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旅游风情小镇创建实施

方案的通知

苏政办发〔2017〕36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江苏省旅游风情小镇创建实施方案》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实施。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 3 月 7日

江苏省旅游风情小镇创建实施方案

旅游风情小镇是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依托独特地

域文化、乡土民俗、历史遗存、传统工艺、舌尖美食等资源，打造形成的情调韵

味浓郁、旅游业态鲜明、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宜居宜游宜业休闲集聚

区。培育创建一批旅游风情小镇，是贯彻落实“两聚一高”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

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建设旅游强省具有重要意

义。根据《省政府关于推进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意见》

（苏政发〔2016〕134 号）和《省政府关于培育创建江苏特色小镇的指导意见》

（苏政发〔2016〕176号），现就我省旅游风情小镇创建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发展目标

到 2020年，培育建设 50－100个旅游风情小镇，为全省旅游业转型升级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加快建设国内一流的旅游强省、国际著名的旅游目的地，旅游

业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更加突出。

二、创建要求

（一）坚持规划先行。旅游风情小镇是“非镇非区”的创新创业平台，有具

备唯一性或独特性的吸引物，有能够体现特色风情的“小镇客厅”，核心区域规



划面积一般不少于 1平方公里。要科学编制各旅游风情小镇发展规划，突出地域、

文化、建筑等特色，彰显地域特征，挖掘历史文化内涵，突出旅游功能，体现时

代风情，做到型态、业态、生态相统一。在此基础上，制定创建工作方案，明确

目标任务，细化时间节点，落实责任分工。

（二）优化产品供给。适应大众旅游时代特点，顺应休闲度假旅游发展趋势，

丰富旅游风情小镇旅游业态和产品供给，既要具备传统的“吃、住、行、游、购、

娱”等旅游要素，也要体现与农业、工业、林业、文化、健康、体育等融合发展

的旅游新业态，提供特色化、个性化、多元化旅游产品与服务，满足游客深度体

验需求，延长游客逗留时间。

（三）完善服务功能。优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将产业发展和社区功能有

机融合起来，实现居民与游客共建共享。配套设施建设要兼顾小镇居民和旅游者

的需求，功能上按照 5A 级景区服务标准建设，完善道路、供排水、电力通讯、

环卫等设施，优化游客服务中心、生态停车场、旅游厕所、旅游交通引导标识、

无线网络覆盖等公共服务配套。服务热情周到，管理规范有序，安全防范有力，

经营诚信守法，无重大投诉事件发生，杜绝安全事故隐患。

（四）创新运行机制。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发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

加大招商引资引智力度，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旅游风情小镇健康发展。培育

创建期累计投资不低于 30亿元（含已累计完成投入的部分），年基础设施及公共

服务投入不低于 2亿元。注重旅游风情小镇品牌建设，坚持精致化建设、特色化

培育、个性化发展、精准化营销，不断提升美誉度和影响力，打造江苏旅游品牌

新亮点。

（五）提升综合效益。旅游风情小镇游客满意度达 80 分以上，游客人均逗

留时间 2.5 天以上，人均花费 2000 元左右，旅游综合收入 10亿元以上，年接待

游客 30 万人次以上，实现直接就业人数 2000人以上，带动就业人数 7500人以

上。加强旅游风情小镇生态环境保护，注重文化原真性保护，小镇面貌与周边环

境相协调，避免“千镇一面”低水平重复建设。

三、创建程序

按照坚持标准、品质为先、分批建设、动态管理的原则，有序推进旅游风情

小镇创建工作。



（一）组织申报。由创建单位所在地设区市人民政府向省旅游风情小镇协调

小组办公室报送创建书面材料，制定创建方案和概念性规划，明确旅游风情小镇

核心区范围、旅游业态、投资主体、投资规模、建设实施等。

（二）批准创建。省旅游风情小镇协调小组办公室组织评估审核，对条件比

较成熟的创建单位，经协调小组同意纳入创建名单，正式开展创建工作；对有一

定基础的创建单位，经协调小组同意纳入培育名单。

（三）监测评价。对开展创建工作的旅游风情小镇，建立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和年度考核制度。考核合格的兑现相关扶持政策，对于创建过程中出现弄虚作假、

重大责任事故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负面事件的，经协调小组核实，取消创建资格。

（四）验收命名。旅游风情小镇创建期满前，经创建单位所在地设区市政府

申请，省旅游风情小镇协调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验收工作，验收合格的，由省政

府命名为省旅游风情小镇。

四、政策措施

（一）加强土地保障。各地要结合调整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统筹安排旅

游风情小镇及自驾游精品线路建设用地，保障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的合理用地空间。

在符合相关规划前提下，经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利用现有房屋和土

地，兴办乡村旅游、工业旅游、自驾车营地等旅游新业态的，可实行继续按原用

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的过渡期政策，过渡期为 5 年。过渡期满后需按新用

途办理用地手续且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依法划拨供地。鼓励对现有工业用地

追加投资、转型改造，合理利用地上地下空间。对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现有

工业用地，通过厂房加层、老厂改造、内部整理等途径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

积率的，不再增收土地价款。特色产业项目确需新增建设用地的，由各地先行办

理供地手续。如期完成年度规划目标任务的，省按实际使用指标的 50%给予增减

挂钩、工矿废弃地及新增计划配套奖励。对 3 年内未完成规划目标任务的，次年

省按奖励的用地指标数，在下达地方年度计划中加倍扣减。

（二）强化财政扶持。对纳入省级创建名单且在创建期内考核合格的旅游风

情小镇，省级财政每年奖补 200万元，奖补资金用于小镇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对列入省级创建名单且符合其他相关引导资金支持要求的旅游风情小镇，同

等条件下予以优先支持。鼓励和引导政府投资基金加大对旅游风情小镇基础设施



和产业示范项目支持力度。

（三）优化融资支持。支持设立旅游风情小镇产业投资基金。创建期间，支

持旅游风情小镇发行企业债券、项目收益债券、专项债券或集合债券等各类债权

融资工具用于旅游风情小镇公用设施项目建设。支持旅游风情小镇范围内符合条

件的项目申请国家专项建设基金、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省级现代

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和省 PPP融资支持基金等。省级层面组织旅游风情小镇与各

类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开展战略合作，推进差别化投融资创新，帮助协调解决重

点难点问题。

（四）鼓励改革创新。旅游风情小镇原则上都列为省级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

鼓励旅游风情小镇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在各项改革中先行先试。对“零用地”

技术改造等国家鼓励类企业投资项目试行“不再审批”。开展以“区域能评、环

评+区块能耗、环境标准”取代项目能评、环评工作机制试点。探索差别化的土

地供应政策，实行长期租赁、租让结合、先租后让、弹性出让等多种工业用地供

应方式并存的工业用地供应制度。鼓励制定吸引高端人才落户的创新政策，完善

住房、教育、医疗保健、配偶安置等服务，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方式吸

引使用国际高端旅游业人才资源。

五、组织领导

（一）建立协调机制。加强对旅游风情小镇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省政府建立旅游风情小镇创建工作协调小组。

组 长：张 雷 副省长

副组长：方 伟 省政府副秘书长

秦景安 省旅游局局长

汤明海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成 员：宋义武 省财政厅副厅长

吴震强 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刘大威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吴晓林 省文化厅副厅长

詹庚庆 省旅游局副局长

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旅游局，承担协调小组日常工作，詹庚庆兼任办公室



主任。

（二）加强工作指导。省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加强对各地创建工作的指导，

深入跟踪创建进程，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总结交流经验做法，为创建工作营造良

好环境。协调小组办公室要制定实施创建指南，规范创建流程，建立监测机制，

量化考核指标，实行动态管理。

（三）落实主体责任。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是创建工作的责任主体，要

加强对创建旅游风情小镇的组织领导，结合自身实际，有序组织实施。各设区市

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创建工作的指导服务，研究实施配套政策，推动资源要素集聚，

形成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创建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