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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
打造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市域样板的建议（草案）

（送审稿）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简称“千万工程”）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浙江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

决策，是“八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波 20年持之以

恒、锲而不舍推进，造就了千百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

群众，全市 90%以上的村庄达到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连续 13年居全省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比不断缩

小，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风貌基本形成，成为全国、全省乡

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典范。

“千万工程”与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紧密融合，是全

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在农村的重要载体。2023年，市委市政

府专门出台了政策意见，召开了现场推进会议，为宁波续写

“千万工程”新篇章建纲立目。为一以贯之助推市委市政府

的决策落到实处，市政协围绕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主题

开展了深入调研。我市“千万工程”取得显著成效，但对标“两

个先行”新目标新定位，对标人民群众新期盼新要求仍有差

距，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旧存在，乡村缺钱、缺地、

活力不足等问题仍然突出，主要还存在以下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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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引领部门协同的推进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政策支持不够聚焦，部门条线工作重点和政策的统筹度还不

够高，要素保障的稀释现象普遍，项目集中、要素集聚、政

策集成的机制还需健全，农业农村用地保障问题依旧是发展

痛点。规划引领不足，在“三区三线”划定后，市县两级的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尚未批复，村庄规划编制进度比较迟缓；

建设规划、产业规划等“多规不合”导致项目难以落地。城

乡统筹有待加强，公共设施建设、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城乡

同质推进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

（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塑形铸魂有待进一步提升。

乡村风貌特色不够突出，建设过程中对和美生态价值、自然

地理禀赋、历史文化资源、乡村特色产业认识不足、挖掘不

深，“千村一面”现象普遍，部分村庄原有的河流、阡陌等

乡村肌理被破坏。建设项目中的招投标代理、验收评审等非

建设性成本过高，程序繁琐。人居环境品质不平衡，部分外

来人口集聚村不同程度存在“散弱乱污”。乡村经营动力不

足，产业植入困难，乡村热度不够，引入专业团队开展村庄

经营的理念淡薄，群众主动参与村庄经营的积极性不高，集

体债务风险需引起重视。

（三）深化改革推动共富的内生动力有待进一步激活。

农村一方面用地需求紧张，严重制约了农业农村发展，另一

方面大量闲置农房和宅基地利用低效，资源盘活不足。村庄

梳理式改造推进缓慢，“一户多宅”现象仍然存在，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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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置”改革的“象山经验”有待深化。“三农”人才

亟待“解渴”，乡贤、青年人才、运营人才培育招引困难，

全市农村实用人才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仅占 11.9%。村民共

富渠道狭窄，农民收入结构不合理，财产性收入仅占 3.5%，

资产资源增值促增收的效应还不够明显。

站在 20周年新起点，深化我市“千万工程”持续走在

全省全国前列，必须要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从重建

设向建运并重转变，从求美为主向和美共创转变。为奋力开

创新时代“千万工程”新局面，加快打造全域共富、宜居宜

业、城乡和美的乡村振兴市域样板，我们建议：

（一）健全有力有效的推进机制，形成全过程强大合力。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落细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要求，

完善党政“一把手”定期研究“千万工程”重大问题的常态

化工作机制，发挥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职责。二是强化

部门协同。进一步厘清相关部门职责，推动部门工作重心向

农村延伸。建立健全以“项目”为纽带的部门协同机制，切

实强化工作统筹，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三是推动政策聚焦。

按照市委“十带引领、百村示范、千村精品”战略目标，聚

焦部门政策投向，在全域和美基础上每年重点打造 100个具

有地域辨识度的和美乡村，形成目标一致、步调统一、成效

叠加的政策扶持体系。

（二）编制全域统筹的乡村规划，锚定多层次建设蓝图。

一是分类编制县域和美乡村建设规划。统筹城镇和乡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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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集聚建设、整治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

五个大类，科学确定村庄分类，画好乡村近期和中长期设计

蓝图。二是加快推进“多规合一”。积极推动市县乡三级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审批进度，为村庄规划提供上位规划依据。

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加快推进“多规合一”村庄规划编制，

优化乡村产业、生态、建设空间布局，突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对纳入和美乡村建设计划的重点村庄优先编制，确保和

美乡村建设有规可循，少出偏差。三是强化规划刚性执行机

制。强化规划的刚性执行力度，建立相应的考核机制和责任

追究机制，确保规划有效落地。

（三）提升和美与共的乡风村貌，打造高成色颜值底蕴。

一是擦亮自然底色，精细提升乡村风貌。加强乡村建设的风

貌管控，坚持山水林田湖一体理念，尊重村庄原有肌理，以

绣花工夫推进村庄微改造、精提升；联动推进农房改造、庭

院美化、降围透绿、管线序化和道路提升，推广建设浙东民

居，集群式打造具有地域辨识度的和美乡村特色风貌带。简

化项目招投标和验收评审制度，降低非建设性成本。完善矛

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机制，积极化解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的

矛盾纠纷。二是注重文化塑魂，差异打造乡村气质。深入发

掘村庄个性特色，以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打造片区化、差

异化历史文化村落，突出村庄涵养、特质。深化艺术赋能乡

村，保护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推动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实施乡风文明行动，推动移风易俗入归入约。三是发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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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厚植乡村发展动能。做深乡村“土特产”，开发乡土

资源、突出地域特色，培育乡村特色产业集群。深化农村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优化乡村营商环境，完善农业农村投资“一

件事+明白纸”集成改革。

（四）破除城乡融合的二元壁垒，共享同质化幸福生活。

一是聚焦共治共享，稳步推进发展空间发掘整理。深入推进

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扎实开展“一户多宅”清理，把村

庄梳理式改造作为乡村空间综合整治的重要抓手，积极开展

闲置农房盘活利用，持续推进村庄有机更新。健全城乡“增

减挂钩”建设用地节余指标优先服务乡村振兴的保障激励机

制。二是聚焦同网共享，持续推动基础设施提质提标。建立

健全城乡一体、全域覆盖、层级分明的统筹推进体系，加快

推进数字基建，开展偏远山区海岛网络补盲建设。制定切实

可行的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标准和管护机制，加大对农

村垃圾分类、村级公共设施维护等群众迫切需要政府支持项

目的财政补助力度。三是聚焦普惠共享，持续推动公共服务

同质同标。加快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向基层覆盖，率先实

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甬有”系列优质公共服

务向农村均等供给，充分重视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在农村养

老、医疗等重点领域重点投入，探索互助性养老。擦亮“村

民说事”等乡村治理品牌，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深化治理

创新制度，保障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群众的决策权、参与权

和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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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筑强持续供给的要素支撑，汇聚高水平发展动能。

一是强化要素保障。持续加大“千万工程”资金保障力度，

积极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多渠道增加建设投入，构建多

元投入机制。切实将优先保障乡村振兴用地指标的精神落到

实处，抓住农业标准地改革突破口，统筹推进解决耕地碎片

化和设施农业用地、农村建设用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

地保障问题。深化新时代“领雁工程”，育强乡村带头人队

伍；深化“两进两回”行动，实施农创客培育计划。二是深

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把强化集体所有制根基、保障和实现

农民权利，同激活资源要素统一起来，以完善农村集体资源

资产的权利分置和活化转化为改革重点，让广大农民在改革

中分享更多成果。深化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探索完善

宅基地资格权“权票”制度。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试点工作，探索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

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活化

机制。三是提升乡村经营活力。大力推进村庄点亮经营，探

索开展乡村职业经理人（乡村 CEO）培育（招募）行动。鼓

励村级组织通过入股联合、委托经营、合资合作等方式实现

联合发展，积极探索资源发包、资产参股等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新途径，实现村级组织与村民收益共创、共享、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