小品等融入体现黎家图

腾、技艺等特色元素。

◼ 民族团结：

举办民族文化传统文艺活动和黎族传统体

育赛事，加强文化宣传，发展文化体验旅游业。

近期建设指引规划图-海棠区北山村

◼ 已有美丽乡村规划：

1. 村民服务中心
2. 军事展览体验馆
3. 幼儿园
4. 游客服务中心
5. 北山小学
6. 生态停车场
7. 乡村公交站
8. 百果园
9. 山岭绿道
10. 户外拓展基地
11. 文创庄园
12. 趣味农场

◼ 新增建设项目：

1. 黎锦纺织体验坊
2.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3.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4. 民族文化研学馆
5. 宣传展栏
6. 入口道路文化景观提升

13. 北山驿站
14. 田野绿洲
15. 田园漫道
16. 北山书院
17. 乡村运动场
18. 湿地公园
19. 水岸栈道
20. 农家乐
21. 林间乐园
22. 清风亭
23. 榕树庭院
24. 北山别院

5

◼ 建设时序：

新建2处宣传展栏，
开设黎锦技艺培训
班，积极引导民族
文化学习。

改造提升村庄入口、
道路文化景观，增加
村庄民族文化氛围。

开展每年旅游文化节、
特色采摘节等活动，
新建1处其它民族旅游
设施。

新增1处黎锦纺织
体验坊，发展黎锦
手工艺品制作销售。

打造黎家特色农业园，
开展采摘、观光、表
演、黎族特色美食等
体验。

民族风情浓厚，院落
格局符合传统风貌，
民居风格统一。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

9

11

12

13

14

15

16 17
20

18
19

21

22
6

24

23

3

◼ 投资估算：

6

4

北山村

北山村委会北山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库及投资估算

项目类别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单价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特色
产业

黎锦纺织体验坊（处） 1 1000000 100

民族
文化

固定
资金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376.00 500 18.8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300 3000 90

宣传展栏（个） 2 2000 0.4

民族文化研学馆（㎡） 300 2500 75

运营
管理

民族饮食学习班（项） 1 30000/年 ——

黎族传统体育比赛（项） 1 20000/年 ——

艺术表演（项） 1 20000/年 ——

文化宣传、书籍（项） 1 30000/年 ——

合计 284.20

黎锦纺织体验

芒果采摘观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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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概况：

海棠区青塘村是湾坡村下辖的自然村，

位于三亚市海棠湾镇林旺片区，湾坡村临海

榆东线，西面环山，南靠铁炉村，北接林旺

农场。总户数为78户，总人口为387人，主

要民族是黎族。

◼ 产业现状：

青塘村现状主要产业为经济物种植业，

主要作物包括水稻、槟榔、芒果、反季节瓜

菜等。

2018年人均收入8600元，主要经济收

入经济作物种植，养殖业、外出务工等。

◼ 自然资源：

青塘村地理环境优越，交通便利，山水

格局良好，环境优美，水库、农田资源丰富。

◼ 人文资源：

革命老区村之一，有亲子主题乐园、民

宿、餐馆、户外拓展运动等项目，且在黎族

服饰、黎族饮食、黎族织锦、传统舞蹈、文

化图腾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 周边资源：

村庄西侧有水稻公园，对青塘村的发展

有联动的作用。周边有高端度假酒店为代表

的海滨度假带。临近国际旅游管理职业学院。

◼ 上位规划：

多规合一中，青塘村规划保留乡村建设用地，
因此，青塘村符合多规合一乡村建设用地管控
要求。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0）》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规划湾坡村为
产业发展型村庄，是全域旅游重点发展村落，
在全域旅游规划的乡村旅游路线上。可重点发
展为特色饮食休闲旅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规划湾坡村为乡
村旅游型村庄，青塘村在村庄建设许可区范围
内，可满足村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建设的
需要。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2016-2030）》

六道岭

文
球

自然村范围

青塘自然村现状分析图

国际旅游管理职
业学院

湾
坡
路

青塘村

乡村建设用地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

文 文化室 球 球场

青塘村

吉阳区

海棠区天涯区

育才生态区

崖州区

区位图

海南环岛高速公路

青塘村

近期建设指引现状图-海棠区青塘村

沁院

童景餐馆

童趣书屋

动

球 活动中心

国家水稻公园

沁院民宿

童趣书屋

五彩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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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美丽乡村规划：
1. 儿童乐园
2. 乡野书院
3. 儿童书院
4. DIY工坊
5. 青塘食堂
6. 青塘茶室
7. 公共活动中心
8. 民宿及农家乐
9. 青塘广场

10. 房车营地
11. 停车场
12. 采摘园
13. 露营中心
14. 黎情屋
15. 湖中亭
16. 亲水平台

◼ 建设时序：

◼ 投资估算：

新建2处宣传展栏，
开展民居特色风貌
改造。

饮食文化进村进
校学习，成立
“湾坡鸭”特色
饮食学习班。

开展每年艺术演出活
动、黎族传统体育赛
事团建活动，建设1处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新建1处“湾坡鸭”养
殖基地，新建2处黎家
乐，民居风貌整体协调。

新建1处民族特色农
业科普园，提升村道
两旁景观视野。

民族风情浓厚，院落
格局符合传统风貌，
民居风格统一。

◼ 村庄定位：

民俗特色饮食休闲型特色村寨
◼ 发展目标：

海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黎族特色饮食体验目的地

◼ 特色产业：

结合海棠区青塘村良好的自然资源条件

和地理区位优势，规划融合黎族特色的民俗餐

饮产业，打造“青塘美食”特色餐饮产业品牌。

鼓励多种形式创新开发民族餐饮产业。第一，

打造“湾坡鸭”养殖基地，形成规模化养殖。

第二，打造特色饮食餐厅，给游客提供黎族传

统特色饮食。第三，发展副产品产业，对湾坡

鸭加工包装，通过“互联网+”销售，并宣传

推广。第四，发展红色旅游，打造红色旅游产

业品牌。

打造民族特色农业科普园、黎家乐等民

族特色体验产业。

◼ 民族文化：

挖掘村庄人文内涵，融入黎族风情元素；

将黎族传统文化与黎家农田体验相结合，打造

“美食之乡”民俗文化特色村寨。第一，引导

村民学习烹饪技术，开展进村进校学习活动，

加深村民对民族特色饮食的认知。第二，建设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结合红色文化体验，发展

村庄民族文化体验旅游线路。

◼ 民居保护和村寨风貌：

重点加强村庄民居和公共建筑的民族特

色塑造。第一，新建建筑采用黎族民居风貌建

设，院落、墙体等增加民族特色元素。第二，

村庄入口、标识标牌、景观小品等融入体现黎

家图腾、茅草屋等特色元素。

◼ 民族团结：

举办民族文化传统文艺活动和黎族传统

体育赛事，加强文化宣传，发展文化体验旅游

业。

1. “湾坡鸭”养殖基地
2. 黎家乐
3. 民族特色农业科普园
4.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5.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6. 宣传展栏

◼ 新增建设项目：

青塘村

近期建设指引规划图-海棠区青塘村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湾坡村委会青塘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库及投资估算

项目类别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单价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特色
产业

“湾坡鸭”养殖基地
（处）

1 1000000 100

黎家乐（处） 2 1000000 200

民族特色农业科普园
（处）

1 500000 50

民族
文化

固定
资金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

156.00 500 7.8

宣传展栏（个） 2 2000 0.4

运营
管理

民族饮食学习班（项） 1 30000/年 ——

黎族传统体育比赛
（项）

1 20000/年 ——

艺术表演（项） 1 20000/年 ——

文化宣传、书籍（项） 1 30000/年 ——

合计 358.20

“湾坡鸭”养殖基地 黎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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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环岛高速公路

博后村

吉阳区

海棠区天涯区

育才生态区

崖州区

区位图

◼ 村庄概况：

吉阳区博后村位于亚龙湾片区。下辖新

坡村、红旗村、红光村、糖丰村4个自然村。

2019年新坡村户数为202户，总人口为1078

人，主要民族是黎族。

◼ 产业现状：

新坡村现状主要产业有民宿业、旅游服

务业、反季节蔬菜种植等。2019年村内约有

46家以上的民宿入驻。

2019年人均收入2.5万元，主要经济收

入来源于土地租金、景点服务、民宿经营、

经济作物种植等。

◼ 自然资源：

新坡村位于亚龙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内，

其地理环境优越，交通便利，村域山水格局

良好，旅游和自然资源丰富。旅游景点亚龙

湾国际玫瑰谷在博后村范围内。

◼ 人文资源：

革命老区村之一，具有现代黎族风格民

居，黎族传统歌舞、黎锦制作等文化资源，

美丽乡村旅游文化节重点举办地。

◼ 周边资源：

村庄地处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周边

邻近亚龙湾热带森林公园、红峡谷高尔夫球

场等；亚龙湾规划第二通道经过红旗村，北

至市区，南至亚龙湾滨海度假酒店区。

◼ 上位规划：

多规合一中，新坡村规划保留乡村建设用地，
其它自然村规划在开发边界内。因此，新坡村
符合多规合一乡村建设用地管控要求。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0）》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规划博后村为
休闲旅游型村庄，是全域旅游重点发展村落，
在全域旅游规划的乡村旅游路线上。可重点发
展为民俗文化休闲旅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新坡村

《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乡村建设用地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规划博后村为乡
村旅游型村庄，新坡村在村庄建设许可区范围
内，可满足村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建设的
需要。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2016-2030）》
新坡村

红峡谷高尔夫球场

亚龙湾国际玫瑰谷

小
幼

小 文 球幼村委会 小学 幼儿园 文化室 球场 自然村范围

新坡自然村现状分析图

近期建设指引现状图-吉阳区博后村

亚龙湾国际玫瑰谷

网红精品民宿

博后文创基地

缘生缘宿

远方有个村民宿莫言莫语民宿

相见无墅民宿

顾园
隐居舍

民族文化馆

文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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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美丽乡村规划：
1. 小康广场
2. 乡村民宿
3. 博后故事
4. 榕下有容
5. 花海游憩
6. 玫瑰茶庄
7. 湿地观荷
8. 黎族故事（文化创

意园体验基地）

9. 净碧湖（博后水库）
10. 玫瑰精油、香皂工坊
17. 百果园
18. 登山步道
19. 骑行驿站
20. 艺术家部落
21. 山地俱乐部
22. 企业总部拓展营

9. 摄影基地
10. 综合市场
11. 小学
12. 黎家美食园
13. 玫瑰养生SPA园
14. 村委会（活动中心）
15. 黎族文化展览馆
16. 休闲垂钓园
17. 玫瑰咖啡屋

◼ 新增建设项目：

1. 黎境民宿
2. 黎家乐
3.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4.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5. 宣传展栏

◼ 村庄定位：

民俗文化休闲旅游型特色村寨
◼ 发展目标：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花海黎家风情民宿体验目的地

◼ 特色产业：

结合吉阳区博后村良好的自然资源条件

和地理区位优势，规划融合黎族特色系列景区

精品民宿产业，打造“博后客舍”特色民宿产

业品牌。鼓励多种形式创新开发民宿产业。第

一，鼓励村民自有住房经营民宿。第二，鼓励

结合三亚宅基地制度改革，采用公司+农户的

形式将村民多余的住房或庭院以整租的方式，

打造精品民宿。第三，鼓励宅基地腾挪，腾出

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发展特色民宿业等。第四，

发展红色旅游，打造红色旅游产业品牌。

打造黎家乐、慢食餐厅等民族特色体验

产业；发展瓜菜采摘基地、瓜果加工基地等热

带休闲农业。

◼ 民族文化：

改造民宿建筑，融入黎族风情元素；将

黎族传统文化与黎家农田体验相结合，打造

“花海黎家”民俗文化特色村寨。第一，结合

现状黎族文史馆，开展进村进校学习活动，加

深村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第二，建设其

它民族旅游设施，结合红色文化体验，发展村

庄民族文化体验旅游线路。

◼ 民居保护和村寨风貌：

重点加强村庄民居和公共建筑的民族特

色塑造。第一，新建建筑采用黎族民居风貌建

设，院落、墙体等增加民族特色元素。第二，

村庄入口、标识标牌、景观小品等融入体现黎

家图腾、技艺等特色元素。

◼ 民族团结：

举办民族文化传统文艺活动和黎族传统

体育赛事，加强文化宣传，发展文化体验旅游

业。

◼ 建设时序：

◼ 投资估算：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新建4处宣传展栏，
结合现状黎族文史
馆，积极引导民族
文化学习。

民族文化进村进
校学习，成立艺
术表演团队。

开展每年艺术演出活
动、民族体育赛事团
建活动。

新建5处黎境民宿，新
建1处黎家乐，民居风
貌整体协调。

新建2处黎家乐，进
一步提升村道两旁景
观视野。

民族风情浓厚，院落
格局符合传统风貌，
民居风格统一。

新坡村

近期建设指引规划图-吉阳区博后村

博后村委会新坡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库及投资估算

项目类别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单价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特色
产业

黎境民宿（处） 5 1000000 500

黎家乐（处） 3 1000000 300

民族
文化

固定
资金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

844.00 500 42.2

宣传展栏（个） 4 2000 0.80 

运营
管理

民族文化学习班
（项）

1 30000/年 ——

黎族传统体育比赛
（项）

1 20000/年 ——

艺术演出（项） 1 20000/年 ——

文化宣传、书籍
（项）

1 30000/年 ——

合计 843.00

黎境民宿

黎族节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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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环岛高速公路

区位图 ◼ 上位规划：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0）》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规划红花村为
文化传承型村庄。可重点发展为民俗文化休闲
旅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乡村建设用地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规划红花村为乡
村旅游型村庄，红花村在村庄建设许可区范围
内，可满足村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建设的
需要。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2016-2030）》

小 文 球市村委会 小学 农贸市场 文化室 球场 邮局

近期建设指引现状图-吉阳区红花村

多规合一中，红花村规划保留有乡村建设用地，
因此，红花村符合多规合一乡村建设用地管控
要求。

红花村

◼ 村庄概况：

吉阳区红花村位于三亚学院的东部。

2017年红花村总户数为530户，总人口为

2478人，主要民族是黎族。

◼ 产业现状：

红花村现状主要产业有季节蔬菜种植业、

商业等。种植主要包括火龙果、芒果、橡胶、

水稻、冬季瓜菜等。

2017年人均收入12000元，主要经济

收入来源于经济作物种植、外出打工、餐饮

服务等。

◼ 自然资源：

红花村东部有三汤水库、深南水库以及

若干水塘资源，主要用于农业灌溉，养鱼垂

钓、观光等，村庄南部有大片种植园，园区

依山抱水，风景资源得天独厚，且农田风光

优美。

◼ 人文资源：

革命老区村之一，具有黎族传统歌舞、

黎锦制作、特色食品等文化资源；具有红色

文化资源，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弘扬红色文

化。

◼ 周边资源：

村庄西北部为万科森林度假公园，西部

为半岭温泉旅游度假区，临近罗蓬、大茅、

中廖等美丽乡村。

红花村

吉阳区

海棠区天涯区

育才生态区

崖州区

红花村现状分析图

自然村范围

邮

红花村

农田观光园火龙果观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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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建设指引规划图-吉阳区红花村

◼ 建设时序：

◼ 投资估算：

新建4处宣传展栏，
积极引导民族文化
学习。

民族文化进村进
校学习，成立艺
术表演团队。

开展每年艺术演出活
动、黎族传统体育赛
事团建活动，建设1处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新建2处黎乡文创基地，
新建1处黎家乐，新建
1处农副产品深加工基
地，民居风貌整体协调。

新建1处民族特色农
业科普园，新建1处
黎家乐，提升村道两
旁的景观视野。

民族风情浓厚，院落
格局符合传统风貌，
民居风格统一。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 村庄定位：

民俗文化传承旅游型特色村寨
◼ 发展目标：

海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黎家文化创新体验目的地

◼ 特色产业：

结合吉阳区红花村良好的自然资源条件

和教育区位优势，依托三亚学院教育资源，融

合周边良好的自然资源，打造集文化创新、民

宿体验、歌舞体验、特色采摘为一体的“红花

文创”旅游系列产业品牌。第一，发展民族手

工艺创新产业，结合传统黎族文化，打造黎乡

文创基地；第二，发展火龙果特色种植业，打

造集农副产品加工业和采摘体验为一体的民族

特色农业科普园。第三，发展红色旅游，打造

红色旅游产业品牌。

发展农耕体验、乡野垂钓、水库观光等

休闲旅游农业，发展黎家乐等特色餐饮业。

◼ 民族文化：

结合良好的教育资源和自然资源，融入

黎族风情元素；打造“黎寨文创”文化体验特

色村寨。第一，引导村民学习民族文化，开展

进村进校学习活动，加深村民对民族传统文化

的认知。第二，建设特色种植民族旅游设施，

结合红色文化体验，发展村庄民族文化体验旅

游线路。

◼ 民居保护和村寨风貌：

重点加强村庄民居和公共建筑的民族特

色塑造。第一，新建建筑采用黎族民居风貌建

设，院落、墙体等增加民族特色元素。第二，

村庄入口、标识标牌、景观小品、黎家驿站等

融入体现黎家图腾、技艺、传说故事等特色元

素。

◼ 民族团结：

举办民族文化传统文艺活动和黎族传统

体育赛事，加强文化宣传，发展文化体验旅游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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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美丽乡村规划：

1. 游客服务中心
2. 美食庄园
3. 滨水小广场
4. 生态骑行
5. 生态停车场
6. 红花植物园大门
7. 植物园宣传栏
8. 红花植物园
9. 水岸农家
10. 沿街商业
11. 生态游园
12. 艺术家孵化地
13. 特色旅游产品产业园
14. 敬老院
15. 田园农家
16. 农贸市场
17. 乡村特色博物园
18. 工作室
19. 卖菜点
20. 芒果种植园

◼ 新增建设项目：

1. 黎乡文创基地
2. 黎家乐
3. 民族特色农业科普园
4. 农副产品深加工基地
5.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6.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7. 宣传展栏

21. 深南水库观光
22. 共享农庄
23. 小游园
24. 农田观光
25. 红色文化宣传基地
26. 龙眼种植园
27. 休憩小广场
28. 驿站
29. 卫生室
30. 槟榔种植园
31. 观景亭
32. 生态民宿
33. 农副产品生产生态园
34. 飘香榔园
35. 咖啡庄园
36. 乡村野钓
37. 槟榔小游园
38. 养殖生态园
39. 古树广场
40. 农家动物生态园

红花村

红花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库及投资估算

项目类别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单价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特色
产业

乡村文创基地（处） 2 1000000 200

黎家乐（处） 2 1000000 200

民族特色农业科普园
（处）

1 500000 50

农副产品深加工基地
（处）

1 1000000 100

民族
文化

固定
资金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

228.00 500 11.4

宣传展栏（个） 4 2000 0.80 

运营
管理

民族文化学习班
（项）

1 30000/年 ——

黎族传统体育比赛
（项）

1 20000/年 ——

艺术演出（项） 1 20000/年 ——

文化宣传、书籍（项） 1 30000/年 ——

合计 562.20

黎乡文创基地

民族农业科普园



三亚市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发展规划

21

海南环岛高速公路

区位图 ◼ 上位规划：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0）》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规划大茅村为
高效农业型村庄。是重点发展村落，可重点发
展为高效种植体验旅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乡村建设用地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规划大茅村为山
前种植型村庄，大茅村在村庄建设许可区范围
内，可满足村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建设的
需要。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2016-2030）》

小 文 球市村委会 小学 服务站 文化室 球场 自然村范围

大茅村现状分析图

近期建设指引现状图-吉阳区大茅村

多规合一中，大茅村规划保留有乡村建设用地，
因此，大茅村符合多规合一乡村建设用地管控
要求。

大茅村

◼ 村庄概况：

吉阳区大茅村位于迎宾互通南部。

2017年大茅村总户数为1074户，总人口为

4432人，主要民族是黎族。

◼ 产业现状：

大茅村现状主要产业有季节蔬菜种植业、

商业、旅游服务业等。种植主要包括槟榔、

芒果、橡胶、水稻、冬季瓜菜等。

2017年人均收入12000元，主要经济

收入来源于经济作物种植、外出打工、旅游

服务等。

◼ 自然资源：

大茅村南部有三汤水库，双本水库等水

库资源，主要用于农业灌溉、观光等，村庄

东西两面群山环绕，村庄东北部山田景色相

映，自然风光优美，村庄西南部特色种植连

片。

◼ 人文资源：

具有黎族传统歌舞、黎锦制作、传说故

事等文化资源；人文资源丰富。

◼ 周边资源：

村庄内有双墅精品度假村、老干部避暑

山庄、森苗共享农庄、LuLu农庄等特色农庄，

有三亚波宁孔雀谷，远洋生态村等度假区，

临近罗蓬、大茅、中廖等美丽乡村。

大茅村

吉阳区

海棠区天涯区

育才生态区

崖州区

文

远洋生态村 精品度假村

大茅山庄

清墅民宿

LuLu农庄

鹿田岭

落牙岭

三郎岭

三亚波宁孔雀谷

三浓水库

服

小

大茅村 大茅远洋生态村

精品度假村

LuLu农庄

精品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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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建设指引规划图-吉阳区大茅村

◼ 建设时序：

◼ 投资估算：

新建4处宣传展栏，
新建1处民族文化
研学馆，积极引导
民族文化学习。

民族文化进村进
校学习，成立艺
术表演团队。

开展每年艺术演出活
动、黎族传统体育赛
事团建活动，建设1处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新建2处黎乡生态农庄，
新建1处黎家乐，新建
1处农副产品深加工基
地，民居风貌整体协调。

新建1处民族特色农
业科普园，新建1处
黎家乐，提升村道两
旁的景观视野。

民族风情浓厚，院落
格局符合传统风貌，
民居风格统一。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 村庄定位：

高效农业体验旅游型特色村寨
◼ 发展目标：

海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农业观光旅游体验目的地

◼ 特色产业：

结合吉阳区大茅村良好的自然资源条件

和地理区位优势，依托远洋生态村等建设基础，

融合黎族优秀传统文化，打造 “大茅农庄”旅

游系列产业品牌。第一，发展农庄休闲产业，

结合山林资源，形成集民宿体验、文化体验、

农耕科普为一体的生态农庄；第二，结合水库

资源，发展水库休闲旅游业，打造集骑行驿站、

垂钓基地、水库观光为一体的民族特色农业科

普园。

发展黎家乐等特色餐饮业，发展火龙果、

龙眼、诺丽果等特色种植业及农副产品加工业。

◼ 民族文化：

结合良好的自然资源，融入黎族风情元

素；打造“大茅农庄”观光体验特色村寨。第

一，建设民族文化研学馆，开展进村进校学习

活动，加深村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第二，

建设特色种植民族旅游设施，发展村庄民族文

化体验旅游线路。

◼ 民居保护和村寨风貌：

重点加强村庄民居和公共建筑的民族特

色塑造。第一，新建建筑采用黎族民居风貌建

设，院落、墙体等增加民族特色元素。第二，

村庄入口、标识标牌、景观小品、黎家驿站等

融入体现黎家图腾、技艺、传说故事等特色元

素。

◼ 民族团结：

举办民族文化传统文艺活动和黎族传统

体育赛事，加强文化宣传，发展文化体验旅游

业。

1. 黎乡生态农庄
2. 黎家乐
3. 民族特色农业科普园
4. 农副产品深加工基地
5.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6.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7. 民族文化研学馆
8. 宣传展栏

◼ 新增建设项目：
1. 观光绿道
2. 热带景观果园
3. 草莓园
4. 乡村民宿
5. 垂钓园
6. 休憩茶园
7. 综合停车场
8. 集中养殖场
9. 养鹿场

◼ 已有美丽乡村规划：

1

2

1

3

4

5

6

6

7

8

8

9

10

11

12

12

12

1213

10. 农作物教育基地
11. 芒果采摘园
12. 游览栈道
13. 温室大棚

2

1
2

3

4

5

5

6
7 

8

8

8

8 大茅村

大茅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库及投资估算

项目类别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单价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特色
产业

黎乡生态农庄（处） 2 1000000 200

黎家乐（处） 2 1000000 200

民族特色农业科普园
（处）

1 500000 50

农副产品深加工基地
（处）

1 1000000 100

民族
文化

固定
资金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

228.00 500 11.4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

300 3000 90

民族文化研学馆
（㎡）

300 2500 75

宣传展栏（个） 4 2000 0.80 

运营
管理

民族文化学习班
（项）

1 30000/年 ——

黎族传统体育比赛
（项）

1 20000/年 ——

艺术演出（项） 1 20000/年 ——

文化宣传、书籍（项） 1 30000/年 ——

合计 727.20

黎乡生态农庄

特色农业科普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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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环岛高速公路

罗蓬村
吉阳区

海棠区天涯区

育才生态区

崖州区

区位图 ◼ 上位规划：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0）》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规划罗蓬村为
城郊集约型村庄，是全域旅游重点发展村落，
在全域旅游规划的乡村旅游路线上。可重点发
展为民俗文化休闲旅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乡村建设用地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规划罗蓬村为山
前种植型村庄，中村在村庄建设许可区范围内，
可满足村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建设的需要。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2016-2030）》
中 村

热带山林

小 文 球市村委会 小学 农贸市场 文化室 球场 自然村范围

罗蓬村自然村现状分析图

近期建设指引现状图-吉阳区罗蓬村

多规合一中，中村和翻园村规划保留有乡村建
设用地，因此，中村和翻园符合多规合一乡村
建设用地管控要求。

热带山林

黎族农家乐

市

小
球

中村

◼ 村庄概况：

吉阳区罗蓬村位于三亚学院东北部。

2017年中村、翻园村总户数为87户，总人口

为343人，主要民族是黎族。

◼ 产业现状：

中村和翻园村现状主要产业有商业、民

宿业、季节蔬菜种植业等。种植主要包括槟

榔、芒果、龙眼、水稻、冬季瓜菜等。

2017年人均收入12000元，主要经济

收入来源于特色餐饮、经济作物种植、外出

打工等。

◼ 自然资源：

中村和翻园村西北部为草蓬水库及环湖

栈道。主要用于农业灌溉，养鱼垂钓、观光

等，水库周边景观丰富，风光旖旎。交通便

利。

◼ 人文资源：

革命老区村之一，具有黎族传统歌舞、

黎锦制作、特色食品等文化资源；具有红色

文化资源，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弘扬红色文

化。

◼ 周边资源：

村庄东部为吉阳区常年蔬菜罗蓬基地；

西南部临近三亚学院南校区，具有良好的教

育依托环境；东北部临近海南槟榔谷黎苗文

化旅游区。

翻园村

翻园村

草蓬水库

黎族农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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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建设指引规划图-吉阳区罗蓬村

1. 黎境民宿
2. 黎家乐
3.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4.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5. 民族特色农业科普园
6. 农副产品深加工基地
7. 宣传展栏

◼ 新增建设项目：
1. 罗蓬班道
2. 黎乡商业休闲园
3. 农夫集市
4. 黎乡风情商业街
5. 儿童乐园
6. 游客服务中心
7. 米菜园
8. 黎家乐
9. 房车露营地

◼ 已有美丽乡村规划：

◼ 建设时序：

◼ 投资估算：

新增2处宣传展栏，
积极引导民族文化
学习。

民族文化进村进
校学习，成立艺
术表演团队。

开展每年艺术演出活
动、黎族传统体育赛
事团建活动，建设1处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新建1处黎境民宿，新
建1处黎家乐，新建1
处农副产品深加工基地，
民居风貌整体协调。

新建1处民族特色农
业科普园，新建1处
黎家乐，提升村道两
旁的景观视野。

民族风情浓厚，院落
格局符合传统风貌，
民居风格统一。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4

5

6

7

8

9

1

1

2

3

3

4

5

7

7

中 村

◼ 村庄定位：

观光休闲旅游型特色村寨
◼ 发展目标：

海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水库观光休闲体验目的地

◼ 特色产业：

结合吉阳区罗蓬村良好的自然资源条件

和地理区位优势，融合罗蓬水库及周边良好的

自然资源，沿村庄主干道丰富黎家旅游设施，

打造集民宿、水库体验、传统美食、歌舞体验

为一体的“罗蓬休闲”旅游系列产业品牌。第

一，发展特色水库旅游服务业，结合传统农业，

形成特色农业综合体；第二，发展民族特色农

业科普园，形成集农副产品加工业和采摘体验

为一体的特色科普园。第三，发展红色旅游，

打造红色旅游产业品牌。

农副产品深加工主要包括竹藤编工艺品、

特色食品等。

◼ 民族文化：

结合传统农耕文化及水库资源，融入黎

族风情元素；打造“水库休闲”观光体验特色

村寨。第一，引导村民学习民族文化，开展进

村进校学习活动，加深村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

认知。第二，建设水库主题民族旅游设施，结

合红色文化体验，发展村庄民族文化体验旅游

线路。

◼ 民居保护和村寨风貌：

重点加强村庄民居和公共建筑的民族特

色塑造。第一，新建建筑采用黎族民居风貌建

设，院落、墙体等增加民族特色元素。第二，

村庄入口、标识标牌、景观小品、黎家驿站等

融入体现黎家图腾、技艺、传说故事等特色元

素。

◼ 民族团结：

举办民族文化传统文艺活动和黎族传统

体育赛事，加强文化宣传，发展文化体验旅游

业。

翻园村

1

3
2

2

罗蓬村委会中村、翻园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库及投资估算

项目类别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单价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特色
产业

黎境民宿（处） 2 1000000 200

黎家乐（处） 2 1000000 200

民族特色农业科普园
（处）

1 500000 50

农副产品深加工基地
（处）

1 1000000 100

民族
文化

固定
资金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

108.00 500 5.4

宣传展栏（个） 2 2000 0.40 

运营
管理

民族文化学习班
（项）

1 30000/年 ——

黎族传统体育比赛
（项）

1 20000/年 ——

艺术演出
（项）

1 20000/年 ——

文化宣传、书籍
（项）

1 30000/年 ——

合计 555.80

6

民族特色农业科普园

农副产品加工

水库休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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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位规划：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0）》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规划文门村为
文化传承型村庄，是全域旅游重点发展村落，
在全域旅游规划的乡村旅游路线上。可重点发
展为民俗文化传承旅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乡村建设用地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规划文门村为乡
村旅游型村庄，上、中、下那后村在村庄建设
许可区范围内，可满足村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发展建设的需要。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2016-2030）》

热带山林

文 球公交停靠点 文化室 球场 自然村范围

上、中、下那后自然村现状分析图

中那后村

候

候

候

上那后村

下那后村

多规合一中，上、中、下那后村规划保留有乡
村建设用地，因此，上、中、下那后村符合多
规合一乡村建设用地管控要求。

海南环岛高速公路文门村
吉阳区

海棠区天涯区

育才生态区

崖州区

区位图

文
球

文 球

球

天涯古道

惊天石

钦差读书石

近期建设指引现状图-天涯区文门村

文◼ 村庄概况：

上那后村、中那后村、下那后村是天涯
区文门行政村下辖的3个自然村。2017年上、
中、下那后村总户数为334户，总人口为
1515人，主要民族是黎族。

◼ 产业现状：

上那后村、中那后村、下那后村现状主
要产业经济作物种植业、养殖业等。种植主
要包括槟榔、水稻、橡胶等。养殖主要包括
土鸡、五脚猪等特色产品等。

2017年人均收入12000元，主要经济
收入来源于经济作物种植、特色养殖、外出
务工等。

◼ 自然资源：

村庄地理环境优越，交通便利，村域山
水格局良好，旅游和自然资源丰富。

◼ 人文资源：

文门村是海南著名的千年古寨，“天涯
古道”“惊天石”、“钦差石”、“官帽石”
等人文景观，至今保存完好。人文资源丰富。
是三亚美丽乡村旅游文化节重点举办地。

◼ 周边资源：

距天涯海角风景区约4公里，周边临近
力村水库、土壤水库等。S314省道从南至北
穿村而过，海南岛西线高速公路（G98）从
村南部穿过。

天涯古道

惊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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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时序：

◼ 投资估算：

新建6处宣传展栏，
新建1处天涯文化
研学馆，积极引导
民族文化学习。

新建1处传统陶艺作
坊，民族文化进村
进校学习，成立艺
术表演团队。

开展每年艺术演出活
动、黎族传统体育赛
事团建活动，建设1处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新建1处古寨民宿，
民居风貌整体协调。

新建2处民族特色农
业科普园，提升村道
两旁的景观视野。

民族风情浓厚，院落
格局符合传统风貌，
民居风格统一。

1

10

2

3

45

6

7 8

9

11

12

13

14

14

3

46

9
1

13

14

914

12 15

16

17

18

194

2

1

1

1

2

3

4

4

4

4

5

6
7

7

8

7

7

7

1

◼ 已有美丽乡村规划：
1. 天涯古道
2. 公共停靠点
3. 公共活动中心
4. 村民活动站
5. 原舍民宿
6. 农家乐
7. 登山小径
8. 深山人家
9. 商业临售点

19. 彩绘主题街10. 乡村展示区
11. 采摘园
12. 公共厕所
13. 农用车停车场
14. 公共停车场
15. 清净民舍
16. 田园山庄
17. 流水人家
18. 儿童游乐园

◼ 新增建设项目：

1. 古寨民宿
2. 传统陶艺作坊
3. 民族特色农业科普园
4.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5.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6. 天涯文化研学馆

7. 宣传展栏

下那后村

中那后村

上那后村

近期建设指引规划图-天涯区文门村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 村庄定位：

民俗文化传承旅游型特色村寨
◼ 发展目标：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天涯古寨文化民宿体验目的地

◼ 特色产业：

结合天涯区文门村良好的自然、人文资

源条件和地理区位优势，规划融合天涯文化的

系列古寨民宿产业，打造“文门客栈”特色民

宿产业品牌。鼓励多种形式创新开发民宿产业。

另外沿314省道打造传统陶艺作坊，传承传统

陶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互联网+”的经

营模式，创建陶艺网红店。

发展天涯古道田园综合体、民族特色农

业科普园等民族特色体验产业。

◼ 民族文化：

挖掘村庄人文内涵，融入黎族风情元素；

将天涯传说故事与黎家民宿体验相结合，打造

“传说文门”民俗文化特色村寨。第一，建设

天涯文化研学馆，开展进村进校学习活动，加

深村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第二，建设其

它民族旅游设施，发展村庄民族文化体验旅游

线路。

◼ 民居保护和村寨风貌：

重点加强村庄民居和公共建筑的民族特

色塑造。第一，新建建筑采用黎族民居风貌建

设，院落、墙体等增加民族特色元素。第二，

村庄入口、标识标牌、景观小品等融入体现黎

家图腾、技艺、传说故事等特色元素。

◼ 民族团结：

举办民族文化传统文艺活动和黎族传统

体育赛事，加强文化宣传，发展文化体验旅游

业。

文门村委会上、中、下那后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库及投资估算

项目类别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单价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特色
产业

古寨民宿（处） 1 1000000 100

传统陶艺作坊（处） 1 1000000 100

民族特色农业科普园
（处）

2 500000 100

民族
文化

固定
资金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

668.00 500 33.4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

300 3000 90

天涯文化研学馆（处） 300 2500 75

宣传展栏（个） 6 2000 1.2

运营
管理

民族文化学习班（项） 1 30000/年 ——

黎族传统体育比赛
（项）

1 20000/年 ——

艺术表演（项） 1 20000/年 ——

文化宣传、书籍
（项）

1 30000/年 ——

合计 499.60

古寨民宿

陶艺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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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村
吉阳区

海棠区天涯区

育才生态区

崖州区

区位图 ◼ 上位规划：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0）》

槟榔村

《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乡村建设用地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

◼ 村庄概况：

天涯区槟榔村是槟榔行政村下辖的的自

然村，总户数为456户，总人口为3222人，

主要民族是黎族。

◼ 产业现状：

槟榔村现状主要产业有商业、民宿业、

季节蔬菜种植业等。种植主要包括槟榔、芒

果种植、水稻、冬季瓜菜等。

2017年人均收入12000元，主要经济

收入来源于经济作物种植，经商、旅游就业

等。

◼ 自然资源：

槟榔村位于槟榔河文化旅游区内，靠近

城区，地理位置优越，田园风光优美，旅游

资源丰富。

◼ 人文资源：

具有现代黎族风格民居，黎族传统歌舞、

黎锦制作等文化资源，具有黎族传统文化陈

列馆等文化旅游点，美丽乡村旅游文化节重

点举办地。

◼ 周边资源：

村庄周边有三亚梦幻水上乐园、椰糠生

产基地、生态农业基地、槟榔河、红色娘子

军演艺公园等。

多规合一中，槟榔村规划保留有乡村建设用地，
因此，槟榔村符合多规合一乡村建设用地管控
要求。

近期建设指引现状图-天涯区槟榔村

槟榔村

文

幼

小

幼

三亚芊芊别墅客栈

金桔黎苑民宿
老

黎族传统文化
陈列馆

黎家客栈

金桔葡萄采摘园

十八酒庄

海之蓝养生
度假公寓

槟榔河文化旅游区

老 文 幼小村委会 老人活动中心 小学 文化室 幼儿园 自然村范围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2016-2030）》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规划槟榔村为乡
村旅游型村庄，槟榔村在村庄建设许可区范围
内，可满足村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建设的
需要。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规划槟榔村为
城郊集约型村庄，是全域旅游重点发展村落，
在全域旅游规划的乡村旅游路线上。可重点发
展为民俗文化休闲旅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槟榔自然村现状分析图

槟榔河文化旅游区

黎族传统文化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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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时序：

◼ 投资估算：

新建4处宣传展栏，
积极引导民族文化
学习。

民族文化进村进
校学习，成立民
族文化学习班。

开展每年艺术演出活
动、黎族传统体育赛
事团建活动，建设1处
民族旅游设施。

新建2处黎家乐，民居
风貌整体协调。

打造1处民族歌舞表
演基地，提升村道两
旁景观视野。

民族风情浓厚，院落
格局符合传统风貌，
民居风格统一。

◼ 村庄定位：

民俗文化休闲旅游型特色村寨
◼ 发展目标：

海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景区旅游服务体验目的地

◼ 特色产业：

结合天涯区槟榔村优越的区位条件和优

美的田园风光，融合黎族传统文化，打造“槟

榔乡情”观光体验、旅游服务系列产业品牌。

第一，结合黎家乡情特色，打造民族歌舞表演

基地。第二，依托槟榔河文化旅游区，挖掘黎

族特色美食，发展餐饮业，打造集歌舞体验、

故事演绎、餐饮娱乐为一体的黎家乐。

发展水稻种植基地、民族特色农业科普

园等热带休闲农业。

◼ 民族文化：

结合滨河资源，融入黎族风情元素；结

合传说故事和歌舞文化，打造“乡情体验”休

闲娱乐特色村寨。第一，结合黎族文化陈列馆，

开展进村进校学习活动，加深村民对民族传统

文化的认知。第二，建设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发展村庄民族文化体验旅游线路。

◼ 民居保护和村寨风貌：

重点加强村庄民居和公共建筑的民族特

色塑造。第一，新建建筑采用黎族民居风貌建

设，院落、墙体等增加民族特色元素。第二，

村庄入口、标识标牌、景观小品等融入体现黎

家图腾、技艺、歌舞等特色元素。

◼ 民族团结：

举办民族文化传统文艺活动和黎族传统

体育赛事，加强文化宣传，发展文化体验旅游

业。 1. 黎家乐
2.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3. 宣传展栏

近期建设指引规划图-天涯区槟榔村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

2

3

2

1

3

3

3

◼ 新增建设项目：

槟榔村

特色餐饮

歌舞表演

槟榔村委会槟榔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库及投资估算

项目类别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单价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特色
产业

黎家乐（处） 2 1000000 200

民族
文化

固定
资金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

912.00 500 45.6

宣传展栏（个） 4 2000 0.8

运营
管理

民族文化学习班
（项）

1 30000/年 ——

黎族传统体育比赛
（项）

1 20000/年 ——

艺术表演（项） 1 20000/年 ——

文化宣传、书籍
（项）

1 30000/年 ——

合计 2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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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位规划：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0）》

先进村

《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乡村建设用地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

◼ 村庄概况：

天涯区先进村是抱龙村下辖的的自然村，

总户数为68户，总人口为340人，主要民族

是黎族。

◼ 产业现状：

先进村现状主要产业季节蔬菜种植业、

养殖业等，主要作物包括水稻、槟榔、芒果、

橡胶等。

2017年人均收入5000元，主要经济收

入来源于经济作物种植，外出务工及其他收

入等。

◼ 自然资源：

先进村地理区位优越，交通便利；西北

部毗邻宁远河，山林田园风光优美，水库资

源充沛，自然资源丰富。

◼ 人文资源：

具有现代黎族风格民居，黎族传统歌舞、

黎锦制作、传说故事等传统黎族文化，特色

鲜明，人文资源丰富。

◼ 周边资源：

村庄周边有抱龙国家森林公园、宁远河、

红坡岭、加跃岭、红星芒果种植园等。

多规合一中，先进村规划保留有乡村建设用地，
因此，先进村符合多规合一乡村建设用地管控
要求。

近期建设指引现状图-天涯区先进村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2016-2030）》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规划先进村为山
前林果型村庄，先进村在村庄建设许可区范围
内，可满足村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建设的
需要。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规划先进村为
高效农业型村庄，是全域旅游重点发展村落。
可重点发展为高效种植体验旅游的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

区位图

先进村

吉阳区

海棠区天涯区

育才生态区

崖州区

文 球小村委会 小学 文化室 球场 自然村范围

先进自然村现状分析图

抱龙小学

文

球

小

先进村

入口村牌

村容村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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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时序：

◼ 投资估算：

新建2处宣传展栏，
积极引导民族文化
学习。

民族文化进村进
校学习，成立民
族文化学习班。

开展每年艺术演出活
动、黎族传统体育赛
事团建活动，建设1处
民族旅游设施。

新建1处冬季瓜菜种植
园，民居风貌整体协调。

新建1处民族特色农
业科普园，提升村道
两旁景观视野。

民族风情浓厚，院落
格局符合传统风貌，
民居风格统一。

◼ 村庄定位：

高效农业体验旅游型特色村寨
◼ 发展目标：

海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农业观光旅游体验目的地

◼ 特色产业：

结合天涯区先进村优越的区位条件和优

美的田园风光，融合黎族传统文化，打造“先

进观光”高效农业观光体验品牌。第一，结合

丰富的山林资源，打造特色农耕采摘园、冬季

瓜菜种植基地。第二，依托抱龙国家森林公园，

挖掘黎族特色文化，发展农业观光旅游业，打

造集民宿体验、歌舞体验、山地骑行、山地野

营等为一体的山地观光园。

发展芒果种植园、民族特色农业科普园

等热带休闲农业。

◼ 民族文化：

结合山林资源，融入黎族农耕文化；结

合传统手工艺和山地狩猎文化，打造“农耕体

验”休闲体验特色村寨。第一，引导村民学习

民族传统文化，开展进村进校学习活动，加深

村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第二，建设其它

民族旅游设施，发展村庄民族文化体验旅游线

路。

◼ 民居保护和村寨风貌：

重点加强村庄民居和公共建筑的民族特

色塑造。第一，新建建筑采用黎族民居风貌建

设，院落、墙体等增加民族特色元素。第二，

村庄入口、标识标牌、景观小品等融入体现黎

家图腾、技艺、歌舞等特色元素。

◼ 民族团结：

举办民族文化传统文艺活动和黎族传统

体育赛事，加强文化宣传，发展文化体验旅游

业。

近期建设指引规划图-天涯区先进村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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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美丽乡村规划：

1. 村委会及便民服务中心
2. 零售服务点
3. 网购服务点
4. 农村金融服务点
5.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6. 文化室及旅游服务中心
7. 村民合作社
8. 抱龙小学
9. 幼儿园

◼ 新增建设项目：

1. 冬季瓜菜种植园
2. 民族特色农业科普园
3.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4.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5. 宣传展栏

10. 卫生室
11. 抱龙村口
12. 农家乐
13. 集中养殖点
14. 村内果园
15. 挑空占道
16. 小游园
17. 公交站点

先进村

民族特色农业科普园

抱龙村委会先进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库及投资估算

项目类别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单价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特色
产业

冬季瓜菜种植园
（处）

1 500000 50

民族特色农业科普
园（处）

1 1000000 100

民族
文化

固定
资金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

136.00 500 6.8

宣传展栏（个） 2 2000 0.4

运营
管理

民族文化学习班
（项）

1 30000/年 ——

黎族传统体育比赛
（项）

1 20000/年 ——

艺术表演（项） 1 20000/年 ——

文化宣传、书籍
（项）

1 30000/年 ——

合计 157.20



三亚市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发展规划

31

南山二村

乡村建设用地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

南山一村

海南环岛高速公路

南山一、二村

吉阳区

海棠区天涯区

育才生态区

崖州区

区位图

◼ 村庄概况：

崖州区南山一、二村是南山村下辖的自

然村。2017年总户数为320户，总人口为

1600人，主要民族是黎族。

◼ 产业现状：

南山一、二村现状主要产业有季节蔬菜

种植业、特色餐饮业、养殖业等。沿海榆西

线约有4家以上的农家乐。

2017年人均收入10000元，主要经济

收入来源于冬季瓜菜种植、征地补偿、餐饮

经营、旅客停车费等。

◼ 自然资源：

南山一、二村地理环境优越，交通便利，

村域风光秀丽，旅游和自然资源丰富。

◼ 人文资源：

具有长寿养生、黄道婆纺织、黎族传统

歌舞等文化资源，是著名的长寿之乡。

◼ 周边资源：

村庄地处南山岭脚下，周边邻近5A级

景区南山文化旅游区及大小洞天旅游区；规

划第二通道景观路经过南山一、二村，北接

港口公路至大小洞天，南至南山文化旅游区。

◼ 上位规划：

多规合一中，南山一、二村规划保留乡村建设
用地。因此，南山一、二村符合多规合一乡村
建设用地管控要求。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0）》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规划南山村为
产业发展型村庄，是全域旅游重点发展村落，
在全域旅游规划的乡村旅游路线上。可重点发
展为养生长寿体验旅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规划南山村为乡
村旅游型村庄，南山一、二村在村庄建设许可
区范围内，可满足村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
建设的需要。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2016-2030）》

小 文 球幼村委会 小学 幼儿园 文化室 球场 自然村范围

南山一、二自然村现状分析图

南山一、二村

文

小
球

规划第二通道景观路

南山岭

大小洞天

球
球

文
文

幼

《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黄道婆遗址

近期建设指引现状图-
崖州区南山一、二村

南山民宿

黎家乡情

黎乐坊

黎家乐

黎家乡情文化培训中心 黎乐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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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美丽乡村规划：
1. 村庄入口改造
2. 黎人桥
3. 慢食小馆
4. 南山小学改造
5. 村委会
6. 转角广场
7. 品黎轩-黎织陶艺
8. 慢书吧文化室
9. 美丽田园慢游区

19. 滨水漫步区
20. 入口标识

10. 养生民宿花园区
11. 露天野营地
12. 南山村停车场
13. 房车营地
14. 黎乐坊（含公厕）
15. 黄道婆故居改造
16. 第二通道景观路
17. 游客服务点
18. 莲花种植

◼ 新增建设项目：

◼ 建设时序：

◼ 投资估算：

新增4处宣传展栏，
新建1处养生文化
研学馆。

民族养生文化进
村进校学习，成
立养生文化学习
班。

开展每年艺术演出活
动、养生歌舞赛事团
建活动，建设1处其它
民族旅游设施。

新建1处民族长寿餐厅，
民居风貌整体协调。

新建1处养生田园综
合体，提升村道两旁
景观视野。

民族风情浓厚，院落
格局符合传统风貌，
民居风格统一。

1. 民族长寿餐厅
2. 养生田园综合体
3.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4.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5. 养生文化研学馆
6. 宣传展览

◼ 村庄定位：

养生长寿体验休闲型特色村寨
◼ 发展目标：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黎族养生文化体验目的地

◼ 特色产业：

结合崖州区南山一、二村良好的自然资

源条件和地理区位优势，规划融合黎族养生医

疗的长寿产业，打造“南山长寿”特色服务产

业品牌。鼓励多种形式创新开发养生服务产业。

第一，打造黎族传统疗养馆及招募黎医，给游

客提供养生咨询。第二，打造特色长寿餐厅，

提供黎族传统养生特色食品消费。第三，结合

餐饮旅游，设计黎家养生文化纪念品，通过

“互联网+”销售，打造定制产业。

打造养生田园综合体、黄道婆纺织业等

民族特色体验产业；发展冬季瓜菜大棚种植等

热带休闲农业。

◼ 民族文化：

挖掘村庄人文内涵，融入黎族风情元素；

将养生文化与黎峒文化相结合，打造“长寿之

乡”民俗文化特色村寨。第一，建设养生文化

研学馆，开展进村进校学习活动，加深村民对

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第二，建设其它民族旅

游设施，发展村庄民族文化体验旅游线路。

◼ 民居保护和村寨风貌：

重点加强村庄民居和公共建筑的民族特

色塑造。第一，新建建筑采用黎族民居风貌建

设，院落、墙体等增加民族特色元素。第二，

村庄入口、标识标牌、景观小品等融入体现黎

家图腾、技艺等特色元素。

◼ 民族团结：

举办民族文化传统文艺活动和黎族养生

歌舞比赛，加强文化宣传，发展长寿文化体验

旅游业。

南山一、二村

近期建设指引规划图-
崖州区南山一、二村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南山村委会南山一、二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库及投资估算

项目类别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单价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特色
产业

民族长寿餐厅（处） 1 500000 50

养生田园综合体 1 500000 50

民族
文化

固定
资金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

640.00 500 32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

300 3000 90

宣传展栏（个） 4 2000 0.8

养生文化研学馆
（㎡）

300 2500 75

运营
管理

养生文化学习班
（项）

1 30000/年 ——

黎族传统体育比赛
（项）

1 20000/年 ——

艺术表演（项） 1 20000/年 ——

文化宣传、书籍
（项）

2 30000/年 ——

合计 297.80

养生田园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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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位规划：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0）》

椰子园村

《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乡村建设用地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

◼ 村庄概况：

崖州区椰子园村是南山村下辖的的自然

村，总户数为90户，总人口为674人，主要

民族是黎族。

◼ 产业现状：

椰子园村现状主要产业有季节蔬菜种植

业、特色餐饮业、养殖业等。沿南山文化旅

游区礼佛大道约有6家以上的农家乐。

2017年人均收入10000元，主要经济

收入来源于冬季瓜菜种植、征地补偿、餐饮

经营、旅客停车费等。

◼ 自然资源：

椰子园村地理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村

域风光秀丽，旅游和自然资源丰富。

◼ 人文资源：

具有现代黎族风格民居，黎族传统歌舞、

黎锦制作、传说故事等传统黎族文化，特色

鲜明，人文资源丰富。

◼ 周边资源：

村庄地处南山岭脚下，邻近5A级景区

南山文化旅游区；礼佛大道穿过村庄东侧，

北街225国道，西至大小洞天旅游度假区。

多规合一中，椰子园村规划保留有乡村建设用
地，因此，椰子园村符合多规合一乡村建设用
地管控要求。

近期建设指引现状图-崖州区椰子园村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2016-2030）》

海南环岛高速公路椰子园村
吉阳区

海棠区天涯区

育才生态区

崖州区

区位图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规划南山村为
产业发展型村庄，是全域旅游重点发展村落，
在全域旅游规划的乡村旅游路线上。可重点发
展为景区旅游服务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规划南山村为乡
村旅游型村庄，椰子园村在村庄建设许可区范
围内，可满足村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建设
的需要。

自然村范围

椰子园自然村现状分析图

至
南

山
文

化
旅

游
区

椰子园村

南海农家乐

南山休闲广场

停车场

礼佛大道

椰子园村安置区

南山文化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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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时序：

◼ 投资估算：

新建2处宣传展栏，
积极引导村民学习
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进村进
校学习，成立民
族文化学习班。

开展每年艺术演出活
动、黎族传统体育赛
事团建活动，新建1处
民族旅游设施。

新建1处黎家乐，民居
特色风貌改造，民居风
貌整体协调。

新建1处黎家乐，提
升村道两旁景观视野。

民族风情浓厚，院落
格局符合传统风貌，
民居风格统一。

◼ 村庄定位：

景区旅游服务型特色村寨
◼ 发展目标：

海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景区旅游体验目的地

◼ 特色产业：

结合崖州区椰子园村优越的区位条件和

周边旅游资源，融合黎族传统文化，打造“南

山餐饮”景区旅游服务体验品牌。第一，结合

景区入口优势，打造黎家乐、民俗客栈、休闲

吧等。第二，依托南山文化旅游区，挖掘黎族

特色文化，发展多种形式景区旅游咨询服务业，

打造集民宿体验、歌舞体验、黎家手工艺品展

销等为一体的景区入口服务区。

发展养生田园综合体等民族特色体验产

业；发展冬季瓜菜大棚种植等热带休闲农业。

◼ 民族文化：

挖掘村庄人文内涵，融入黎族风情元素；

将养生文化与黎峒文化相结合，打造“特色餐

饮”景区服务特色村寨。第一，建设民族文化

研学馆，开展进村进校学习活动，加深村民对

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第二，建设其它民族旅

游设施，发展村庄民族文化体验旅游线路。

◼ 民居保护和村寨风貌：

重点加强村庄民居和公共建筑的民族特

色塑造。第一，新建建筑采用黎族民居风貌建

设，院落、墙体等增加民族特色元素。第二，

村庄入口、标识标牌、景观小品等融入体现黎

家图腾、技艺、歌舞等特色元素。

◼ 民族团结：

举办民族文化传统文艺活动和黎族传统

体育赛事，加强文化宣传，发展文化体验旅游

业。

近期建设指引规划图-崖州区椰子园村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 黎家乐
2.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3.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4. 宣传展栏

◼ 新增建设项目：

1

3

2

4

至
南

山
旅

游
区

椰子园村

2

4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黎家乐

南山村委会椰子园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库及投资估算

项目类别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单价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特色
产业

黎家乐（处） 2 1000000 200

民族
文化

固定
资金

民居特色风貌改
造（㎡）

180.00 500 9.0

宣传展栏（个） 2 2000 0.4

运营
管理

民族文化学习班
（项）

1 30000/年 ——

黎族传统体育比
赛（项）

1 20000/年 ——

艺术表演（项） 1 20000/年 ——

文化宣传、书籍
（项）

2 30000/年 ——

合计 2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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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0）》

◼ 上位规划：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规划北岭村为
为文化传承型村庄，是全域旅游重点发展村落，
在全域旅游规划的乡村旅游路线上。可重点发
展为民俗文化休闲旅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规划北岭村为山
前种植型村庄，其自然村郎典村在村庄建设许
可区范围内，可满足村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
展建设的需要。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2016-2030）》

文 球文化室 球场 自然村范围

◼ 村庄概况：

崖州区郎典村是北岭村下辖的自然村，

位于崖州区北部，距离崖州区人民政府约8

公里处。总户数为176户，总人口为1100人，

主要民族是黎族。

◼ 产业现状：

郎典村现状主要产业季节蔬菜种植业、

养殖业等，主要作物包括水稻、槟榔、芒果、

橡胶等。

2017年人均收入2500元，主要经济收

入来源于经济作物种植，外出务工及其他收

入等。

◼ 自然资源：

郎典村地理环境优越，交通可达性良好，

村域山水格局良好，自然资源丰富。

◼ 人文资源：

具有在服饰文化、纹身文化、建筑文化、

部落文化、餐饮文化等方面具有特色。其中

打柴舞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

化底蕴较深厚。

◼ 周边资源：

位于崖州区北部，周边有南山文化旅游

区、牛落水库等资源。

《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乡村建设用地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

多规合一中，郎典村规划保留乡村建设用地，
因此，郎典村符合多规合一乡村建设用地管控
要求。

球文

郎典村海南环岛高速公路

郎典村

吉阳区

海棠区天涯区

育才生态区

崖州区

区位图

近期建设指引现状图-崖州区郎典村

郎典自然村现状分析图

打柴舞演绎中心

郎典村

打柴舞演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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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美丽乡村规划：

1. 打柴舞演绎中心
2. 停车场
3. 公厕
4. 垃圾收集点
5. 休憩亭

6. 篮球场
7. 文化室
8. 小游园
9. 新居

◼ 新增建设项目：

◼ 建设时序：

◼ 投资估算：

新建2处宣传展栏，
积极引导民族文化
学习。

歌舞文化进村进
校学习，成立歌
舞表演团队。

开展每年艺术演出活
动、打柴舞歌舞赛事
团建活动，新建1处其
它民族旅游设施。

新建1处黎锦纺织、竹
编作坊，开展每年黎族
传统体育赛事。

新建1处热带葡萄种
植园和1处桂圆种植
园，提升村道两旁景
观视野。

民族风情浓厚，院落
格局符合传统风貌，
民居风格统一。

1. 黎锦纺织、竹编作坊
2. 热带葡萄种植园
3. 桂圆种植园
4.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5.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6. 宣传展栏

◼ 村庄定位：

民俗文化传承旅游型特色村寨
◼ 发展目标：

海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打柴舞休闲体验目的地

◼ 特色产业：

结合崖州区郎典村良好的自然资源条件

和地理区位优势，规划融合黎族故事传说的歌

舞产业，打造“郎典歌舞”民族歌舞产业品牌。

鼓励多种形式创新开发打柴歌舞表演产业。第

一，建设歌舞表演基地，组成多支打柴舞表演

团队。第二，结合竹编和黎锦制作，广开客源，

打造线下竹编和黎锦实体店 。第三，开拓竹编

和黎锦营销市场，通过“互联网+”销售，打

造定制产业。

打造竹编作坊、黎锦纺织作坊等民族特

色体验产业；发展热带葡萄种植园、桂圆种植

园等热带休闲农业。

◼ 民族文化：

挖掘村庄人文内涵，融入黎族风情元素；

将歌舞文化与黎锦、竹编文化相结合，打造

“歌舞故里”民俗文化特色村寨。第一，引导

村民学习传统民族文化，开展进村进校学习活

动，加深村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第二，

建设其它民族旅游设施，发展村庄民族文化体

验旅游线路。

◼ 民居保护和村寨风貌：

重点加强村庄民居和公共建筑的民族特

色塑造。第一，新建建筑采用黎族民居风貌建

设，院落、墙体等增加民族特色元素。第二，

村庄入口、标识标牌、景观小品等融入体现黎

家图腾、技艺、歌舞等特色元素。

◼ 民族团结：

举办民族文化传统文艺活动和黎族传统

体育赛事，加强文化宣传，发展文化体验旅游

业。

郎典村

近期建设指引规划图-崖州区郎典村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打柴舞表演基地 竹编作坊

北岭村委会郎典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库及投资估算

项目类别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单价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特色
产业

黎锦纺织、竹编作
坊（处）

1 2000000 200

热带葡萄种植园
（处）

1 1000000 100

桂圆种植园（处） 1 1000000 100

民族
文化

固定
资金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

352.00 500 17.6

宣传展栏（个） 2 2000 0.4

运营
管理

陶艺文化学习班
（项）

1 30000/年 ——

艺术表演（项） 1 20000/年 ——

文化宣传、书籍
（项）

2 30000/年 ——

合计 4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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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概况：

育才生态区南塔村是那受村下辖的自然

村。2017年总户数为50户，总人口为218人，

主要民族是苗族。

◼ 产业现状：

南塔村现状主要产业有橡胶、槟榔、芒

果等。另外还有少量的养蜂专业户、家禽养

殖户等。

2017年人均收入6000元，主要经济收

入经济作物种植、外出务工。

◼ 自然资源：

南塔村四面环山，毗邻宁远河，山水田

园风光优美，旅游与自然资源丰富。

◼ 人文资源：

具有苗族盘皇舞（三元舞），苗绣，苗

医苗药、传说故事等文化资源，文化底蕴较

好。

◼ 周边资源：

周边资源丰富，有宁远河、南塔瀑布等

资源。水库资源丰富，交通可达性良好。

◼ 上位规划：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0）》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规划那受村为
生态保护型村庄，是全域旅游重点发展村落，
在全域旅游规划的乡村旅游路线上。可重点发
展为民俗文化休闲旅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规划那受村为山
地林果型村庄，南塔自然村在村庄建设许可区
范围内，可满足村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建
设的需要。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2016-2030）》

文 广文化室 文化广场 自然村范围

乡村建设用地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

多规合一中，南塔村规划保留乡村建设用地，
因此，南塔村符合多规合一乡村建设用地管控
要求。

南塔村

近期建设指引现状图-育才生态区南塔村

吉阳区

天涯区崖州区
海棠区

海南环岛高速公路

区位图

育才生态区
南塔村

广

文
南塔村

南塔自然村现状分析图

广

南塔瀑布

入口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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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建设指引规划图-育才生态区南塔村

◼ 已有美丽乡村规划：
1. 入口景观
2. 篮球场
3. 文化室
4. 听溪湖

5. 槟榔漫道
6. 集中供水水塔
7. 垃圾收集屋
8. 公共停车场
9. 污水处理设备

◼ 新增建设项目：

◼ 建设时序：

◼ 投资估算：

新建2处宣传展栏，
积极引导民族文化
学习。

苗绣纺织进村进
校学习，成立苗
绣纺织学习班。

开展每年艺术演出活
动、苗家歌舞赛事团
建活动，新建1处其它
民族旅游设施。

新建1处苗家驿站，开
展每年苗族传统体育比
赛活动。

完善村庄基础设施，
提升村道两旁景观视
野。

民族风情浓厚，院落
格局符合传统风貌，
民居风格统一。

1. 苗家驿站
2.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3.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4. 苗族文化研学馆
5. 宣传展栏

◼ 村庄定位：

民俗文化休闲旅游型特色村寨
◼ 发展目标：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苗绣文化风情体验目的地

◼ 特色产业：

结合南塔瀑布等良好的自然资源，规划

融合苗族传统文化的苗家驿站，打造苗家特色

休闲旅游产业。形成“南塔驿站”旅游产业品

牌。

结合良好的山林资源，发展山地林下种

植业、林下养殖业。

◼ 民族文化：

挖掘村庄人文内涵，融入苗族风情元素；

将养生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打造传统农耕苗家

风情特色村寨。第一，引导村民学习传统苗族

文化，开展进村进校学习活动，加深村民对民

族传统文化的认知。第二，建设其它民族旅游

设施，发展村庄民族文化体验旅游线路。

◼ 民居保护和村寨风貌：

重点加强村庄民居和公共建筑的民族特

色塑造。第一，新建建筑采用苗族民居风貌建

设，院落、墙体等增加民族特色元素。第二，

村庄入口、标识标牌、景观小品等融入体现苗

家刺绣、歌舞、耕种等特色元素。

◼ 民族团结：

举办民族文化传统文艺活动和苗族传统

体育赛事，加强文化宣传，发展文化体验旅游

业。

南塔村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

7

8
2

3

6

9
4

5

1
4

2

2

3

5

5

那受村委会南塔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库及投资估算

项目类别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单价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特色
产业

苗家驿站（处） 1 1000000 100

民族
文化

固定
资金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

84.00 500 4.2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

300 3000 90

宣传展栏（个） 2 2000 0.4

运营
管理

苗家文化学习班
（项）

1 30000/年 ——

艺术表演（项） 1 20000/年 ——

文化宣传、书籍（项） 1 30000/年 ——

合计 194.60

苗家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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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概况：

育才生态区后靠村是那会村下辖的自然

村。2017年总户数为42户，总人口为184人，

主要民族是苗族。

◼ 产业现状：

后靠村现状主要产业有芒果、橡胶、莲

雾果、槟榔种植业，旅游业等。现状村内有

1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7年人均收入6500元，主要经济收

入经济作物种植、山兰酒酿制、旅游就业、

外出务工。

◼ 自然资源：

后靠村背靠大山白土岭，毗邻宁远河，

辖区内有大龙水库和南塔水库，旅游与自然

资源丰富。

◼ 人文资源：

具有苗族盘皇舞（三元舞），苗绣，苗

医苗药、山栏酒酿制等文化资源，美丽乡村

旅游文化节重点举办地。

◼ 周边资源：

周边资源丰富，有宁远河、大隆水库、

毛公山、仙安石林等资源，吖啦咪苗寨旅游

区位于村庄内部。是南部滨海地区联系中部

山地地区的重要交通节点。

◼ 总结：

后靠村侵占生态红线，本次规划仅丰富

村庄文化活动，搬迁安置后按本次规划内容

实施。

◼ 上位规划：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0）》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规划那会村为
文化传承型村庄，是全域旅游重点发展村落，
在全域旅游规划的乡村旅游路线上。可重点发
展为民俗文化休闲旅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规划那会村为乡
村旅游型村庄，后靠自然村在村庄建设许可区
范围内，可满足村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建
设的需要。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2016-2030）》

宁远河

文 球文化室 球场 自然村范围

后靠自然村现状分析图

吉阳区

天涯区崖州区
海棠区

海南环岛高速公路

区位图
后靠村

育才生态区

乡村建设用地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

在多规合一中，后靠村规划保留乡村建设用地，
因此，后靠村符合多规合一乡村建设用地管控
要求。

后靠村

近期建设指引现状图-育才生态区后靠村

吖啦咪苗寨旅游区

山兰酒作坊

后靠村

苗绣纺织 盘皇舞表演 山栏酒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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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美丽乡村规划：
1. 入口景观
2. 苗家印象
3. 缘聚阁
4. 农副产品交易中心
5. 服务驿站
6. 苗之珠餐厅
7. 苗乡阁
8. 篝火舞台
9. 房车营地
10. 亲子弄作坊

21. 文轩亭
22. 荷塘月色
23. 户外拓展基地
24. 民宿（加层）
25. 民宿（新建）
26. 恋车缘
27. 轻舞飞扬
28. 慢享品书缘
29. 鸡鸣石
30. 苗寨故里

11. 田野农作乐
12. 长桌宴
13. 荧光露营
14. 植物迷宫
15. 索道
16. 果之木屋
17. 亲水木屋
18. 品苗轩
19. 后靠印象
20. 古法酿酒

31. 蕉之屋
32. 山水淡炊烟
33. 山之亭

◼ 新增建设项目：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 建设时序：

◼ 投资估算：

新建2处宣传展栏，
积极引导民族文化
学习。

苗绣、歌舞进村
进校学习，成立
苗绣纺织学习班。

开展每年艺术演出活
动、苗家歌舞赛事团
建活动，新建1处其它
民族旅游设施。

新建2处苗绣纺织作坊，
新建1处盘皇舞表演中
心。

开展每年苗族传统体
育比赛活动，提升村
道两旁景观视野。

民族风情浓厚，院落
格局符合传统风貌，
民居风格统一。

1. 苗绣纺织作坊
2. 盘皇舞表演中心
3.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4.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5. 宣传展栏

◼ 村庄定位：

民俗文化休闲旅游型特色村寨
◼ 发展目标：

海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苗绣文化风情体验目的地

◼ 特色产业：

结合育才生态区后靠村良好的自然资源

条件和地理区位优势，规划融合苗族传统文化

的苗绣产业，打造“后靠苗绣”民族纺织产业

品牌。鼓励多种形式创新开发苗绣纺织产业。

第一，打造苗绣纺织作坊，以入股的形式成立

苗绣合作社。第二，结合盘皇舞、三元舞等歌

舞体验，广开客源，打造线下苗绣实体店 。第

三，开拓苗绣营销市场，通过“互联网+”销

售，打造定制产业。

打造良种山栏稻种植基地；发展山栏酒

酿制业、蜂蜜养殖业等民族特色产业。

◼ 民族文化：

挖掘村庄人文内涵，融入苗族风情元素；

将刺绣与歌舞文化相结合，打造“苗绣之乡”

民俗文化特色村寨。第一，引导村民学习苗族

传统文化，开展进村进校学习活动，加深村民

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第二，建设其它民族

旅游设施，发展村庄民族文化体验旅游线路。

◼ 民居保护和村寨风貌：

重点加强村庄民居和公共建筑的民族特

色塑造。第一，新建建筑采用苗族民居风貌建

设，院落、墙体等增加民族特色元素。第二，

村庄入口、标识标牌、景观小品等融入体现苗

家刺绣、歌舞、耕种等特色元素。

◼ 民族团结：

举办民族文化传统文艺活动和苗族传统

体育赛事，加强文化宣传，发展文化体验旅游

业。

后靠村

近期建设指引规划图-育才生态区后靠村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那会村委会后靠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库及投资估算

项目类别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单价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特色
产业

苗绣纺织作坊
（处）

2 2000000 400

盘皇舞表演中心
（处）

1 500000 50

民族
文化

固定
资金

民居特色风貌改
造（㎡）

84.00 500 4.2

宣传展栏（个） 2 2000 0.4

运营
管理

苗绣纺织学习班
（项）

1 30000/年 ——

苗族传统体育比
赛（项）

1 20000/年 ——

艺术表演（项） 1 20000/年 ——

文化宣传、书籍
（项）

1 30000/年 ——

合计 454.60

苗绣纺织作坊 盘皇舞表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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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概况：

育才生态区那门村是马脚村下辖的自然

村。2017年总户数为92户，总人口为430人，

主要民族是黎族。

◼ 产业现状：

那门村现状主要产业有热带作物种植业，

主要包括冬季瓜菜、水稻、橡胶、槟榔、芒

果、火龙果等。村集体合作社养殖场。

2017年人均收入7000元，主要经济收

入经济作物种植、家禽养殖、外出务工。

◼ 自然资源：

那门村地理区位优越，交通便利；西北

部毗邻宁远河，山林田园风光优美，水库资

源充沛，自然资源丰富。

◼ 人文资源：

具有现代黎族风格民居，黎族传统歌舞、

黎锦制作、传说故事等文化资源。

◼ 周边资源：

周边有宁远河及其他水库等资源。314

省道贯穿村庄中部，是前往育才镇区的重要

节点，东南部为马脚村水果岛火龙果种植基

地。

◼ 上位规划：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0）》

《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规划马脚村为山
前种植型村庄，那门自然村在村庄建设许可区
范围内，可满足村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建
设的需要。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2016-2030）》

文 球文化室 球场 自然村范围

那门自然村现状分析图

吉阳区

天涯区崖州区
海棠区

海南环岛高速公路

区位图

那门村
育才生态区

乡村建设用地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

多规合一中，那门村规划保留乡村建设用地，
因此，那门村符合多规合一乡村建设用地管控
要求。

那门村

近期建设指引现状图-育才生态区那门村

文球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对马脚村无分
类指导，但在全域旅游规划的乡村旅游路线上。
可重点发展为高效种植体验旅游的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

那门村

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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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建设指引规划图-育才生态区那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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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美丽乡村规划：

1. 候车亭
2. 文化室
3. 停车场

4. 活动中心
5. 垃圾收集点
6. 绿道换乘点

◼ 建设时序：

◼ 投资估算：

，建设1处冬季瓜
菜种植园，新增2
处宣传展栏

民族文化进村进
校学习，成立藤
竹编织学习班。

开展每年艺术演出活
动、黎族传统体育赛
事团建活动。

新建1处其它民族旅游
设施，新建宣传展栏2
处，民居风貌整体协调。

提升村道两旁景观视
野。

民族风情浓厚，院落
格局符合传统风貌，
民居风格统一。

◼ 村庄定位：

高效农业体验旅游型特色村寨
◼ 发展目标：

海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藤竹编织体验目的地

◼ 特色产业：

结合育才生态区那门村良好的山地资源

和地理区位优势，挖掘藤竹编织工艺，发展藤

竹编织产业，建立藤竹编织展览馆，打造“那

门编织”特色手工艺体验产业品牌。规划融合

冬季瓜菜种植、水稻、槟榔等。发展冬季瓜菜

种植基地，利用良好的农业资源，发展农业观

光旅游业。

◼ 民族文化：

挖掘村庄人文内涵，融入黎族风情元素；

将黎族传统文化与农耕文化体验相结合，打造

藤竹编织产业和传统农业体验特色村寨。第一，

引导村民对藤竹编织技术学习，发展藤竹编织

体验产业。第二，建设文化休闲公共空间，开

展进村进校学习活动，加深村民对民族文化的

认知。第三，建设其它民族旅游设施，发展村

庄民族文化体验旅游线路。

◼ 民居保护和村寨风貌：

重点加强村庄民居和公共建筑的民族特

色塑造。第一，新建建筑采用黎族民居风貌建

设，院落、墙体等增加民族特色元素。第二，

村庄入口、标识标牌、景观小品等融入体现黎

家图腾、技艺等特色元素。

◼ 民族团结：

举办民族文化传统文艺活动和黎族传统

体育赛事，加强文化宣传，发展文化体验旅游

业。
1. 藤竹编织作坊
2. 冬季瓜菜种植园
3.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4.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5. 宣传展栏

◼ 新增建设项目：

那门村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马脚村委会那门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库及投资估算

项目类别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单价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特色
产业

藤竹编织作坊
（处）

1 2000000 200

冬季瓜菜种植园
（处）

1 1000000 100

民族
文化

固定
资金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

184.00 500 9.2

宣传展栏（个） 2 2000 0.4

运营
管理

民族文化学习班
（项）

1 30000/年 ——

艺术表演（项） 1 20000/年 ——

文化宣传、书籍
（项）

1 30000/年 ——

合计 309.60

滕竹编织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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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概况：

育才生态区马亮一村、马亮二村、保温

村、黑水村是马亮村下辖的自然村。2017年

总户数为164户，总人口为806人，主要民族

是黎族。

◼ 产业现状：

村庄现状主要产业有热带作物种植业，

主要包括冬季瓜菜、水稻、橡胶、槟榔、芒

果、火龙果等。村集体合作社养殖场。

2017年人均收入6500元，主要经济收

入经济作物种植、家禽养殖、外出务工。

◼ 自然资源：

村庄地理区位优越，交通便利；西北部

毗邻宁远河，山林田园风光优美，水库资源

充沛，自然资源丰富。

◼ 人文资源：

具有现代黎族风格民居，黎族传统歌舞、

黎锦制作、传说故事等文化资源。

◼ 周边资源：

周边有宁远河及其他水库等资源。314

省道贯穿村庄中部，是前往育才镇区的重要

节点，西北部为马脚村水果岛火龙果种植基

地。

◼ 上位规划：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0）》

《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规划马亮村为乡
村旅游型村庄，马亮村在村庄建设许可区范围
内，可满足村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建设的
需要。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2016-2030）》

吉阳区

天涯区
崖州区

海棠区

海南环岛高速公路

区位图

马亮村

育才生态区

乡村建设用地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

多规合一中，马亮村规划保留乡村建设用地，
因此，马亮村符合多规合一乡村建设用地管控
要求。

马亮二村

近期建设指引现状图-育才生态区马亮村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规划马亮村为
文化传承型村庄，是全域旅游重点发展村落，
在全域旅游规划的乡村旅游路线上。可重点发
展为民俗文化休闲旅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马亮一村

保温村

黑水村

马亮村现状分析图

黑水村

黑水村

文

育才镇中心
幼儿园

公厕

保温村

戏
球

文

委

马亮二村

文
文

委 文村委会 文化室 自然村范围球 球场 戏 戏台

马亮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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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建设指引规划图-育才生态区马亮村

◼ 建设时序：

◼ 投资估算：

建设1处冬季瓜菜
种植园，新增2处
宣传展栏

民族文化进村进
校学习，成立藤
竹编织学习班。

开展每年艺术演出活
动、黎族传统体育赛
事团建活动。

新建宣传展栏2处，打
造1处民俗商业街，民
居风貌整体协调。

新建1处火龙果种植
园，提升村道两旁景
观视野。

民族风情浓厚，院落
格局符合传统风貌，
民居风格统一。

◼ 村庄定位：

民俗文化休闲旅游型特色村寨
◼ 发展目标：

海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文化旅游服务体验目的地

◼ 特色产业：

结合育才生态区马亮村良好的山地资源

和地理区位优势，沿路发展旅游服务产业，打

造集特色餐饮、旅游服务、文化体验为一体的

民俗特色商业街；融合冬季瓜菜、水稻、槟榔

等种植，以农家体验和休闲旅游为主题，打造

民宿客栈群，打造“马亮客栈”特色旅游体验

品牌。

发展火龙果种植园、冬季瓜菜种植园等

民族特色农业科普热带休闲种植业。

◼ 民族文化：

挖掘村庄人文内涵，融入黎族风情元素；

将黎族传统文化与农耕文化体验相结合，打造

特色旅游服务业和传统农业体验特色村寨。第

一，建立特色民俗商业街，发展旅游服务体验

产业。第二，建设民族文化研学馆，开展进村

进校学习活动，加深村民对民族文化的认知。

第三，建设其它民族旅游设施，发展村庄民族

文化体验旅游线路。

◼ 民居保护和村寨风貌：

重点加强村庄民居和公共建筑的民族特

色塑造。第一，新建建筑采用黎族民居风貌建

设，院落、墙体等增加民族特色元素。第二，

村庄入口、标识标牌、景观小品等融入体现黎

家图腾、技艺等特色元素。

◼ 民族团结：

举办民族文化传统文艺活动和黎族传统

体育赛事，加强文化宣传，发展文化体验旅游

业。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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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3

5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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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4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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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美丽乡村规划：

1. 村委会
2. 戏台
3. 休闲场地
4. 文化室
5. 农机停车场

◼ 新增建设项目：

1. 民俗商业街
2. 火龙果种植园
3. 冬季瓜菜种植基地
4.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5. 其它民族旅游设施
6. 宣传展栏

黑水村

黑水村

保温村

马亮二村

马亮一村
马亮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库及投资估算

项目类别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单价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特色
产业

民俗商业街（处） 1 1000000 100

火龙果种植园（处） 1 1000000 100

冬季瓜菜种植园
（处）

1 1000000 100

民族
文化

固定
资金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

184.00 500 9.2

运营
管理

宣传展栏（个） 4 2000 0.8

民族文化学习班
（项）

1 30000/年 ——

黎族传统体育比赛
（项）

1 20000/年 ——

艺术表演（项） 1 20000/年 ——

文化宣传、书籍（项） 1 30000/年 ——

合计 310.00

民俗商业街

农家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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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概况：

育才生态区一组、二八组、三组、四组

是青法村下辖的自然村。2017年总户数为

239户，总人口为1257人，主要民族是黎族。

◼ 产业现状：

村庄现状主要产业有热带作物种植业，

主要包括冬季瓜菜、水稻、橡胶、槟榔、芒

果等。村集体合作社养殖场。

2017年人均收入11000元，主要经济

收入经济作物种植、生态旅游业分红、外出

务工。

◼ 自然资源：

村庄地理区位优越，交通便利；西北部

毗邻宁远河，山林田园风光优美，水库资源

充沛，自然资源丰富。

◼ 人文资源：

具有现代黎族风格民居，黎族传统歌舞、

黎锦制作、传说故事等文化资源。

◼ 周边资源：

周边有宁远河及大隆水库、抱便水库等

资源。314省道贯穿村庄中部，村庄东部有

育才湿地公园，村庄整体依山而建、绕田而

居，山林资源丰富。

◼ 上位规划：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0）》

《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规划青法村为山
地林果型村庄，青法村在村庄建设许可区范围
内，可满足村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建设的
需要。

《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2016-2030）》

吉阳区

天涯区
崖州区

海棠区

海南环岛高速公路

区位图

青法村
育才生态区

乡村建设用地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

多规合一中，青法村规划保留乡村建设用地，
因此，青法村符合多规合一乡村建设用地管控
要求。

一组

三亚市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发展规划 近期建设指引现状图-育才生态区青法村

《三亚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对青法村无分
类指导，但在全域旅游规划的乡村旅游路线上。
可重点发展为高效种植体验旅游的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

四组

三组

二八组

二八组

一组

三组

四组

文 球文化室 球场 自然村范围

青法村现状分析图

青法村

文
球

小

小村委会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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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建设指引规划图-育才生态区青法村

◼ 建设时序：

◼ 投资估算：

建设1处冬季瓜菜
种植园。

民族文化进村进
校学习，成立民
族文化学习班。

开展每年艺术演出活
动、黎族传统体育赛
事团建活动，新建2处
田园综合体。

新建1处其它民族旅游
设施，新建宣传展栏2
处，民居风貌整体协调。

新建1处农耕体验园，
提升村道两旁景观视
野。

民族风情浓厚，院落
格局符合传统风貌，
民居风格统一。

◼ 村庄定位：

高效农业体验旅游型特色村寨
◼ 发展目标：

海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农业观光旅游体验目的地

◼ 特色产业：

结合育才生态区青法村良好的山地资源

和地理区位优势，融合冬季瓜菜、水稻、槟榔

等种植，以农家体验和休闲旅游为主题，打造

农耕体验采摘园，创建“青法采摘”特色旅游

体验品牌。

发展火龙果种植园、冬季瓜菜种植园等

民族特色农业科普热带休闲种植业。

◼ 民族文化：

挖掘村庄人文内涵，融入黎族风情元素；

将黎族传统文化与农耕文化体验相结合，打造

特色旅游服务业和传统农业体验特色村寨。第

一，建立田园综合体和黎家农耕体验园。第二，

引导村民学习传统民族文化，开展进村进校学

习活动，加深村民对民族文化的认知。第三，

建设其它民族旅游设施，发展村庄民族文化体

验旅游线路。

◼ 民居保护和村寨风貌：

重点加强村庄民居和公共建筑的民族特

色塑造。第一，新建建筑采用黎族民居风貌建

设，院落、墙体等增加民族特色元素。第二，

村庄入口、标识标牌、景观小品等融入体现黎

家图腾、技艺等特色元素。

◼ 民族团结：

举办民族文化传统文艺活动和黎族传统

体育赛事，加强文化宣传，发展文化体验旅游

业。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 田园综合体
2. 农耕体验园
3. 冬季瓜菜种植基地
4.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5. 其他民族旅游设施
6. 宣传展览

◼ 新增建设项目：
1. 青法黎族家园
2. 黎族传统文化长廊
3. 古榕树广场
4. 青法文化长廊
5. 乡野垂钓
6. 文化公园
7. 林下经济示范园
8. 橡胶种植园
9. 青法书屋
10. 二山塘水库观光
11. 骑行栈道

◼ 已有美丽乡村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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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法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库及投资估算

项目类别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单价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特色
产业

田园综合体（处） 2 1000000 200

农耕体验园（处） 1 1000000 100

冬季瓜菜种植园
（处）

1 1000000 100

民族
文化

固定
资金

民居特色风貌改造
（㎡）

478.00 500 23.90

宣传展栏（个） 2 2000 0.4

运营
管理

民族文化学习班
（项）

1 30000/年 ——

艺术表演（项） 1 20000/年 ——

文化宣传、书籍
（项）

1 30000/年 ——

合计 424.30

田园综合体

农耕体验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