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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朱凤娟

2014年6月19日，莫干山镇黄芽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沈云鹤与其他9位种养大户、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一道，高高兴兴地拿到了德清县首批农

村土地（林地）流转经营权证。“这下经营权证也可以抵押贷款了。”一位农林部门工作人员这样对种养大户们说。

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盘活农民资产，真正实现了“死产变活权、活权生活钱”。如今，这场在浙江全省农村展开的以产权为核心的农村改革，

正在不断唤醒农村的沉睡资产，全面改变着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美丽乡村建设，归根到底是要实现农民富起来、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关键要靠改革。只有以改革引领、支撑美丽乡村建设，深入推进农村

综合改革，有效盘活农村资产资源，通过改革增加农民收入，才能切实提高农民幸福感；只有以改革引领，充分调动农民美化家园、创业致富的积极

性，使青山绿水源源不断地为农民带来金山银山，才能使美丽乡村建设真正为农民带来美好生活；只有以改革引领，引导农民适应生产生活方式的

大转变，让浙江广大农村“由内而外”地美丽起来，才能深入呈现乡村的活力、富足与底蕴，使美丽乡村建设真正从1.0版本跨越到2.0时代。

2011年，浙江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为农村改革试验联系点，率先探索缩小城乡差距、加速农村发展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创新。

今年是我省全面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建设美丽乡村的第十二个年头，美丽乡村建设已经进入“扩面、提升、深化”的新阶段，坚持以改革为

统领，按照改革赋权、转型强农、治水美村、惠民增收的总要求，大力推进农业发展方式、乡村建设方式、农民增收方式和基层治理方式，着力健全城

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我省美丽乡村正在完成从“局部美”向“全面美”、“一时美”向“持久美”、“形体美”向“人文美”、“几村美”向“村村美”、“建设

美”向“服务美”的升级提升。

日前，衢州市柯城区启动了今
年第二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
程。该区创新设计单位、建材供应
单位、施工单位、管理单位优选机
制，让企业切实树立起“做得好多
挣钱、做得慢少挣钱、做得差要淘
汰”的观念。创新机制，让柯城区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顺利推进。

而这只是全省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中创新工作思路、健全体制机
制的一个典型缩影。五水共治，治
污先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美
丽乡村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五水
共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难点，更是
当前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污
水治理，必须要用改革的办法和法
治的方式深入推进。

这不是一场“轻描淡写”、“描
红绣花”的走过场，而是一场“集中
力量”、“重拳出击”的攻坚战。从
完善工作突破机制开始，省农办根
据“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重
点突破法，坚持问题导向，找准矛
盾主要方向，集中力量，抓住牛鼻
子，发出了铁腕治水的最强音。

从 2014 年起，全面启动全省
有治理任务的 83 个县（市、区）的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力争用
3~4 年的时间，新增农村生活污水
全面治理村 8209 个，新增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扩面改造村 12968 个，
新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受益农户
448 万户，使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村覆盖率达到90%以上、农户受
益率达到70%以上。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一项系
统工程，是一项急事、难事，为了更
好地科学编制建设规划、合理安排
建设时序、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各地
还创造了衢州市“七统一”机制、余
杭区“四统四分”模式、龙泉市“五个
一”机制等做法和经验。除此之外，
余杭区、象山县、洞头县、柯城区、嵊
泗县、黄岩区、云和县等也成为贯彻
落实省委主要领导就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要确保“推进速度”和“建设质
量”并重批示精神的排头兵。

对农村环境来说，水清百清、
水浊百浊。通过污水治理，持续改
善农村生态，把农民群众反映最强
烈的环境脏乱差问题作为村庄整

治建设的突破口，与时俱进地丰富
整治建设内容。

全省各地积极改革农村垃圾
处理方式，全面推行“户集、村收、
镇运、县处理”的农村垃圾集中收
集处理模式，在全面推进农村垃圾
集中处理全覆盖的基础上，积极开
展“分类分拣、源头追溯、定点投
放”的试点，推进农村垃圾减量化、
无害化、资源化；环境是“创”出来
的，更是“管”出来的。各地相继建
立农村卫生长效保洁机制，完善政
府主导、集体与农民共担的保洁经
费筹措机制，推行“村集体主导、保
洁员负责、农户分区包干”的常态
保洁制度，着力保持庭院、村庄、道
路、河道等洁净状态；针对初期“走
过十几个垃圾村才见到一个新农
村”的局面，推动农村环境整治由
点状向线状和块状拓展，按照“统
一规划、联合整治，城乡联动、区域
一体”的要求，全面开展高速公路、
国道沿线、名胜景区、城镇周边的
整治建设和整乡整镇的环境整治，
大力实施“四边三化”和农村“双
清”行动。

重整山河：村庄整治从全面普惠向重点攻坚转型

“这次用综合产权抵押贷款，
不用像以前那样到处求人担保，
一年利息还能省下近 2000 元。”
刚刚拿到 28.5 万元贷款的浙江省
嘉善县姚庄镇展幸村村民徐娟
说。“农民拿着产权证，就能进行
综合产权抵押融资。资金不用
愁，创业有奔头。”正如农办相关
负责人所说，不从根源“破”，就无
法真正“立”。

当前，做好“三农”工作关键是
坚持以改革为统领，通过改革赋权
转型强农，以明晰产权激发农民积
极性，加快让农业强起来、农村美
起来、农民富起来。

建立健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
体系，探索农村产权流转实现途
径，积极稳妥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使用权、农民住房财产权、集
体经济股权等流转交易，不断增进
农民财产权益。创新集体经济经

营形式，依托景区景点、集体物业
等载体，采用土地入股、资产入股
等形式，广泛开展“村庄经营”，使
门票、租金等成为其重要收入来
源。

美丽乡村需要产业支撑，美丽
乡村建设也催生了一大批美丽产
业。各地创新经营体制，优化金融
服务，着力构建美丽乡村建设“美
丽成果”转化为农村经济发展“资
本优势”的体制机制，推动高效生
态农业和休闲旅游、民宿经济、运
动养生、物业租赁等美丽产业加快
发展，努力形成“美村”与“富民”互
促共进的局面。各地运用“五水共
治”成果，亲水型经济风生水起；围
绕美丽乡村风景带的打造，发展运
动经济；围绕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
用，文创经济悄然兴起。东海离
岛、钱瓯源头、运河之畔都呈现了
运动经济、养老经济、民宿经济蓬

勃发展的势头。
借美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充

分利用村庄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
带来的优美环境，配套建设休闲旅
游设施和景点，开展吃农家饭、住
农家屋、享农家乐等活动，举办农
事节庆、农业体验、开心农场等项
目，推动农家乐休闲旅游业加快发
展，形成了以重点景区为龙头、骨
干景点为纽带、农家乐经营户为基
础的生态旅游业发展格局，带动了
农产品生产销售和农民就近就地
就业。

借势培育农村新型业态。不
断发掘美丽乡村建设成果的经济
价值，把生态良好的潜在优势转
化为产业发展的现实优势，坚持

“规划、建设、管理、经营、服务”
并重，发展山水养心、绿色保健等
养生经济，运动探险、拓展训练等
运动经济，寻根探史、写生摄影等

文创经济，农房出租、会堂入股等
物业经济，产品直销、电子商务等
商贸经济，来料加工、旅游品加工
等劳务经济，培育了一大批“美丽
产业”，形成了“能人广泛创业带
动农民充分就业”的普遍增收格
局。

借力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充
分利用村庄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
带来的发展机遇，着力开辟集体经
济发展的新路子。打造美丽乡村
的村级景区，发展乡村旅游的配套
服务业，使门票和服务收入成为集
体经济的重要来源。依托中心村
培育和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建设标
准厂房、商业用房、民工公寓等集
体物业项目，拓展集体经济发展空
间。出台经济薄弱村发展集体经
济的扶持政策，帮助经济薄弱村在
中心镇、中心村、工业区异地发展
物业经济。

赋权活农：产业富民与美村富民完美结合

以民为本、不断满足百姓
期待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出发
点。12 年前，“千万”工程始于
农民对美好村容环境的期待，
12 年来，每个项目、每项改革，
听取农民建议，尊重农民选择，

“农民是美丽乡村的主人”。在
改造农村人居环境的同时，横
亘在城乡之间的无形之“墙”逐
渐被推倒，农民富得长久、农村
美留得住的长效机制正在形
成。

新一轮改革，就是要推动
资源要素向农村倾斜，让基本
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均等，农民
市民同待遇。

按照“让村里人像城里人
一样全面享受公共服务和生活
便利”的要求，大力实施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全面
构建以县城为龙头、中心镇为
节点、中心村为基础的城乡一
体化公共服务体系。把中心村
作为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的基
础平台，以周边 3~5 个行政村
为辐射带动范围，整合资源建
设中心村综合服务中心，推动
教育培训、劳动就业、医疗卫
生、社会保障、科技推广、文化
娱乐、商贸金融等服务向农村
延伸，基本形成了农村 30 分钟
公共服务圈。美丽乡村正逐步
成为城市的后花园，城市、乡村
越来越趋于一体。

特色是美丽乡村的生命，
文化是美丽乡村的灵魂。改革
完善特色彰显机制，推动由注
重外在美向外在美内在美并重
转型。美丽乡村建设中，坚持
建设与保护、培育与传承相结
合，更加凸显了我省农村乡村

气息和自有个性。
桐庐环溪村在环境整治基

础上，围绕溪流做文章，投入
1000 余万元，沿溪打造了一条
800 米长的乡土气息浓郁的民
俗风情长廊，设立民俗展览馆、
手工艺展示等景点，全域景区
展示着原汁原味的江南农居文
化；德清县在城市化进程中，没
有按照“城里人”的标准向农村

“输出文明”，而是充分尊重农
村古已有之的建乡贤祠传统，
在各村全面推行既有时代精
神、又契合乡村认知的“和美乡
风馆”建设，成为新时代的“乡
贤祠”。

以文为魂，强化历史文化
村落保护利用，变“文化荒岛”
为“溯宗之地”。各地通过保护
利用历史文化村落，挖掘当地
特色文化，让传统建筑焕彩、民
间故事复活、龙飞凤舞显灵、地
方剧种走红、传统美食扬名。
同时通过村村“种文化”活动，
新田歌、农家戏、农民画⋯⋯每
个村都红红火火，实现原生态
传统村落和现代化文明理念的
深度融合。

以人为本：
城乡一体从表到里实现真正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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