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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乡村著名行动”

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

川民发〔2023〕96号

各市（州）民政局、公安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

利局、农业农村局、文化和旅游局、林业（竹）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充分

发挥地名工作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全面提升乡村

地名建设水平，助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结合四川实际，特

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的二

十大擘画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蓝

图，把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摆在治蜀兴川突出位置，通过全面加强

乡村地名管理把乡村精准治理基础夯实起来，通过繁荣地名文化

使乡村文化活动活跃起来，通过深化地名信息服务把乡村与城市

联通起来，通过挖掘地名内在价值把乡村资源要素释放出来，进

而把地名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彰显开来，着力构建适应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乡村地名管理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乡村建设需要和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助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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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

二、重点任务

（一）实施乡村地名命名专项行动

1.织密乡村地名网。建立健全“政府领导、民政牵头、部门

协作”工作机制，系统梳理排查有地无名、多地重名、地名不规

范等问题。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文化和

旅游、林草等部门按照职能职责，做好自然地理实体、自然保护

地、乡村道路街巷以及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农业产业、公共

服务等设施名称的命名、更名工作，并按规定进行备案、公告。

2.多起乡村好地名。充分挖掘利用本地地理环境、历史文化、

民俗特色等资源，以县级为主体建设乡村地名命名采词库，提高

新生乡村地名文化内涵，在命名、更名中注重体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

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坚决杜绝“大、洋、怪”等不规范地

名在乡村地区滋生蔓延。

（二）实施乡村地名设标专项行动

3. 规 范 设 置 乡 村 地 名 标 志 。 依 据 《 地 名 标 志 》

（GB17733-2008）国家标准和其他有关规定，规范设置村牌、

街路巷牌、楼门（户）牌等标志，健全乡村地名标志导向体系。

以乡镇（街道）为基本单位，区域内的同类地名标志风格、样式

等应力求统一，做到外观协调、材质坚固、安全环保。加强地名

标志设置监督检查工作，及时维护、更新，更好发挥地名标志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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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作用。

4.推广设置历史地名标志。聚焦赓续地名文脉、留住乡愁记

忆，对诸如两项改革等县乡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中撤并的县、乡

镇（街道）、村（社区），不论其原地名是否还在使用，可结合

本地实际在原址地设置碑碣式、立柱式、悬臂式、附着式等多种

形式的历史地名标志，标明原地名名称、文化内涵、历史沿革等

内容。

5.探索创新地名标志形式。结合乡村建设、旅游开发、产业

发展等现实需要，创新设置具有乡村特色的地名标志标牌，以提

升乡村形象、弘扬乡村文化、助推乡村发展。加强信息技术、数

字技术运用，推广将地名标志与便民服务相结合的“智慧门牌”、

“智慧地名标志”，进一步丰富地名标志功能作用。

（三）实施乡村地名文化保护专项行动

6.传承保护乡村优秀地名文化。通过实地调查、资料考证、

座谈论证等多种方法，加大乡村地名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建立地

名保护名录，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具有重要传承

价值的乡村地名纳入保护范围，不随意更改老地名。对已经注销

或消失的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历史地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

以重新启用或派生、移植使用。

7.探索乡村地名文化多元保护机制。以县级为主体，组织地

名、文史等相关人员、专家学者组建专家组，做好乡村地名文化

遗产保护的咨询、评估、论证和监督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地名

http://www.baidu.com/link?url=gUIvuOEd_ztWeAi6Ir5X4MYz5YqBH-DMYaODxcw6_WlV_HV-2hOIEYanGt8dJO6Ib4MQRI4ikdqcTeWWmHGi7CEkw7YSiH8Jv_ByI3N459jTOsltZb5lnJgQJjHluoth40w_UV4KdTuE2zaO7Qb82iiECJIeW11V2JuatLz0wpCEFrw5us83qT1paijQUvrSke4hqIyF6FoT8_OLZKPKxDFf5twax_CkUM9r3sSyFoApXGv56MA11cXl556v9XlxlmunKMY9tzBprPa6swti5K
http://www.baidu.com/link?url=gUIvuOEd_ztWeAi6Ir5X4MYz5YqBH-DMYaODxcw6_WlV_HV-2hOIEYanGt8dJO6Ib4MQRI4ikdqcTeWWmHGi7CEkw7YSiH8Jv_ByI3N459jTOsltZb5lnJgQJjHluoth40w_UV4KdTuE2zaO7Qb82iiECJIeW11V2JuatLz0wpCEFrw5us83qT1paijQUvrSke4hqIyF6FoT8_OLZKPKxDFf5twax_CkUM9r3sSyFoApXGv56MA11cXl556v9XlxlmunKMY9tzBprPa6swti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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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因地制宜开展乡村地名志愿服务活动，鼓励社会组织参

与乡村地名文化挖掘保护和转化利用等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成立地名文化保护传承基金。

8.讲好乡村地名故事。全方位、系统化打造《地名天府》品

牌栏目，广泛开展乡村地名故事寻访活动，组织专门力量采编乡

村地名故事，传播弘扬地名文化。利用乡村文化墙、电子显示屏、

宣传栏等阵地，融合文化旅游、特色田园建设开展地名文化宣传

活动，将乡村地名文化融入村（社区）史馆、乡村石窟文化公园

（景点、微景观）场景，提升地名文化可见度。

（四）实施乡村地名信息服务专项行动

9.推进乡村地名信息采集上图。依托国家地名信息库和互联

网地图，对乡村地区自然地理实体、居民点、道路街巷、交通水

利、公共服务、文化旅游、农业产业等地名信息实现应收尽收、

常态更新、规范上图。积极发动群众依托图上地名自主上传村级

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村邮站、农家乐、采摘园等兴趣点，方便

百姓出行导航、山货进城、快递进村。

10.创新城乡区划地名“一张图”服务。完善整合县乡两级行

政区划设置、已勘定的行政区域界限数据、各类型乡村地名数据、

乡村标准地址数据等，搭建区划地名信息服务平台，以“一张图”

模式为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社会治理、文化旅游等领域提供标

准、规范、详实的区划地名信息服务，开发多样化区划地名数据

产品，切实发挥好数据底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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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乡村地名赋能专项行动

11.塑造乡村地名公共品牌。充分发挥地名的地理标识功能，

推动乡村地名元素和地名文化内涵与乡村特色产业品牌有机融

合，培育打造一批“乡字号”、“土字号”公共品牌，厚实乡村特色

产业内涵，塑造乡村特色产品的品质品格，赋能乡村产业发展。

12.推动乡村地名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盘活现有资源，注

重创意设计，大力开发乡村地名文化产品，推动地名文化数字化、

形象化。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乡村地名与文化旅游等

项目深度融合，通过挖掘地名背后蕴含的历史典故、轶闻趣事、

风土人情等，让景点线路更有辨识度、更具区域文化特色。

三、进度安排

2023年，各地结合“五大专项行动”明确的工作任务，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单位、细化目标

任务、具体举措和步骤安排。利用 3-5年时间集中开展工作，使

工作模式基本定型、工作路径基本成熟，乡村地名及其标志的广

度、密度、精细度适应乡村治理需要，乡村地名文化成为乡村文

化建设的有机组成，乡村标准地名信息在各领域规范使用，乡村

地名管理服务水平实现跃升，地名助力乡村振兴作用充分显现。

在此基础上持续推进，到 2035年，乡村地名管理服务全面适应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城乡地名公共服务实现一体化、均等化，优

秀地名文化成为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地名助力乡村振兴取得重

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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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保障

（一）深化思想认识。各地要深刻认识地名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意义，将“乡村著名行动”与省委实施巴蜀文化“两创”行

动、开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县域试点和特色区域试点、加大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等工作有机结合，主动向本级党委、

政府汇报，积极争取在工作统筹中优先安排，在资源配置、工作

经费上重点保障；要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发动群众，打好“乡情

牌”“乡愁牌”，引导各方面支持家乡建设。

（二）注重因地制宜。各地要结合本地乡村地区发展现状、

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客观实际，合理确定工作重点和目标任务，

既可选择部分任务先行先试、逐步推广，也可统筹安排、全面推

进。民政厅将分类区选择部分市（州）、县（市、区）作为全省

“乡村著名行动”先行区，打造乡村地名建设“样板”，供各地学习

借鉴。鼓励有条件、有意愿的地区积极向省上申报试点。

（三）提高宣传力度。各地要充分运用政府网站、政务融媒

体、报刊杂志等媒体平台，宣传典型案例和工作成效，凝聚广泛

共识，不断提高地名助力乡村振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各级地名

行政主管部门定期梳理工作进展、工作成效、存在问题和下一步

打算，于每年11月20日前将工作总结报送民政厅。民政厅将以年

度为单位开展效果评估，及时总结梳理典型经验上报民政部并向

全省复制推广。各地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请及时向民政

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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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公安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四川省水利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

2023年 9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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