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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岭县农房管控和乡村风貌提升

奖补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进农

房外立面升级改造和乡村风貌整体提升，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推进农房管控和乡村风貌提升的指导意见》（粤府〔2020〕

43号）和《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农房管控和乡村

风貌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梅市府〔2020〕24号）文件精神，

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开展全域农村建房风貌管控和农房外立面提升改造，重点在

长深高速公路和 205国道沿线、石窟河沿线、省际边界线、美丽

乡村精品线路、美丽乡村示范村等范围内进行农房外立面统一改

造，率先打造一批风貌突出的样板示范村庄和美丽乡村示范带，

引领带动全县农房外立面改造和乡村风貌提升。其他村庄要因地

制宜开展农房风貌提升改造工作。

2021年底前，全面摸清需改造农房情况，率先在长深高速公

路和 205国道沿线打造总长 42公里的省际廊道美丽乡村风貌示

范带，乡村风貌提升初见成效。

2022年底前，长深高速公路和 205国道沿线、石窟河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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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际边界线、美丽乡村精品线路、美丽乡村示范村等范围内存量

农房率先完成微改造，基本完成风貌提升工作，全县乡村风貌提

升整体效果显现。

2023年底前，全县存量农房基本完成微改造，基本实现农村

住房外观整洁、建设有序、管理规范，充分呈现独具蕉岭特色的

新时代乡村风貌，全县乡村风貌提升取得显著成效。

二、工作原则

坚持政府统筹与尊重民意相结合。政府主导，群众主体，激

发内生动力，鼓励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实施农房外立面改造，

同心合力建设美丽乡村。对干部群众积极性高、基础工作扎实、

谋划合理到位的优先安排奖补资金。

坚持示范创建与分类指导相结合。试点先行，典型引领，以

点带面。因地制宜精心打造，彰显特色，防止千篇一律、千村一

面。

坚持传承历史文化与塑造现代风貌相结合。不搞大拆大建，

既要注重客家传统文化、农村古建筑、古文物、红色文物等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传统古村落的历

史风貌；又要合理运用现代技术和生态环保材料，体现时代特色。

坚持财政投入与多方筹资相结合。在加强财政投入保障的基

础上，拓宽资金来源，动员村民和社会力量多渠道筹集资金（含

村民申请银行贷款等）。

三、奖补时间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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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奖补时间为方案印发之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以

自然村、片区或村民小组为单位，对连片 70%以上户数的农房外

立面改造进行奖补。方案印发前已进行农房外立面升级改造的农

户和印发后新建成的农房不列入此次奖补范围；2013年以来违规

占用河道和水田建房的不列入奖补范围；县城和圩镇范围的民居

外立面改造暂不列入奖补范围；危旧弃房、残垣断壁、露天厕所

茅房、破旧泥砖房、违章建筑等应拆未拆的建筑不列入奖补范围；

祠堂修缮改造不列入奖补范围。

四、资金来源

奖补资金由县级财政统筹安排。鼓励各镇、村充分发挥社会

力量，通过“万企兴万村”“6·30”扶贫济困日捐款等方式筹集

资金，用于农房外立面风貌提升工作。

五、奖补方式

（一）改造标准。各镇要严格按照《梅州市乡村风貌导则》

有关要求，指导农户做好农房外立面改造工作。

1.屋顶标檐。屋瓦为琉璃瓦或西瓦；屋栋砼捣制、白色水泥

刷面或白色瓦；屋檐（瓦檐）外飘墙体不得超过 1.2米。楼房有

晒台的，晒台边沿须进行装饰（如坡面小披檐，材料颜色与屋顶

要求一致）。根据村庄位置及农户的实际情况，少部分屋顶改造需

要采用砖混贴小青瓦或建骑头墙的民居，届时现场根据实际情况

由各镇自行确定。

2.墙体。老屋民居应采用原工艺进行修补，做到修旧如旧；



- 4 -

新建楼房墙体支撑屋顶、外墙（材料为粉灰或瓷块，平房 0.8米

以下要有客家特色的勒脚装饰）颜色淡雅，主色以白色、灰色和

淡黄色为主。外墙批荡刷白后要画上腰线（分层线）和窗户框线。

一层砖瓦屋在墙脚划线，线宽不少于 30厘米。腰线、窗户框线及

墙脚线采用黛青、黛蓝或靛蓝色调。现已贴有瓷砖（片）的外墙

及新刷且亮丽的外墙不再改造。

3.围墙。对重点线路两边第一重视线范围内的现有赤膊围墙，

刷白或作党建、乡村振兴宣传标语、宣传画。

4.改造项目。一栋建筑可作全面改造，只改造一项的，另一

项须符合以上标准。已完成外墙改造而没有完成坡屋面改造的，

只做坡屋面改造；已完成坡屋面改造而没有完成外墙改造的，只

做外立面改造。无论做哪一方面内容的改造，都要在保留现有建

筑基本结构，确保房屋结构安全的前提下实施，可结合村庄实际，

有针对性地选择某几项进行综合改造，不搞“一刀切”，不搞全覆

盖。每栋民居的外立面、坡屋面颜色整体上要接近、协调。根据

农户意愿，房屋楼顶楼梯间或阁楼可以实行全坡屋面进行改造。

5.规划要求。未按照《梅州市乡村风貌导则》改造的不纳入

奖补范围。改造房屋未作瓦栋、无墙体（或以钢、铝等柱材代替

墙体）、未覆盖墙体的坡型屋顶视作不合格，应整改合格后方可验

收。实施墙体改造的，须同意安装桥架，对外墙水电、空调、广

告、“四线”等进行综合治理，并不得私自改动。

6.文物保护单位建筑和传统古村落建筑。文物保护单位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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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统古村落建筑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和古村落规划保护有

关要求进行维修。

（二）奖补标准。

1.省际廊道美丽乡村风貌示范带沿线可视范围内的行政村

（见附件 1）的农房，由政府主导实施，采取专项资金和奖补相

结合方式，按规划设计要求进行统一改造。

（1）屋顶标檐。屋顶标檐面积按投影面积的 1.2倍计算，统

一采用西瓦进行改造。屋顶已有铁皮瓦的，群众每平方米自筹 50

元；屋顶无瓦的，群众每平方米自筹 100元，其余改造费用由政

府财政资金统筹解决。

（2）墙体。墙体（含门窗）由政府统一实施。

（3）为统一农房外立面和乡村风貌整体协调，对部分采用加

装光伏发电设备、部分采用西瓦进行改造的屋顶，不再进行奖补。

2.石窟河沿线、省际边界线、美丽乡村精品线路、美丽乡村

示范村等范围内行政村（见附件 2）的农房，由镇、村组织农户

按标准进行改造。

（1）屋顶标檐。屋顶标檐面积按投影面积的 1.2倍计算，统

一采用琉璃瓦或西瓦进行改造，每平方米奖补 100元。

（2）为统一农房外立面和乡村风貌整体协调，对已有铁皮瓦

的屋顶按照标准进行改造的，每平方米再加奖补 30元；对部分采

用加装光伏发电设备、部分采用琉璃瓦或西瓦进行改造的屋顶，

不再进行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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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墙体。按外围可视墙体面积计算，墙体采用抹灰刷白的，

每平方米奖补 30元；采用外墙漆的，每平方米奖补 50元；采用

石漆的，每平方米奖补 80元。每栋房屋外墙总面积计算标准为统

一不除门窗。

各镇可以根据时限要求，在奖补标准范围内自行确定奖补比

例，越迟改造，奖补比例越低。按上述标准计算后实行总额限高

奖补，每户房屋（面积 80—150平方米）奖补不超过 3万元（含）。

（三）申报程序。

1.提出申请。对拟改造农房外立面的，由农户向村民委员会

提出申请，并附改造方案，然后以村为单位统一上报镇政府。

2.实地核查。由镇村工作人员负责现场拍照留证，丈量面积，

确认四至界线和权属。

3.项目审批。各镇将拟改造项目以村为单位汇总，在自然村、

片区或村民小组进行公示 5天，公示结束后上报县委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审核。县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镇、村根据美丽乡村建设

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要求，按程序组织实施项目建设。

4.镇村初验。各镇要加强对改造方案的把关，确保改造后符

合农房改造有关要求。改造完成后由镇、村联合进行初验，初验

后应建立台账，并在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天。台账资料含申请表、申请人户口簿或身份证复印件、改造

前后农房外立面照片、农户银行账户复印件和镇级验收表。

5.验收拨款。



- 7 -

（1）县级审核。经镇初验合格后，统一上报县农业农村局（县

乡村振兴局）审核，并抽取部分行政村进行现场核查，原则上在

10个工作日内完成。

（2）资金拨付。验收资料经县级审核通过后，由镇统一申报

资金，由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审核后再报县财政局，

县财政局将奖补资金划拨镇财政所，由镇财政所直接发放。

七、保障措施

（一）健全工作机制。建立县级统筹、部门指导、镇村实施

的工作机制。将农房外立面改造、乡村风貌提升纳入乡村振兴战

略实绩考核，压实各镇各单位责任。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

局）负责加强检查指导和工作调度，及时总结推广具有地域特色

的典型经验。各镇要落实实施主体责任，健全工作机构，细化目

标任务，加强辖区农房外立面改造、乡村风貌提升工作的组织领

导；要探索建立乡村建设协管员机制和乡村建设项目长效管护机

制。县住房城乡建设局要认真制定完善乡村风貌提升指引、负面

清单和农房外立面改造标准图例，做好相关指导和技术支撑。

（二）强化资金保障。县财政局要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加强

投入保障，重点投向农房外立面改造和乡村风貌提升，指导镇、

村合法合规用好项目资金。采取竞争性分配等方式，将财政资金

优先投向群众积极性高、项目储备好、工作推进快的村庄，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鼓励各镇因地制宜选择项目建设模式，优化

项目建设审批流程，通过“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方式，对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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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统一风貌指引积极申报新建、改造农房的行政村给予资金奖补。

（三）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发挥村级各类组织的作用，完善

村规民约，发动村民投工投劳、积极参与。注重加强对农房外立

面改造、乡村风貌提升工作的宣传引导，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积极

支持并踊跃参与，大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四）加强督促检查。加强对各镇农房外立面改造全过程的

监督检查，定期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对重视不够、落实不力、进

度缓慢的，及时督促整改；对弄虚作假、失职渎职的，严肃追责

问责。

附件：1.蕉岭县省际廊道美丽乡村风貌示范带可视范围内行

政村名单

2.蕉岭县石窟河沿线、省际边界线、美丽乡村精品线

路、美丽乡村示范村行政村名单

3.蕉岭县农房外立面风貌提升申请表

4.蕉岭县农房外立面风貌提升验收表

5.蕉岭县农房外立面风貌提升镇级验收汇总表

6.蕉岭县农房外立面风貌提升承诺书

7.蕉岭县农房外立面风貌提升奖补工作指引



- 9 -

附件 1

蕉岭县省际廊道美丽乡村风貌示范带

可视范围内行政村名单

（共 24个）

一、蕉城镇（7 个）：

龙安村、叟乐村、横岗村、高畲村、东山村、湖谷村

樟坑村

二、新铺镇（2 个）：

油坑村、潘田村

三、三圳镇（4 个）：

福北村、老场（蕉华）、莲塘（蕉华）、北坑（蕉华）

四、文福镇（6 个）：

乌土村、红星村、鹤湖村、白湖村、长隆村、坑头村

五、广福镇（5 个）：

大坝村、广育村、豪岭村、叶田村、乐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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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蕉岭县石窟河沿线、省际边界线、美丽乡村

精品线路、美丽乡村示范村行政村名单

（共 38个）

一、长潭镇（7 个）：

上村村、神岗村、堑垣村、新泉村、白马村、麻坑村

百美村

二、三圳镇（6 个）：

招福村、芳心村、九岭村、河西村、顺岭村、东岭村

三、新铺镇（4 个）：

尖坑村、长江村、象岭村、南山村

四、文福镇（1 个）：

逢甲村

五、广福镇（3 个）：

石峰村、铁坑村、洪才村

六、蓝坊镇（5 个）：

峰口村、石湖村、蓝坊村、石中村、龙潭村

七、南磜镇（12 个）：

甲华村、白水村、皇佑村、石寨村、富足村、步上村

南磜村、三泰村、金山村、洋山村、多宝村、岭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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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蕉岭县农房外立面风貌提升申请表

镇 村 时间： 年 月 日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改造地址

改造面积 屋顶标檐： ㎡，墙面： ㎡

改造前

房屋照片

农户签名（盖指模）

村民委员会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镇人民政府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原件作财政报账，县、镇、农户各留存 1份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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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蕉岭县农房外立面风貌提升验收表

镇 村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改造地址

申请验收

面积和奖

补金额

无瓦屋顶标檐面积： ㎡，申请奖补 元

对已有铁皮瓦的屋顶改造面积： ㎡，申请奖补 元

墙体面积： ㎡，申请奖补 元

申请奖补总金额（元）

改造前后

房屋照片

（改造前）

（改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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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申请

我户已按照《蕉岭县农房外立面风貌提升奖补工作方案》

要求完成房屋外立面风貌提升改造，现申请县、镇、村验收。

农户签名（盖指模）： 年 月 日

村民委员

会验收意

见

验收人员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镇人民政

府验收意

见 验收人员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审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原件作财政报账，县、镇、农户各留存 1份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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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蕉岭县农房外立面风貌提升镇级验收汇总表

乡镇（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行政村 户主姓名
屋顶标檐面积

（㎡）

外墙面积

（㎡）

奖补金额

（元）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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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蕉岭县农房外立面风貌提升承诺书

XX镇人民政府：

为了配合蕉岭县委、县政府搞好农房外立面风貌提升工作，共同

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根据《蕉岭县农房外立面风貌提升奖补工作

方案》的有关规定，本人就房屋外立面改造补偿等相关事宜自愿承诺

如下：

一、本人在房屋外立面改造过程中严格遵守《蕉岭县农房外立面

风貌提升奖补工作方案》的各项要求和奖补标准。

二、本人愿意自筹部分改造资金，自行组织施工，施工安全和质

量由本人负责。

三、本人在实施房屋外立面改造期间，积极配合镇政府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若本人拒绝拆除列入应拆未拆范围的危旧弃房、

残垣断壁、露天厕所茅房、违章建筑、破旧泥砖房等，你方有权暂停

拨付本人的房屋外立面奖补款，直到本人落实拆除工作为止。

承诺人： 村 村民小组 农户（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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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蕉岭县农房外立面风貌提升奖补工作指引

序号 名称 工作内容 备注

1 农房摸查
各镇以行政村为单位，全面摸清需改造的农房数量、具体

位置、改造面积和农户意愿，明确目标任务。

2 项目申请

1.对拟改造农房外立面的，由农户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申

请，并附改造方案，然后以行政村为单位统一上报镇政府。

2.镇政府实地核查，由镇村工作人员负责现场拍照留证，

丈量面积，确认四至界线和权属，填好申请表（附件 3）。
3.农户签订承诺书（附件 6）。

3 项目审批

各镇将拟改造项目以村为单位汇总，在自然村、片区或村

民小组进行公示 5天，公示结束后上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审核。县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镇、村根据本方案有

关要求，按程序组织实施。

4 镇村初验

1.各镇加强对改造方案的把关，确保改造后符合农房改造

有关要求。

2.改造完成后由镇、村联合进行初验，初验后建立台账，

并在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天。台

账资料含申请表、申请人户口簿或身份证复印件、改造前

后农房外立面照片、农户银行账户复印件等。

3.镇、村验收人员核实改造面积和奖补金额，填好验收表

（附件 4）。村级验收人员包括村主任、包片村干部、监

委会主任等，镇级验收人员包括挂点领导、下乡组长、包

片镇干部等。

5 验收拨款

1.县级审核。经镇村初验合格后，各镇填好镇级验收汇总

表（附件 5），统一上报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

审核，并抽取部分行政村进行现场核查，原则上在 10个
工作日内完成。

2.资金拨付。验收资料经县级审核通过后，由镇统一申报

资金，由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审核后再报县财

政局，县财政局将奖补资金划拨镇财政所，由镇财政所直

接发放。

6 完善台账
改造完成后，各镇建立台账，一户一档，对改造前、中、

后的所有资料进行归档，形成完善的专项台账存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