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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千万工程” 绘就乡村“新画卷”

共筑和美“新家园”的建议

近年来，宁波市委、市政府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先

后出台了《宁波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 《宁波市

城乡风貌整治提升行动实施方案》以及《宁波市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规划（2023—2030 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为乡村风貌的

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

一、乡村风貌管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宁波乡村风貌管控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和

问题。

（一）乡村规划引领不够，风貌特色彰显不足

当前，宁波不少乡村缺乏实用性规划，如农房沿河流、公路、

山脉零星分布，导致土地资源浪费和风貌杂乱无章；部分乡村在

规划过程中存在“千村一面”以及“城市化”大洋房、宽马路的

现象，缺乏地域特色和乡村文化内涵，严重削弱了乡村的独特魅

力。例如，奉化区某些乡村在新农村建设中，过于追求现代化建

筑风格，忽视了当地传统建筑风貌的保护与传承，导致乡村特色

逐渐丧失。

（二）乡村环境整治力度尚显不足，生态保护措施亟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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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不足，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仍然不足，

部分区域存在污水横流、水体黑臭问题，影响人居环境，影响水

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破坏自然生态平衡；农业面源污染，如畜禽

和水产养殖尾水等污染，导致关键水体断面水质下降，考核不达

标等问题突出。此外，在环境整治过程中，一些乡村过于追求短

期效果，忽视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一些村庄在推进“五水共治”

时，虽然有效改善了水质，但由于缺乏科学的生态修复和保护，

导致水生生态系统失衡，生物多样性下降。

（三）产业发展融合程度不足，且风貌管理亟需改善

我市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正迈向高质量阶段，但用地布局弹性

不足，难以形成规模和聚集经济。一些区域产业布局分散，与村

庄边界和建设指标冲突，导致规划不符无法报批。另外，三产融

合用地审批周期长，特别是涉及林地时手续复杂，使得项目落地

周期延长，不能满足用地需求。在村庄风貌提升方面也存在问题，

如水口街道“东江湾畔·三产融合”示范带虽改善了村庄风貌和

环境，但部分村庄道路狭窄、占道经营等问题影响了整体提升。

二、措施建议

（一）强化规划引领，塑造乡村特色，绘就“个性新画卷”

一是完善乡村规划体系。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因村制宜

地编制乡村实用性建设规划，明确村庄发展定位和功能布局。同

时加强与上位规划的衔接，确保规划的可行性和可达性。二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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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乡村文化植入。深入挖掘乡村历史文化资源，鼓励村民参与乡

村文化建设，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现代审美观念，打

造具有“辨识度”的和美乡村。三是着力打造特色精品。结合乡

村实际，打造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精品乡村，如生态旅游村、海

洋特色村等。通过推广“浙东民居”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风格，

提升乡村整体风貌水平。

（二）加强绿色整治，注重生态优先，守护“绿水青山”

一是打造乡村生态治理的“智慧引擎”。引入先进科技，提

升治理效率与精准度；构建全方位监测网络，确保环境数据的实

时性和准确性；健全法规体系，明确责任与处罚，形成法律威慑，

同时强化监管执法力度。二是开启乡村污水与面源污染的“绿色

革命”。制定详细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和实施方案，明确治

理目标与路径，加快推进污水治理设施全覆盖。推广科学施肥用

药，转型生态养殖，倡导循环利用，加强防控面源污染防控。三

是绘就乡村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画卷”。加强宣传教育，

提升环保意识，推动乡村绿色发展。修复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

样性，推广生态农业和循环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建立长效治

理机制，强化考核监督，确保措施任务落实。

（三）推进产业融合，强化风貌协同，打造“金色田园”

一是加强规划先行，积极探索规划“留白”机制，提高乡村

规划的灵活性，落实农村产业发展用地柔性空间。同时，应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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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层面统筹推进用途管制制度创新，形成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

差异化三产融合空间布局。 二是优化用地审批管制规则，实现

审批程序柔性化，建立用地报批“绿色通道”，强化用地政策支

持力度，对已落实到具体项目和地块的一二三产业项目用地，在

用地审批、供地阶段实行专人负责跟踪办理。三是加强推进村庄

风貌提升工程。重视产业布局与景观管理的和谐统一，进一步完

善乡村景观管理的技术规范。通过实施道路“白改黑”工程、拓

宽路面等举措，打造既具生产功能又具观赏价值的连片美丽乡村

景观带。同时，推广“共建筹治”模式，激励村民积极参与村庄

环境的维护工作，确保村庄景观的持续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