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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美丽城市最佳案例浙江省美丽城市最佳案例

深入推进美丽县城建设 全面提升城市化质量深入推进美丽县城建设 全面提升城市化质量
浙江省推进城市化工作协调指导小组办公室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全国城市规划建设工
作座谈会议日前在杭州召
开，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国
务院对城市规划建设工作
的高度重视。党中央领导
提出，城镇建设水平，不仅
关系居民生活质量，而且也
是城市生命力所在。会上，
国务院领导指出，做好城市
规划建设工作，对于推动新
型城镇化、有效治理“城市
病”、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至关重要。大力提升城市
规划建设水平，要提高城市
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严
肃性，更好地发挥对城市建
设的调控、引领和约束作
用。

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
份，浙江在改革开放中走在
前列，也是全国城市化工作
的先导省份。1998 年我省
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城
市化战略；2006 年又率先提
出新型城市化战略。省委、
省政府历任领导都十分重
视城市化工作，浙江城市化
工作走出了一条持续探索
实践、不断深化创新的道
路。县城是全省城镇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系大
中城市、小城镇和广大农村
的重要节点和纽带，是提升
县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要加快完善现代新型城镇
体系，促进城市群、都市区、
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
展，必须紧密依靠县城这个
桥梁和纽带。要推进县域
转型发展，促进新型工业
化、信息化、新型城市化和
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县城
是有力的支点，县城强则县
域经济强。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市化纵深发展，县城
无法缺席。促进城乡一体
化发展，县城任重道远。

为此，2013 年末，浙江
省政府召开了加快推进现
代 化 美 丽 县 城 建 设 现 场
会。会议指出，要把县城建
设作为推进新型城市化的
突破口、切入口，依靠县域
经济优势、县域规划优势和
县乡基础优势，扎实推进现
代化美丽县城建设。以提
高县城（含县级市城区）整
体实力，推进县域城市化迈
上新台阶，加大推进一批人
居环境良好、具有江南特色
的现代化美丽县城。加快
现代化美丽县城建设，无疑
是深入贯彻、全面落实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全会，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和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
神，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
入新型城市化工作中，走集
约、智能、绿色、低碳、城乡
统筹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又
一实践；是浙江不断创新，
推进新型城市化、加快推进
城乡一体化的又一创举；是

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和“两
美”浙江的又一抓手。

过 去 的 一 年 中 ，在 省
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下，
省推进城市化工作协调指
导小组及办公室和省建设
厅进一步加强对美丽县城
的指导，省政府办公厅专门
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化
美丽县城建设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明确了下
一阶段美丽县城工作的各
项目标任务。根据《意见》，
浙江的美丽县城建设以“强
化转型、规模适宜、特色发
展、城乡一体”为目标，以提
升县城核心功能、加快特色
发展为重点，加强城乡规
划、建设与管理，改善人居
环境和生态环境，有序推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设
发展特色突出、规划布局合
理、建筑和谐美观、功能设
施齐全、公共服务完善、管
理井然有序、人居环境良好
的具有江南特色、浙江特征
的现代化美丽县城，实现县
城的绿色生态环境美、规划
设计形态美、设施完善功能
美、宜居宜业生活美、社会
安定和谐美。以 2020 年为
目标，致力实现强化县城功
能、改观城镇面貌、优化人
居环境、强化公共服务、增
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五大”
目标。

号角吹响，建设扬帆。
桐庐县在美丽县城建设中
率先发力、亮点突出，经省
政府同意，成为首个被省推
进城市化工作协调指导小
组命名的“浙江美丽县城”；
诸暨市大力推进产城融合，
加快促进县域经济向城市
经济转型；丽水市全市域范
围系统推进，上下合力，出
台政策文件，建立工作机
制；临海注重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注重挖掘文化内涵，
积 极 营 造 宜 居 舒 适 环 境
⋯⋯省推进城市化工作协
调指导小组及办公室加强
对美丽县城建设的指导，制
定美丽县城评价体系，组织
成员单位对口联系，优先支
持美丽县城试点建设，按照
典型带动、重点突破的原
则，在全省开展了“美丽县
城”试点工作。在近日全省
美丽县城建设暨新型建筑
工业化现场会上，确定了第
一批全省美丽县城试点县

（市）名单，分别如下：
杭州市：淳安县
宁波市：宁海县
温州市：瑞安市
湖州市：长兴县
嘉兴市：海宁市
绍兴市：诸暨市
金华市：东阳市
衢州市：龙游县
丽水市：云和县
台州市：临海市
舟山市：岱山县

“县城识别度”是美丽县城建
设的标尺。浙江的美丽县城建设
要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理念，积
极塑造尺度亲切、形象优雅，具有
鲜明时代气息和地域特色的县城
风貌，彰显“诗画江南”独特魅力。

建设美丽县城首先要抓好高
水平规划，要着力提升规划水平，加
快构建美丽县城规划“升级版”。要
充分考虑各地自然条件、山水格局、
产业特色和地域文化，做到不求大
不求全不求洋，但求佳求美求雅，把

握地域和时代核心要素，凸显县城
特色，做到“保山、保水、保自然、保
民风”。注重规划全覆盖，注重“多
规融合”，注重全过程设计，针对薄
弱环节和特色塑造，加快编制配合
防涝防洪规则的地下管线综合规划
和城市整体风貌、城市色彩、城市照
明灯等专项规划。

国务院领导在此次全国城市
规划建设工作座谈会中强调，“要
注重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牢牢把
握地域、民族和时代三个核心要
素，为城市打造靓丽名片，留住城

市的人文特色和历史记忆。同
时，要加强农村建筑风貌管控，做
好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的保护工
作。”省政府《意见》也要求各地在
县城建设中突出文化特色，系统
挖掘地方建筑文化特质和文化基
因，研究梳理地域特色鲜明的建
筑符号、建筑材料和建造工艺，建
设一批体现江南特色、浙江特征
和人文精神的新建筑。通过美丽
城景、美丽路景、美丽水景、美丽
山景、美丽人文景观的打造，提升
县城识别度。

从“千城一面”到“特色发展”

美丽县城不仅要“形象美”，而
且要“功能全”。要一如既往注重
优化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全面
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净化美化
城乡环境。扎实推进“五水共治”、

“三改一拆”和“四边三化”、交通治
堵、雾霾治理等工作。全面提升城
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快推进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加快推进城乡绿
道网络建设。省政府《意见》指出，
到 2020 年，全省县城面貌将有较
大改善，生态环境有根本性改观；
文明素质得到全面提升，形成社会
行为更加规范、社会秩序更加良
好、社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关系
更加和谐、社会大局更加稳定的良
好局面。

功能形象并重，需要更加注
重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生态环
境的保护、城市产业的升级和居

民生活品质的提高。一方面要
加快转型发展。优化提升县城
产业结构，增强承接大城市产业
转 移 、实 现 区 域 协 作 发 展 的 能
力 ，加 快 推 进 县 域 经 济 向 城 市

（都市区）经济转型，增强县城经
济辐射能力。产业是美丽县城
建设的重要支撑，要使产业强就
要加快构建新型产业组织，积极
适应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的
趋势，凸显新兴产业、服务业、小
微企业的作用，走质量型、差异
化发展道路，促进城市转型和产
业转型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
积 极 完 善 基 础 设 施 和 公 共 服
务。加快垃圾和污水处理、饮用
水提质、雨污分流、燃气、电力、
通 信 等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完 善 教
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
服务设施和服务体系，提升县城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水平，
增强县城整体功能。

根据省政府《意见》，到 2020
年，全省县城的产业集聚水平进
一步提升，占县域经济的比重进
一步提升；人均城市道路面积达
到 16 平方米以上，用水普及率达
到 99.5%以上，燃气普及率达到
99%以上；文化、医疗、教育、体育
等设施水平和服务共享能力显著
提升，县城成为县域人口和产业
集聚的主平台。今后 5 年内，全省
县城城市防洪、排涝功能有质的
提升，全面解决城市内涝问题。
到 2020 年，全省县城人均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达到 55 平
方米以上，实现县域内基本公共
服务均衡发展，县域内户口自由
迁移，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
伤、生育等社会保障全覆盖。

从“注重形象”到“功能形象”并重从“注重形象”到“功能形象”并重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进一
步推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后，走
向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成为
新的奋斗目标，浙江的城市化建
设也需要与时俱进更加注重内涵
发展，更加关注城市可持续发展
如何与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相协
调，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提升城市
化质量。而这也正是省政府《意
见》中所着重提出的：

坚持优化发展。以人为本，
合理引导城镇发展规模，加快转
型升级，促进资源要素节约集约
利用，提升县城经济可持续发展
水平。更加注重和改善民生，着
力解决县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

坚持带动发展。统筹协调，
着力统筹城乡规划布局、产业协
调发展、资源要素配置、基础设
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体
制创新，逐步实现县域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建立以城带乡、城
乡联动、一体发展的新型城乡关
系。

坚持创新发展。积极探索，
鼓励县城在户籍、人口、就业、社

会保障、土地管理、城市管理、投
融资、财税、行政区划等体制机制
方面率先创新、先行先试，逐步消
除城市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走改革创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
城市化道路。

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要求各
地更加注重加强县城规划管理。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严格执
行城乡规划修改程序，保持规划
连续性。加强城市设计、完善决
策评估机制、规范建筑市场和鼓
励创新，提高城市建筑整体水平；
更加注重加强县城管理服务。创
新城市管理机制。推进省级层面
城市管理机制顶层设计，完善城
市管理工作协调机构，健全责权
利相统一的城市管理部门，探索
构建管理、执法、服务“三位一体”
的“大城管”格局。提升城市智能
管理水平。推进城市管理规范
化、精细化、智能化，加强县城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础设施
信息共享与服务能力建设。

省政府《意见》指出，到 2020
年，全省县城产业结构显著优化，
特色产业竞争力明显增强，经济

发展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县城万
元 GDP 能耗、用水量明显下降，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高，
单位土地面积GDP在2012年基础
上提高20%。

为保证美丽县城建设持续推
进，省政府《意见》同时强调要加
强城乡规划队伍建设，深入实施

“阳光规划”，强化规划实施的行
政与公众监督，严格查处违法建
设。借鉴美丽乡村建设的成功经
验，要求各地健全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县城建设投
融资体制，鼓励利用特许经营、投
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
引民间资本参与县城公共服务、
市政公用事业等领域的建设与运
营。与此同时，加大改革力度保
障美丽县城建设深入推进：深化
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业转移人
口向县城转移的政策性、体制性
障碍；健全集体建设用地管理政
策，有序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流转；探索农民进城落户后宅
基地的退出机制，保障进城农民
的土地权益和集体收益分配权
利。

更加重视“内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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