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肇庆市乡村旅游开发资源目录

序号 市 县（市、区） 镇（街道办） 行政村 资源名称
基本类

型
亚类 主类 备注

1

肇庆市 德庆县 官圩镇 金林村 格木林、楠木
古树名

木

生物生

态景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村西山

公园上

2

肇庆市 德庆县 官圩镇 金林村 田园书舍
民宿与

酒店

休闲娱

乐地

乡村产

业融合

类

已开发

运营

3

肇庆市 德庆县 官圩镇 金林村 祠堂群

祠堂与

祭祖场

所

宗祠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古祠堂

14 座

4

肇庆市 德庆县 官圩镇 金林村
庆安庙、西山

寺

宗教寺

庙

特色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5

肇庆市 德庆县 官圩镇 金林村
每年农历五

月十三

特色节

庆

民俗与

节庆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6

肇庆市 德庆县 官圩镇 金林村 金林豆腐花
特色饮

食

饮食与

特产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7

肇庆市 德庆县 官圩镇 金林村
皇帝柑、竹篙

粉

乡土特

产

饮食与

特产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8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古蓬村 百册山
山地丘

陵

地文景

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海拔

880 米

9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古蓬村 古蓬水库
人工水

库

水文景

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水源保

护地

10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古蓬村 榕树、松树
古树名

木

生物生

态景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两百多

年树龄

11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古蓬村
辣木种植基

地

农作物

基地

生物生

态景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200 亩

12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古蓬村
古蓬文体广

场

竞技活

动地

休闲娱

乐地

乡村产

业融合

类

13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古蓬村 祠堂

祠堂与

祭祖场

所

宗祠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明清古

建筑11

座

14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古蓬村 书室 书院
宗祠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明清古

建筑 4

座

15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古蓬村 古蓬古村落

传统民

居群(村

岭南民

居建筑

乡村聚

落建筑

明清古

建筑



寨) 类

16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古蓬村
太平楼、镬耳

屋

其它古

建筑

特色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39座明

清古建

筑

17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古蓬村 舞狮子

非物质

文化遗

产

乡村非

物质文

化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18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古蓬村
新春团拜会、

清明祭祖

宗教活

动

民俗与

节庆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19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古蓬村 古蓬濑粉
特色饮

食

饮食与

特产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香滑可

口

20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古蓬村 玉桂
乡土特

产

饮食与

特产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南药品

种

21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河村村 河村坑山
山地丘

陵

地文景

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四季常

绿

22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河村村 池塘湿地

天然湖

泊池塘

湿地

水文景

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面积80

亩

23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河村村 悦城河
观光河

段

水文景

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西江支

流、悦

城河河

村段

24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河村村 百香果
农作物

基地

农业生

产地

乡村产

业融合

类

河村

150 亩

百香果

基地

25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河村村 聚福酒家
休闲农

庄

休闲娱

乐地

乡村产

业融合

类

26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河村村 罗氏宗祠

祠堂与

祭祖场

所

宗祠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本村古

老祠堂

27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河村村 明清古屋

传统民

居群(村

寨)

岭南民

居建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10 座，

200 多

年历史

28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河村村
外嫁女回娘

家习俗

特色节

庆

民俗与

节庆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29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河村村 永丰腐竹
特色饮

食

饮食与

特产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永丰镇

名优农

产品

30

肇庆市 德庆县 永丰镇 河村村 黑棕鹅
乡土特

产

饮食与

特产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永丰养

鹅基地



31

肇庆市 德庆县 悦城镇 罗洪村

大旗山、麒麟

山、紫石山、

大地山、象山

山地丘

陵

地文景

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32

肇庆市 德庆县 悦城镇 罗洪村
紫石山、罗洪

石矿场

特色地

质地貌

地文景

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33

肇庆市 德庆县 悦城镇 罗洪村 罗洪水库
人工水

库

水文景

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300 亩

34

肇庆市 德庆县 悦城镇 罗洪村 古樟树、格木
古树名

木

生物生

态景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35

肇庆市 德庆县 悦城镇 罗洪村 罗洪水库

鸟兽鱼

虫栖息

地

生物生

态景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36

肇庆市 德庆县 悦城镇 罗洪村
密丝枣、奥洲

坚果

农作物

基地

农业生

产地

乡村产

业融合

类

37

肇庆市 德庆县 悦城镇 罗洪村 罗洪水库

水产畜

牧养殖

基地

农业生

产地

乡村产

业融合

类

38

肇庆市 德庆县 悦城镇 罗洪村

南山村文化

广场、罗洪停

车场、观光亭

露营地
休闲娱

乐地

乡村产

业融合

类

39

肇庆市 德庆县 悦城镇 罗洪村 插禾、割禾
农事体

验活动

研学旅

行地

乡村产

业融合

类

40

肇庆市 德庆县 悦城镇 罗洪村 祠堂

祠堂与

祭祖场

所

宗祠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16 间

41

肇庆市 德庆县 悦城镇 罗洪村 北顾水室 书院
宗祠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42

肇庆市 德庆县 悦城镇 罗洪村 罗洪风情街
特色街

巷

特色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43

肇庆市 德庆县 悦城镇 罗洪村

覃驹荣故居、

莫灼文故居、

覃东故居

名人故

居

特色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44

肇庆市 德庆县 悦城镇 罗洪村
安龙宫、龙母

庙

其它古

建筑

特色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45

肇庆市 德庆县 悦城镇 罗洪村 冬瓜
乡土特

产

饮食与

特产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46

肇庆市 端州区 黄岗街道 白石村 旅游文化街
特色街

巷

特色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47

肇庆市 封开县 大洲镇 东畔村 河滩
岛屿与

岸滩

地文景

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48

肇庆市 封开县 大洲镇 东畔村 东安江、贺江
观光河

段

水文景

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49

肇庆市 封开县 大洲镇 东畔村 森林
森林和

草地

生物生

态景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50

肇庆市 封开县 大洲镇 东畔村 茶叶、水稻
农作物

基地

农业生

产地

乡村产

业融合

类

分别为

200亩、

1000亩

51

肇庆市 封开县 大洲镇 东畔村

麒麟白马舞、

五马巡城舞、

山歌

非物质

文化遗

产

乡村非

物质文

化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52

肇庆市 封开县 河儿口镇 西村
水稻、花生、

黄烟

农作物

基地

农业生

产地

乡村产

业融合

类

分别为

1000

亩、300

亩、400

亩

53

肇庆市 封开县 河儿口镇 西村 莫氏祠堂

祠堂与

祭祖场

所

宗祠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莫宣卿

故居

54

肇庆市 封开县 河儿口镇 西村
解放初期建

筑群

其它古

建筑

特色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55

肇庆市 封开县 河儿口镇 西村
农历八月十

七状元诞

特色节

庆

民俗与

节庆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56

肇庆市 封开县 罗董镇 古要村 扶塘水库
人工水

库

水文景

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57

肇庆市 封开县 罗董镇 古要村 森林
森林和

草地

生物生

态景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58

肇庆市 封开县 罗董镇 古要村 叶氏宗祠

祠堂与

祭祖场

所

宗祠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59

肇庆市 封开县 罗董镇 古要村 清朝古建筑

传统民

居群(村

寨)

岭南民

居建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县文保

单位

60

肇庆市 封开县 南丰县 汶塘村 山地丘陵
山地丘

陵

地文景

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61

肇庆市 封开县 南丰县 汶塘村 士佳书屋 书院
宗祠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62 肇庆市 封开县 南丰县 汶塘村 汶塘古村 传统民 岭南民 乡村聚 广东省



居群(村

寨)

居建筑 落建筑

类

古村落

63

肇庆市 高要区 回龙镇 黎槎村 池塘

天然湖

泊池塘

湿地

水文景

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64

肇庆市 高要区 回龙镇 黎槎村 古榕树
古树名

木

生物生

态景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65

肇庆市 高要区 回龙镇 黎槎村 儒教园
展览场

馆

研学旅

行地

乡村产

业融合

类

66

肇庆市 高要区 回龙镇 黎槎村 祖厅

祠堂与

祭祖场

所

宗祠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67

肇庆市 高要区 回龙镇 黎槎村 传统民居群

传统民

居群(村

寨)

岭南民

居建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68

肇庆市 高要区 回龙镇 黎槎村 门楼
其它古

建筑

特色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69

肇庆市 高要区 回龙镇 黎槎村 宋隆茶果节

非物质

文化遗

产

乡村非

物质文

化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市级非

遗项目

70

肇庆市 高要区 回龙镇 黎槎村 濑粉、烧肉
特色饮

食

饮食与

特产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71

肇庆市 高要区 回龙镇 槎塘村 池塘

天然湖

泊池塘

湿地

水文景

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72

肇庆市 高要区 回龙镇 槎塘村 古榕树
古树名

木

生物生

态景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73

肇庆市 高要区 回龙镇 槎塘村 祖厅

祠堂与

祭祖场

所

宗祠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74

肇庆市 高要区 回龙镇 槎塘村 传统民居群

传统民

居群(村

寨)

岭南民

居建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75

肇庆市 高要区 回龙镇 槎塘村 门楼、酒堂
其它古

建筑

特色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76

肇庆市 高要区 回龙镇 槎塘村 宋隆茶果节

非物质

文化遗

产

乡村非

物质文

化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77

肇庆市 高要区 回龙镇 槎塘村 濑粉、烧肉
特色饮

食

民俗与

节庆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78

肇庆市 高要区 白土镇 坑尾村 池塘

天然湖

泊池塘

湿地

水文景

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79

肇庆市 高要区 白土镇 坑尾村 古榕树
古树名

木

生物生

态景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80

肇庆市 高要区 白土镇 坑尾村
廉政教育展

厅

展览场

馆

研学旅

行地

乡村产

业融合

类

81

肇庆市 高要区 白土镇 坑尾村 宗祠

祠堂与

祭祖场

所

宗祠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82

肇庆市 高要区 白土镇 坑尾村 传统民居群

传统民

居群(村

寨)

岭南民

居建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83

肇庆市 高要区 白土镇 坑尾村 黎雄才故居
名人故

居

特色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建于清

代

84

肇庆市 高要区 白土镇 坑尾村 门楼、酒堂
其它古

建筑

特色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85

肇庆市 高要区 白土镇 坑尾村 宋隆茶果节

非物质

文化遗

产

乡村非

物质文

化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市级非

遗项目

86

肇庆市 高要区 白土镇 坑尾村
烧肉、牛板

筋、田螺

特色饮

食

饮食与

特产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87

肇庆市 高要区 蚬岗镇

蚬一、蚬

二、蚬三八

卦十六祠

池塘

天然湖

泊池塘

湿地

水文景

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88

肇庆市 高要区 蚬岗镇

蚬一、蚬

二、蚬三八

卦十六祠

古榕树
古树名

木

生物生

态景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89

肇庆市 高要区 蚬岗镇

蚬一、蚬

二、蚬三八

卦十六祠

宗祠

祠堂与

祭祖场

所

宗祠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90

肇庆市 高要区 蚬岗镇

蚬一、蚬

二、蚬三八

卦十六祠

传统民居群

传统民

居群(村

寨)

岭南民

居建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91

肇庆市 高要区 蚬岗镇

蚬一、蚬

二、蚬三八

卦十六祠

门楼、酒堂
其它古

建筑

特色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92

肇庆市 高要区 蚬岗镇

蚬一、蚬

二、蚬三八

卦十六祠

宋隆茶果节

非物质

文化遗

产

乡村非

物质文

化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市级非

遗项目

93

肇庆市 高要区 蚬岗镇

蚬一、蚬

二、蚬三八

卦十六祠

牛肉火锅
特色饮

食

饮食与

特产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94

肇庆市 高要区 蚬岗镇

蚬一、蚬

二、蚬三八

卦十六祠

夏威夷木瓜
乡土特

产

饮食与

特产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95

肇庆市 广宁县 北市镇 大屋村 仁善里大屋
其它古

建筑

特色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清道光

14年建

96

肇庆市 广宁县 北市镇 大屋村 客家山歌

非物质

文化遗

产

乡村非

物质文

化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客家山

歌韵律

感强

97

肇庆市 广宁县 北市镇 大屋村 舞山狮
生活习

俗

民俗与

节庆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客家传

统活动

98

肇庆市 广宁县 宾亨镇 仁尚里村 金星花木场

花卉苗

木种植

基地

农业生

产地

乡村产

业融合

类

苗圃花

卉

99

肇庆市 广宁县 宾亨镇 仁尚里村 龟岗养殖场

水产畜

牧养殖

基地

农业生

产地

乡村产

业融合

类

养殖珍

稀动物

和名贵

花木

100

肇庆市 广宁县 宾亨镇 仁尚里村
仁尚里村古

屋书院
书院

宗祠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古建筑

书院

101

肇庆市 广宁县 宾亨镇 仁尚里村 大白菜、芥菜
乡土特

产

饮食与

特产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102

肇庆市 广宁县 古水镇 蒙坑村 百香果基地
农作物

基地

农业生

产地

乡村产

业融合

类

103

肇庆市 广宁县 古水镇 蒙坑村
竹子制品加

工厂

加工制

造基地

农业生

产地

乡村产

业融合

类

104

肇庆市 广宁县 古水镇 蒙坑村
三友特色农

庄

休闲农

庄

休闲娱

乐地

乡村产

业融合

类

105

肇庆市 广宁县 古水镇 蒙坑村 吴家祠堂

祠堂与

祭祖场

所

宗祠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竹乡客

家古屋

106

肇庆市 广宁县 古水镇 蒙坑村 春节醒狮
生活习

俗

民俗与

节庆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春节传

统

107

肇庆市 广宁县 古水镇 蒙坑村 篮球比赛
特色节

庆

民俗与

节庆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108

肇庆市 广宁县 古水镇 蒙坑村 河鲜、竹虫
特色饮

食

饮食与

特产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109
肇庆市 广宁县 古水镇 蒙坑村

沙塘桔、竹

笋、西瓜

乡土特

产

饮食与

特产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110

肇庆市 广宁县 排沙镇 木源村 南蛇庙
宗教寺

庙

宗祠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建于

1831

年，占

地 200

平米

111

肇庆市 广宁县 排沙镇 木源村 木源围屋
其它古

建筑

特色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明代中

后期至

民国初

年

112

肇庆市 广宁县 排沙镇 木源村 舞醒狮
生活习

俗

民俗与

节庆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形成于

清初

113

肇庆市 广宁县 排沙镇 木源村 抢花炮
特色节

庆

民俗与

节庆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年初五

举行，

始于

1835年

114

肇庆市 广宁县 排沙镇 木源村
山羊、竹虫、

白糍

特色饮

食

饮食与

特产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115

肇庆市 广宁县 排沙镇 木源村

砂糖橘、竹

笋、大芥菜、

凉粉草、番薯

干

乡土特

产

饮食与

特产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116

肇庆市 怀集县 大岗镇 扶溪村 武威堂

传统民

居群(村

寨)

岭南民

居建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明清兵

营式大

型民居

群

117

肇庆市 怀集县 大岗镇 扶溪村
农历十月初

十“太公节”

特色节

庆

民俗与

节庆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118

肇庆市 怀集县 大岗镇
上亭村（浪

美村）
油菜花基地

农作物

基地

农业生

产地

乡村产

业融合

类

菜花美

景

119

肇庆市 怀集县 大岗镇
上亭村（浪

美村）
浪美村

传统民

居群(村

寨)

岭南民

居建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肇庆生

态文明

示范村

120

肇庆市 怀集县 大岗镇
上亭村（浪

美村）
孔府家宴

特色饮

食

饮食与

特产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五谷杂

粮、新

鲜家禽

121

肇庆市 怀集县 凤岗镇 孔洞村 孔洞村

传统民

居群(村

寨)

岭南民

居建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122

肇庆市 怀集县 凤岗镇 孔洞村
豆腐酿星运

数齐

特色节

庆

民俗与

节庆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初 一

斋、初

二鸡

123
肇庆市 怀集县 凤岗镇 孔洞村 石矶番薯

乡土特

产

饮食与

特产

乡村民

俗文化

自产特

色



类

124

肇庆市 怀集县 梁村镇 洊水村 何屋村

传统民

居群(村

寨)

岭南民

居建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广东省

古村落

125

肇庆市 怀集县 梁村镇 洊水村 正月耍石洞
特色节

庆

民俗与

节庆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农闲时

节活动

126

肇庆市 怀集县 梁村镇 花石村 花石村
特色地

质地貌

地文景

观

乡村自

然景观

类

占地面

积 50

亩

127

肇庆市 怀集县 梁村镇 花石村 田园农庄
休闲农

庄

休闲娱

乐地

乡村产

业融合

类

占地30

亩

128

肇庆市 怀集县 梁村镇 花石村
蔬菜、龙眼、

百香果、葡萄

乡土特

产

饮食与

特产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129

肇庆市 怀集县 中洲镇 邓屋村 邓屋古村

传统民

居群(村

寨)

岭南民

居建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清至民

国建

筑，文

保单位

130

肇庆市 四会市 罗源镇 铁坑村 衍荣曾公祠

祠堂与

祭祖场

所

宗祠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砖木结

构

131

肇庆市 四会市 罗源镇 铁坑村 秀水书室 书院
宗祠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132

肇庆市 四会市 罗源镇 铁坑村 古堡石寨

传统民

居群(村

寨)

岭南民

居建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历史文

化名村

133

肇庆市 四会市 城中街道 白沙村 彭泽民故居

革命人

物和故

居

红色旅

游地

乡村历

史遗存

类

革命人

故居

134

肇庆市 四会市 龙甫镇 龙头村 明清建筑

传统民

居群(村

寨)

岭南民

居建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明古建

筑锅耳

屋 13

间，清

古建筑

6 间

135

肇庆市 四会市 龙甫镇 龙头村
廉洁家风文

化园

村落文

化精神

乡村非

物质文

化

乡村民

俗文化

类

官宦世

家清廉

精神

136

肇庆市 四会市 贞山街道
白龙扶利

村
造纸博物馆

展览场

馆

研学旅

行地

乡村产

业融合

类

邓村造

纸术

137

肇庆市 四会市 贞山街道
白龙扶利

村
张氏宗祠

祠堂与

祭祖场

所

宗祠建

筑

乡村聚

落建筑

类

家族祭

祖和礼

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