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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标记：A

甬农函〔2025〕45 号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市政协十六届四次会议
第 17 号提案的答复

市政协农业和农村界别：

    贵界别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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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悉。该提案对于提升乡村风

貌、发展乡村经济、助力强村富民具有重要意义，我局将认真

研究、积极吸纳。经商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文广旅游局，现

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完善“141X”乡村规划体系。一是按需开展村庄规

划编制，2024 年各地共完成 204 个行政村的村庄规划（详细规

划）编制工作。二是推进“通则式”村庄规划管理规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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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实现村庄规划管理全覆盖，为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

设或者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等民生项目做好规划保障。目前，全

市 11 个“通则”均完成了区级部门审查、专家意见征询、批前

公示、市级第三方技术审查、市级部门审查等程序。三是完善

村庄规划管理制度，印发《宁波市村庄规划编制管理规定（试

行）》《宁波市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导则（试行）》，规范村庄

规划编制、审批、实施、修改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创新规划

“留白”机制，允许村庄建设边界内暂不明确开发建设用途的

区域实施规划“留白”。四是建设数字赋能的“乡村规划一张

图”，《关于宁波市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

统(村庄规划模块)运行的通知》，依托“一张图”系统，加强对

村庄规划编制全生命周期实施监管。

（二）分类推进特色乡村建设。一是打造城乡风貌样板

区。聚焦设施功能完善、特色空间打造、成果转化利用，深入

推进城乡风貌品质提升，切实推动城乡融合发展。2024 年建设

省级城乡风貌样板区 19 个，新增综合样板区试点 4 个，获评省

级共富风貌游线 9 条。二是推进美丽宜居村庄建设。以农房建

设或者改造项目为基础，根据实际集成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项目，按照传统保护、改造提升、新建集聚三类推

进彰显浙派民居特色的美丽宜居村庄建设。截至目前，累计启

动建设 20 个彰显浙派民居特色的美丽宜居村庄。三是推进未来

乡村建设。围绕“一统三化九场景”要求，打造各类未来场

景，2024 年共实施项目 360 个，完成投资 10.64 亿元，投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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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101.3%，新增 50 个省级未来乡村，数量居全省第一。四是

推进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建设。遵循“历史

保护”与“活化利用”思路，推进村庄古建筑修复、与历史风

貌有冲突的建（构）物整修、村内古道修复项目建设，并深挖

历史文化资源，发展观光、研学等产业，实现以用促保。目前

正在推进第十批、第十一批 5 个村建设，新增宁海箬岙村、象

山墙头村、奉化西坞村入选省第十二批历史文化（传统）村落

保护利用重点村名单。

（三）擦亮乡村生态宜居底色。一是强化乡村生态环境智

慧治理。高位推动“甬有碧水”攻坚行动，紧盯重点断面水

质，加快推进 69 个“一点一策”工程，2024 年我市地表水断面

水质优良率持续提升，市控及以上断面水质优良率 98.9%，水

环境功能区达标率 100%；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稳定保持 100%。二是巩固 “三大革命” 成果。实施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提升三年行动，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覆

盖率达 95.4%，出水水质达标率达 99.1%，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率达 88.42%，建成规范化运维农村公厕 2000 座、省级星级公

厕 1000 座。三是强化面源污染防控治理。开展农业面源污染

（种植业）监测工作，全年设定监测区域抽检水质样品 416

份，构建我市农业农村系统种植业源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网络和

评估体系。2024 年新增生态拦截沟渠 5 条，提质增效 17 条。强

化尾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和提升，共设置监测点位 600 余个，

2024 年推进 9 个水产养殖提升模式示范，创建骨干基地 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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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率先建设“1+5+X”生物多样性观

测网络，持续提升宁波（鄞州）城市生物多样性综合观测站、

宁波（象山）海洋生物多样性综合观测站、宁波市杭州湾湿地

生物多样性综合观测站、宁波（北仑）海湾生物多样性综合观

测站，推进海曙区生物多样性综合观测站建设，2024 年新增 3

个省级生物多样性体验地。

（四）持续提升乡村风貌。一是规范宁波乡村建设规划许

可管理。印发《宁波市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规定》，明确乡

村建设规划许可的内容也可以包括建筑风格、外观形象、色彩

等要求。二是开展乡村建筑规划管理技术标准研究。聚焦“农

村村民住宅、农村集中居住区、乡村公共和公益事业、乡镇企

业”四种乡村建筑类型，挖掘“平地村庄、山地丘陵村庄、水

乡村庄和海岛村庄”四种风貌特色类型的不同管控要求，重点

围绕建筑间距、建筑高度等管控内容和建筑色彩、材质等建筑

风貌引导内容进行初步研究。三是推进和美乡村“三大行

动”。2024 年完成农房改造 2.25 万栋、管线序化村 164 个、村

道提升村 237 个，均超额完成省定任务。四是推进幸福河湖建

设。围绕“十廊百河千村”的总体格局，持续推进河湖品质提

升，完成农村水系综合整治527公里，建成幸福河湖特色廊带1

条、市级幸福河湖 31条、高品质水美乡村 77个、“河湖网红”

幸福风情点 80处，发布我市首批 11条幸福河湖水文化精品研学

线路、10 个幸福河湖滨水户外运动场所、11 个幸福河湖水旅融

合景点。



- 5 -

（五）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一是稳妥有序开展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2023 年，我市北仑区、余姚

市和象山县获批开展为期 2 年的入市试点，共入市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 9 宗、面积 46.88 亩、成交金额 3018.3 万元，有力促进

了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增添了动力。二是支持

办理闲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许可。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充

分保障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防止外部资本侵占控制的前提

下，对依法取得、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规则的闲置存量农村集

体建设用地，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办理集体建设用

地许可。三是推动闲置农房盘活。出台《关于深化闲置农房盘

活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召开全市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工作推

进会，开展市级闲置农房盘活特色样板村培育，2024 年全市新

增闲置盘活农房 2634 宗、面积 24.52 万平米，农户增加财产性

收入 5823.45 万元，村集体收益 1630.52 万元。四是大力推动乡

村运营。通过资源要素高效整合、产业业态创新培育、多元主

体协同联动，大力发展各类乡村新业态，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新

动能。目前，全市 91 个行政村通过创新运营模式，成功培育涵

盖村咖、露营基地、研学教育、特色民宿、非遗体验等 634 个

新型经营业态。

二、下步打算

（一）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完善管理制度、加强入户

宣传、推广“定时定点”、更新分类设施等方面，力争到 2025

年底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率 88.5%、农村易腐垃圾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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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占比 28.5%以上、农村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75%以上。指导

镇村持续开展农村公厕建设改造和提档升级，特别是加快改造

功能落后、设施陈旧、有碍观瞻的农村公厕。开展农污治理行

政村 242 个，新增治理农户 7.66 万户，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行政村覆盖率 96%以上，出水达标率 95%以上。推动改造农房

2.25 万栋、管线序化村 65 个、村道提升村 330 个。

（二）加快全域建设幸福河湖。深入实施《宁波市全域建

设幸福河湖实施方案（2023—2027 年）》，持续打造幸福河湖

建设标志性成果。聚焦幸福母亲河、高品质水美乡村、15 分钟

亲水圈等幸福河湖建设重要载体，在建设成果可感可及、群众

收获幸福感安全感方面走出新路。2025 年计划完成农村水系综

合整治 150 公里，建成幸福河湖廊带 3 条、幸福河湖 25 条，新

增城乡亲水节点 50 处、水上运动场所 10 处。

（三）激活乡村运营内生动力。厘清多元运营主体权责边

界，提炼推广不同类型的成功经营模式。持续实施“乡村 CEO

培育计划”，引进培育懂乡村、通市场、会经营的复合型运营

团队，深挖乡村资源特色推动乡村运营，2025 年计划新引育乡

村 CEO 60 名。建立动态项目招商库，开展运营“相亲”、招商

引资等活动，促成村集体、运营团队、业态经营主体对接合

作。

感谢贵界别对我市“三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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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

                                   2025 年 6 月 23 日

（联系人：张雷  联系电话：89186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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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办公厅、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住建

局、市水利局。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2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