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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政办发〔2023〕19 号

昌宁镇、西坡镇、枣岭乡、关王庙乡，县直各单位：

根据晋民函〔2022〕94 号、临市民函〔2022〕52 号文

件要求，我县被确定为全省提升乡村地名公共服务试点单位

之一，为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实施，有效提升我县乡村地名公

共服务能力水平，更好助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经研究，

以昌宁镇、西坡镇、枣岭乡和关王庙乡四个乡镇为试点，先

行开展地名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现将《提升乡村地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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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下发，请认真贯彻落实。

乡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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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批示

精神，全面落实《地名管理条例》，积极推动“乡村振兴发

展”战略，省民政厅决定在全省开展“提升乡村地名公共服

务试点”工作，并确定我县为全省试点县。为切实做好试点

工作，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省

“两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乡村振兴发展”的决策部署，深化《地名管理条例》

学习贯彻活动。立足试点探索和示范创建，健全乡村地名公

共服务体系，加强乡村地名管理工作。补齐乡村地名基础设

施建设短板，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品质，为我省全方位推动高

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二）基本原则

1、坚持需求导向。针对乡村地名公共服务相对薄弱的

现状，围绕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地名公共服务事项，充分听取

群众意见，不断满足群众需求，加强道路街巷地名标志和楼

门户牌设置，规范乡村地名命名、更名、使用及地名文化保

护工作，提高乡村地名公共服务的针对性、时效性，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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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惠及人民群众。

2、创建标准引领。围绕服务“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积极学习其他县市工作经验，探索符合我县实际的地名公共

服务标准和规范，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更新和完

善。

3、坚持点面结合。通过试点示范先行先试，及时总结，

形成经验模式，巩固和提升试点示范工作取得的成效，以点

带面、逐步推开。

二、试点乡镇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和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结合我

县实际，确定在昌宁镇（社区除外）、西坡镇、枣岭乡、关

王庙乡具体实施。

三、主要任务

（一）乡村地名信息采集。加强对新建道路街巷、重要

标志性地名、公共服务设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扶贫项

目点、乡村地名文化遗产及红色地名、重要历史地名、乡村

旅游项目点信息的采集和录入，县民政局将信息及时录入本

级“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并形成本级《乡村地名信息

采集目录》，上报市民政局统一报送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

（二）主要道路命名和标志设置。县民政局要主动与县

邮政管理部门沟通，优先对村中设有邮政物流点的道路以及

村中主干道进行命名、设标，将相关信息及时录入“中国·国

家地名信息库”，上报市民政局。各相关乡镇要结合乡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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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信息采集工作，对乡村地名文化遗产及红色地名、重要历

史地名信息进行梳理，在道路命名和标志设置中突出文化特

色、传承红色精神，充分展现新时期社会主义发展成就，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名命名更名要严格按照《地

名管理条例》规定的程序进行，避免重名和新增不规范地名。

（三）门牌编制和安装。各乡镇和县民政局要根据当地

村庄住户的分步特点，采取不同形式开展门牌编码工作。在

编码方式上，对年代久远、居民分散的村，可采取划片编号

方式（东区几号或一区几号）；对规划较好，居民均匀分步

在道路两侧的村，则可采取常规方式编码。各试点乡镇要做

好工作记录情况，最终形成《乡村门牌设置情况统计表》，

以乡镇为单位加盖公章后上报市民政局。

在完成基本任务的前提下，开展以地名二维码为核心的

城乡地名标志导向体系的建设工作。对接“中国·国家地名

信息库”，构建标准地名地址的“身份证”，通过地名二维码

加载地名基本信息(来历含义、何时申请、何时公示、批准

单位、管理单位等)、历史沿革、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相

关信息，县民政局与其他部门信息系统对接，为综治、公安、

疫情防控等部门提供基本信息支持。

四、实施步骤

(一)第一阶段(6 月底前)。按照《地名管理条例》有关

规定和工作程序，完成试点地区乡村地名信息采集和街路巷

命名工作，上报《乡村地名信息采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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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阶段(9 月底前)。完成试点地区主要街路巷设

标工作，上报《乡村道路街巷地名命名更名及新设地名标志

目录》。

(三)第三阶段(12 月底前)。完成试点地区楼门户牌编制

和安装工作，上报《乡村门牌设置情况统计表》。迎接上级

检查验收。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保障。各乡镇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

识试点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作为当

前民生实事的重点建设项目全力推进。县民政局主动协调财

政部门做好街路巷地名标志、楼门户牌制作和安装经费的保

障工作，各地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群众收取任何费用。对借项

目名义违规收费、损害群众合法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依照

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二）探索规范标准。在开展试点工作过程中，要注重

探索形成规范有序、科学合理的乡村地名公共服务的工作流

程、服务标准。同时，要创新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为群众

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地名公共服务，努力打造地名公共服务

的亮点、特色。

（三）强化考核监督。地名公共服务试点工作已列入

2023 年市民政局重点工作考核任务之一，将不定期进行实地

检查。各乡镇要积极配合民政部门开展工作，并加强对项目

落实的监督，做好宣传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