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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探新路 保护重民生
省自然资源厅推进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纪实

张卉卉 路雄英 郏恬甜

保障探新路 保护重民生
省自然资源厅推进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纪实

张卉卉 路雄英 郏恬甜

三衢山脚下的龙游县模环乡士元实验区三衢山脚下的龙游县模环乡士元实验区，，空气清新空气清新，，远山苍翠远山苍翠，，近处葱茏近处葱茏，，农家乐农家乐、、民宿散落于修竹茂林间民宿散落于修竹茂林间，，带火了乡村游带火了乡村游，，农旅融合发展助农旅融合发展助

民增收⋯⋯谁能看出在几年之前民增收⋯⋯谁能看出在几年之前，，这几个村还是经济相对薄弱村这几个村还是经济相对薄弱村，，是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是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让让““望得见山望得见山、、看得到水看得到水、、记得住乡记得住乡

愁愁””的的““田园梦田园梦””在这里逐步变为现实在这里逐步变为现实。。

念好新时代念好新时代““山海经山海经”，”，加快推进山区加快推进山区2626县高质量发展县高质量发展，，是浙江缩小地区差距是浙江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均衡发展的关键所在实现均衡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巨大潜力所在也是巨大潜力所在。。

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省自然资源厅紧紧立足乡村振兴等战略主阵地省自然资源厅紧紧立足乡村振兴等战略主阵地，，通过空间治理和资源要素保障通过空间治理和资源要素保障，，打造更加均衡发展的空间打造更加均衡发展的空间，，全力助全力助

推我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我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成就了一个个类似模环乡这样成就了一个个类似模环乡这样““业兴村强民安业兴村强民安””的美丽家园的美丽家园。。

政策加持
保障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有限的发展空间
始终是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制约。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
要当口，省自然资源厅聚焦土地要素精准高效
配置，积极创新自然资源要素供给，通过全力
保障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用地，发挥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在推动生产要素集聚、促进城乡和区域
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支撑作用，为全省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强大的自
然资源要素支撑。

“为支持山区 26 县高质量发展，我省专门
降低了山区26县省重大产业项目的申报标准，
单列指标，允许山区26县示范类制造业项目预
支用地指标。”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说，从
去年至今，我省共奖励山区26县省重大产业项
目用地计划指标4250亩，让空间资源优势转化
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新动能。此外，我省大力支
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根据国家部署稳
妥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进一步强化
乡村振兴和民生工程用地支持。

山海呼应，协作力量转化为发展能量。
为统筹保障山区 26 县“双向飞地”空间需求，
由省级统筹安排每县（市、区）“产业飞地”
1500 亩建设用地规划指标，纳入各地城镇开
发边界集中建设区，并由省级统筹保障 750
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省自然资源厅要
求各地在“三区三线”划定和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工作中确保落实“产业飞地”园区用地
空间，同时，积极鼓励省内其他地区到山区
26 县设置“创新科技园”“产业合作园”等，通
过产业引入、资金投入、技术输入等方式进
行“输血”，推动山区 26 县依托资源禀赋优势
实现特色发展。

浙江是海洋大省，“双碳”背景下，各地抢
抓海上风电、光伏等发展机遇，项目用海需求
急剧增加。今年4月，省自然资源厅出台了《关

于推进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的通知》，探
索海域管理从“平面”到“立体”的转变，有效破
解用海制约难题，加强海域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

这也为山区 26 县中拥有海洋资源的县市
迈向共同富裕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文件
印发后，三门县立即上报了要求在三门核电温
排区实施光伏项目立体分层设权用海的请
示。“由于此前已被确权，按照以往政策无法进
行二次利用，如今有了政策支撑，能大大加快
推进光伏项目建设。”三门汇核新能源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说。

实招护航
激发强村富民新动能

将重大项目向生态敏感、资源丰富地区倾
斜，将争取到的中央资金重点投入山区 26
县。生态修复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绿色产业
拉动致富增收，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
态修复、驻村规划师下乡等项目的实施，正是
省自然资源厅助力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
要引擎。

士元实验区曾是一片荒芜的土地，龙游县
以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为切入
点，全面实施垦造工程，成功吸引了正大集团
落地，有力带动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民增收。引
进温氏集团现代化的种鸡孵化养殖和肉鸡屠
宰加工基地项目，建成后，可解决劳动力就业
1000余名，实现产值9亿余元。

位于浙江省开化县东部的下淤村，关停
制砂厂、养殖场、红砖厂，按照山水林田湖草
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要求，统筹
全 域 规 划 ，注 重 综 合 治 理 与 产 业 发 展 相 结
合，由落后村蝶变成现在的 3A 景区村、中国
十大美丽乡村和国家旅游局首批命名的乡村
旅游模范村，以生态修复带动经济收入，实
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双向
转换。

据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
年，我省还将重点打造“11350”工程，即投资 1
个三百亿、1 个一百亿、3 个五十亿、50 个十亿
级体量的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工程，计划总投资达1332亿元。

乡村振兴，规划先行。如何建立一种长效
机制，通过专业技术力量引领，让乡村规划、乡
村建设更加科学合理，真正实现强村富民、共
同富裕？

去年底，我省正式启动省级驻镇村规划师
制度，招募专业人才，为乡村发展提档升级。
首批110支驻镇村规划师团队目前已奔赴各自
结对的 114 个乡镇（街道），为乡村规划管理提
供专业咨询、技术把控、沟通协调等服务，助力
乡村共同富裕。

丽水龙泉红星村地处浙闽边界，生态绝
佳，但交通不便，是浙江省重点革命老区。

“我们每年能吸引不少党建、团建游客，
可村民却赚不到什么钱。”听村干部谈起乡
村振兴面临的问题，驻镇规划师季薇开门见
山：“ 红星村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但缺乏特
色精品项目，再加上接待能力弱，游客没有
消费场景，怎么带动村民增收呢？”

深入考察后，季薇提出了上马互动体验类
项目的建议，而这也得到了村民热烈响应。“接
下来我们会定期驻镇完善红星村村庄规划，后
续的运营也会持续跟进。”

在江山市李坪村，规划师从规划角度为该
村红糖全产业链发展谋划了空间布局，助力

“农业、农村、农民”三者形成良性循环。当前，
李坪村正按照规划目标有条不紊地施工。看
着村庄一天天变样，村党支部书记李勤打心眼
里高兴。

民之所向
打造宜居美丽新家园

安全稳定是最基本的民生，是共同富裕的
前提。

浙江 70%以上为山地丘陵，是我国地质灾
害易发、多发省份之一。山区26县大部分地质
灾害隐患点分布在偏远山区。

海拔 1000 多米的遂昌县高坪乡高坪村，
原本是遂昌县一个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那
时，村里 96 户人家一直散居在高山上，居住
条件差，生产生活很不便利。后来，受到地
质灾害威胁的 32 户 108 人避让搬迁到高坪
新村。

如今，高坪新村道路水电、文化礼堂等基
础设施配备齐全。依托高坪乡“万亩杜鹃”等
旅游项目，每年接待游客约 20 万人次。村里
90%农户还入股遂昌县里高农产品合作社，农
户人均收入大幅提升。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省持续实施
地质灾害避让搬迁工作，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截至目前，山区26县共实施地质
灾害避让搬迁项目 2576 个，搬迁 26923 户、
88094人，地质灾害风险得到有效降低。

共同富裕不光是物质上的富裕，优质的生
态资源也要大家共享。

灰白色的石灰石，一直是常山县辉埠镇最
耀眼的资源“明星”。上世纪80年代以来，石灰
石产业飞速发展，成为辉埠工业的“顶梁柱”。

“大家靠山吃山，基本都靠这满山的石灰

石生活。”辉埠镇宋畈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汪土福说。由于资源长期无序开采、粗放利
用，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过去“晴天一
身灰，雨天一脚泥”，飞扬的尘土和污染的碱性
水严重影响了百姓的生产生活。

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逐渐深
入人心，常山县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关停 165
孔石灰立窑、201 条石灰钙加工生产线、16 家
轻钙企业、清理煤渣 100 万吨。人居环境得到
有效改善，真正实现了天更蓝、水更绿的治理
效果。通过关停传统污染产业，辉埠累计腾
出能耗空间 48 万吨标煤，为新兴产业扩容提
质腾出了发展空间，工业转型升级之路正当
时。

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聚焦城乡融合共富
共美，推动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浙江省自
然资源厅一直在行动。发挥“空间治理和资源
要素保障”关键作用，推动省内山区 26 县高质
量发展，实现全省人民共同富裕，浙江省自然
资源工作一直在路上。

（本版图片由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提供）

天台县永久基本农田

淳安县下姜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后，富美城乡入画来。淳安县下姜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后，富美城乡入画来。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后的开化县下淤村 “蓝湾整治”后的温州苍南沿浦湾“蓝湾整治”后的温州苍南沿浦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