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中国名村志基本篇目 

 

●总序一   王伟光 

●总序二   李培林 

●地图：包括名村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县（市、

区）位置图、村的行政区划图。 

●凡例（全书统一） 

●目录（中英文） 

●概述 

概括性地介绍名村的发展全貌、总体面貌和特点；名村的保

护与开发；名村在当代转型创新发展的路径、经验等。要突出重

点，交代线索，言之有物，言简意赅。 

●基本村情 

建置沿革：村名由来、辖区变迁、村落历史等。 

区    位：自然地理区位、交通地理区位、经济地理区位

等。 

自然环境：地形、气候、水文、自然资源等。 

人   口：人口总量、民族构成、主要姓氏、人口源流迁徙

等。 

发展概况：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概况等。 

★文物胜迹（主要针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包括遗迹、古墓葬、古民居、宗祠、寺庙、戏台等文物古迹



的历史与现状，在全国或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物古迹可升格

为类目。 

★古村保护（主要针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包括古建筑和其他文物的保护和利用等。 

★特色文化（主要针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其他特色村） 

包括宗教、民间信仰，音乐、戏剧、技艺，碑刻、楹联、匾

额，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具有重要影响的特色文化。 

★旅游名胜（主要针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其他特色村） 

包括景区景点、旅游线路、旅游节庆、旅游设施、旅游服务、

农家乐、农业观光体验等。 

★村域经济（主要针对经济强村和其他特色村） 

包括经济发展现状、经济发展过程、全国地位，历史上有影

响的商贸行业、老字号、集市贸易、商业街区和专业市场、特色

产业等。以单一产业闻名的村可以该产业设置类目。 

●风土民情 

包括美食小吃、土特名产、生活习俗、庙会集场、岁时节俗、

传统风俗、民间礼仪、方言土语等。 

●村民生活 

包括村民收入、支出，衣食住行变化，家庭结构情况，社会

保障建设等。 

★新农村建设（主要针对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包括建设规划、土地使用、体制改革，农村生产经营状况，

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和农村法制建设，村民自治，村务公开等。 

●艺文杂记 



包括歌咏本地的有代表性的诗文、书写本地风物的民间传说、

文献（包括志乘和其他地方文献、族谱、家谱、乡规民约等）；典

型人物口述史；结合本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特色设定的专题调查，

比如扶贫脱贫、重点行业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迁徙

等。 

●名人与名村 

历史名人（如为具有全国重大影响的名人，可升格为类目） 

名人与名村（只写名人与该村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

片段）。 

●大事纪略 

对本村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按照时间

顺序采用纪事本末体记述。 

●参考文献 

●编后记 

 

说明： 

1. 标“●”号的为必设类目,标“★”号的为自选类目。 

2．以上基本篇目仅为参考，各村志应按照“基本村情+‘名’

和‘特’模式”，根据本村实际设置篇目。各类目可自拟更加精练

优美、生动活泼、突出本村文化气息的标题。 

3．各类目前设无题小序，用以概括本类目的总体面貌和特点

等。要注意突出重点，交代线索，言之有物，言简意赅，可读性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