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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的年轮跨过十年，绍兴自
然资源系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精彩篇
章。

十年间，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
作，绍兴加大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修
复，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项目审批、不动产服务提

速，昔日废弃矿山化身“城市后花园”，
“田成方、渠相连、村变美、业兴旺”的
美丽田园渐成现实。

十年踔厉奋发，在“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引领下，绍兴城市引
擎从“旧动能”转向“新动能”，赋能高
质量发展新格局。

空间规划是城市发展的指南，十年
征途中，绍兴有了振奋人心的目标——
全力打造高水平网络大城市。

千年古城与网络大城市相逢，会迸
发出怎样的能量？5 个关键词一探究
竟：“创新之城”“开放之城”“生活之城”

“品质之城”“善治之城”。
在科学划定“三区三线”的基础上，

绍兴市的空间结构有了更精准的谋划，
明确构建“一核六心多节点”的网络大
城市空间结构，同时强化内聚外联，对
内推动市域一体协同，加快越城（滨海
新区）、柯桥、上虞三区相向融合。此
外，依托片区特色优势、明确片区功能
定位，绍兴梳理出近期将重点建设的
82 个片区，以基础设施片区化为特色，
全面推行面向未来城市的开发建设管
理模式。

智慧化服务也是网络大城市的应

有之义。2022 年起，绍兴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积极推进上虞区“码上有地”
等 4 个列入全省首批数字国土空间试
点项目的建设，集成了一批富有绍兴特
色的多跨空间治理类场景。积极开展
省域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 2.0 绍兴节
点建设，建立“多规合一”的全新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

新目标之下，绍兴焕发出新气象。
目 前 ，绍 兴 重 点 片 区 建 设 完 成 投 资
346.6 亿元，未来社区建设完成投资
103.27 亿元，未来乡村建设完成投资
9.03亿元，城乡风貌样板区建设完成投
资 26.71 亿元⋯⋯这些数据，见证着绍
兴高水平网络大城市建设的坚实足迹。

不久前，《绍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2021—2035 年）》也正式向公众征
求意见，绍兴的未来有了更大的想象
空间。

高水平建设网络大城市 优化空间布局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十年
间，绍兴谱写出了以严守耕地红线、
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为主题的主
旋律。

2018 年 10 月，绍兴在省内率先提
出在全市域建立实施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田长制”。2021 年 4 月，绍兴市永
久基本农田田长制模式还获得自然资
源部通报推广。此外，绍兴还建立市、
县、乡、村四级“田长制”责任体系，一
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耕地智保”场
景全面贯通应用，以数字化改革为契
机，通过“人防”+“技防”塑造耕地保护
新格局，进一步拓展了耕地保护方式，
打通了守护“饭碗田”的数字化渠道。
截至目前，全市安装 1263 个铁塔高位

视频监控，配备 5400 余名田长和巡
查员。

在卫片图斑核查上，绍兴一马当
先。据了解，绍兴把卫片执法工作作为
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的
重要抓手，构建全省首个以部卫片图斑
为重点、年度变更调查图斑为补充、市
级月度卫片图斑为基础的“天巡网”，为
耕地保护上了一把锁。

守住耕地红线的同时，还要持续提
升耕地质量。绍兴全力推进永久基本
农田集中连片整治，截至目前，绍兴共
立项实施41个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
整治项目，预计形成集中连片耕地面积
8.61万亩，推动了永久基本农田“小田”
变“大田”。

扎牢耕地保护红线 坚持防治并举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十
年间，绍兴以生态绿廊建设、矿山生态
修复、土地综合整治、林业产业提升等
为抓手，全力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
乡村振兴，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积极推动生态绿廊建设。绍兴高
度重视森林湿地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
地建设发展，明确提出“营造‘稽山鉴
水’最美大花园”。森林覆盖率稳步提
升、成功创建全国森林城市，会稽山国
家森林公园、鉴湖国家湿地公园（试点）
顺利获批，全市 29 处自然保护地整合
优化基本完成，会稽山、天姥山成功入
选全省名山公园。“绍兴会稽山古香榧
群”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十年来，绍兴开展
国土绿化造林超 36 万亩，完成森林质
量提升上百万亩，为高质量建成森林绍
兴筑牢生态基础。

持续开展矿山生态修复，为大地
“疗伤”。2012年以来，绍兴市从“四边
三化”矿山生态环境治理行动，到废弃
矿山修复提升，原本裸露在外面的废弃
矿山，如今都披上了绿衣。十年来，投

入资金约 6 亿元，共修复废弃矿山 227
个，修复面积近911万平方米。

全力推进土地综合整治工程。针
对 2023 年省两会上新提出的“十大工
程”，绍兴积极响应，全力打造土地综
合整治“绍兴样板”。在浙江首批跨乡
镇开展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名单上，绍
兴越城区东湖街道等2个街道、越城区
东浦街道等2个街道、柯桥区柯岩街道
等 2 个街道和新昌县南明街道等 3 个
街道（乡）的 4 个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入
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一。通过这 4 个
试点项目的“头雁效应”，预计腾挪建
设空间 3521.77 亩，可新增永久基本农
田面积178.55亩。

不 断 加 快 培 育 各 类 林 业 产 业 。
2015年起，绍兴立足现代林业园区，坚
持特色主导产业，多措并举加快林业品
牌培育及标准化建设，持续提升林业产
业化进程。仅 2022 年，绍兴创建省级
森林人家 14 家，省级森林氧吧 12 家，
省级龙头企业 3 家，省级康养基地 3
家，省级林业特色产业强镇 1 家，冠军
香榧还获得首批浙江省优质林产品“浙
山珍”公用品牌授权。

坚持生态保护修复 推动绿色发展

这些年，绍兴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向土地要生产力，实现了保障
发展与保护资源的双赢。

2013 年，国土资源部第二届国土
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市）表彰会在绍
兴顺利举行，绍兴作为浙江省唯一的全
国首批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市受到
表彰。所辖的柯桥区（原绍兴县）、诸暨
市、新昌县也先后被评为全国国土资源
节约集约模范县（市），其他 3 个区、县

（市）也都成功创建为省级国土资源节
约集约模范县（市），实现了国家、省国
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市）创建全覆
盖。2023 年 1 月，诸暨市被自然资源
部认定为全国首批自然资源节约集约
示范县（市）。

在项目准入上，绍兴拉高了自己的
底线。2013 年，绍兴开始实施项目准

入，原则上只向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供地，停止向传统行业供地，并
建立市区非战略性产业审查联席会议，
促进了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2018
年，绍兴进一步推行企业投资项目“标
准地”改革，在全省率先建立“12345”
标准，即工业项目容积率不得低于1.2，
亩产税收 30 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强度每亩达到400万元以上，亩均产值
达到 500 万元以上，进一步提高土地

“含金率”。
激活土地利用率，也是绍兴走节约

集约之路的关键一招。从 2017 年起，
绍兴在全省率先开展“四未一低”土地
消化利用，全市共消化批而未供土地
58603亩，处置闲置土地5004亩，开发
利用拆而未用土地 8879 亩，消化利用
用而未尽土地2746亩。

推进节约集约利用 向土地要生产力

办事效率的高低，某种程度代表着
一个地方营商环境的好坏。

从 2016 年“最多跑一次”改革，到
目前的数字化改革，绍兴积极运用数
字化转型成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从“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到“无差别全
科受理”，从“标准地”“承诺制”到实现
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最多 80
天”，从“一网通办”到“一证通办”，从

“网上办”“掌上办”到“全省通办、跨省
通办”⋯⋯

不动产登记不断提质增效。这十
年，绍兴全方位深化不动产登记改革，
打破“信息孤岛”，与税务、住建、公安、
民政、市场监管等不动产登记所需信息
的有关部门全部实现信息共享到位。

“减事项、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间、减费
用”推动构建规范高效、便民利民的不
动产交易登记样本。这些举措帮助实
现一般登记 3 个工作日、抵押登记 1 个

工作日内办结；一般商品房交易登记、
二手房转移登记1个工作日内办结，所
需材料压缩至3件以内，办理环节压减
至1个以内；异议登记、查封登记、抵押
权注销等事项即时办理。

以要素保障助推营商环境再优化、
全力以赴“拼经济”。绍兴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出政策出措施，全力保障绍兴
经济高质量发展。2022 年 2 月出台自
然资源“强保障、优配合、优服务”新政
16条助推扩大有效投资，2023年2月，
又在全省各设区市中率先印发《关于加
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促进经济稳进提
质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以 4 个方面
16 条举措强化资源要素保障，为高质
量发展蓄势赋能。

十年间，不断激发自然资源要素活
力，释放绿色发展潜力，这正是绍兴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持之以恒下的一盘

“大棋”。

打好服务持久战 优化营商环境打好服务持久战 优化营商环境

这十年，绍兴自然资源系统用心激发绿色发展潜力

以自然资源赋能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通讯员 程寅啸 本报记者 余 丽

柯桥区若耶源森林氧吧柯桥区若耶源森林氧吧 （本版图片由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

诸暨市东白湖镇的油菜花田

柯桥区齐贤街道镜湖村田长应用“耕地智保”APP开展巡田工作柯桥区齐贤街道镜湖村田长应用“耕地智保”APP开展巡田工作

新昌县小将林场护林员在开展巡林管护工作新昌县小将林场护林员在开展巡林管护工作

绍兴城市风光绍兴城市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