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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城市化是镇海的发展主线。20
年间，镇海的城镇化率从 2002 年的 53.4%，快
速提高到2022年的91.1%。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破解“千
村一面、村城一面”问题，打造“看得见山，望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成为摆在镇海
面前的时代命题。

立足城乡空间布局优化的现实需求，镇海
坚持规划引领、久久为功，因地制宜推动“千万
工程”建设。从 2003 年开始，镇海建立党委统
一领导、政府负责、农业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
的工作体制。以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为抓
手，镇海整体优化山、水、林、田、路、房“六度空
间”乡村形态，严格保护农业生产空间和乡村生
态空间。

“根据不同村庄的特点，制定个性化的发展
规划，才能打造更多有特色、有亮点、有生命力
的精品村。”镇海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镇海健全“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实用
性村庄规划”体系，推进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

划编制。
近日，一条别具一格的横溪乡味幸福路，

成为九龙湖村的又一道风景。依托改造提升
的九龙湖景区，2005 年开始，九龙湖村农家
乐发展蔚然成风。

从规划入手，对农家乐和公共节点进一
步对提升美化。2020 年，九龙湖镇邀请乡
贤对该村农家乐和公共节点开展“点单式”
服务，开展艺术振兴乡村改造。近两年，九龙
湖村更以“未来乡村”创建为契机，以“精特
亮”创建为抓手，建设“唐风竹韵”横溪特色街
区、孟家花海等文旅项目，重塑乡村特色风貌。

去年，九龙湖村还成立了横溪农家乐“共富
工坊”，开设了农家乐直播间。依托党建联建机
制，九龙湖镇已发展 11 家“共富工坊”，培养了
一批乡村振兴带头人。

九龙湖村是一个缩影。从合格村、示范村，
到景区村、精品村，再到和美乡村、未来乡村，镇
海持续迭代升级，提升村庄颜值。2015 年以
来，镇海共建 4 个省级美丽乡村示范乡镇，8 个

省级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1 个省级历史文化
（传统）保护利用示范村，获评 2022 年度全省
“千万工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工作优胜县。

“一村一规划”破解“千村一面”

作为工业强区，镇海的工业占 GDP 比重接
近70%。

在产业比重不高、发展规模受到土地等要
素制约的背景下，如何做深农业产业兴旺大文
章？

一颗小番茄，就折射了镇海的农业转型之
路。

紧依着万弓塘河，一条宽敞笔直的沥青路
面，串起两边的成片稻田和整齐的水果番茄种
植大棚⋯⋯在总规划面积 1.23 万亩的镇海南
岚湾现代农业示范园，今年投用的智能连栋大
棚，已经产出了头一季水果番茄，这里也一跃成
为镇海水果番茄最集中的产区。

立足本地特色优质农产品，“千万工程”实
施以来，镇海探索“绿色、美丽、高效”的都市农
业产业发展之路，形成了水果番茄、草莓等优

势产业。
目前，镇海精品水果番茄种植面积已发展

到1500余亩，年产量5000余吨，产值1.2亿元，
成为地域特色农产品品牌。在今年的浙江“农
业之最”番茄擂台赛中，“镇蜜”系列水果番茄共
计获得奖项4个，位居浙江全省第一。

“强村富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归宿和落
脚点。“千万工程”实施以来，镇海稳步开展强
村富民行动，推进村级集体经济巩固提升三年
行动，入选全省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典型案
例。

目前，镇海区43个行政村农村集体经济总
收入平均达606万元，经营性收入310万元，均

居宁波市第二。镇海还在宁波市率先实现经营
性收入50万元以下行政村清零。

春观油菜、秋看稻浪，还可品一杯乡村咖
啡，体验一次稻田捕虾⋯⋯在九龙湖稻海粮仓，
一片3000余亩的农田，玩出了新花样。这个集
粮食生产、生态农业、田园文化、乡村旅游为一
体田园综合体项目，在保障粮食安全生产的同
时，发展“稻虾共生”的立体农业。2022 年，共
进行稻虾共生种养植 51 亩，亩产澳洲小青龙
120 斤，实现亩均收益近 10 倍提升。依托“花
海”“稻海”集聚效应，当地还建设露营基地、鱼
米香农场等，鼓励带动周边村民开设咖啡馆、农
家乐等“庭院经济”，实现村民家门口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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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风海韵中观滨海气魄，山水田园间显江南灵秀。

“千万工程”实施20年间，一份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的“镇海答卷”在雄镇大地徐徐铺展。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中，近郊乡村发展如何留住乡味、锁住乡愁？

在工业经济唱主角的产业形态中，农业如何有可为、有作为？

在“城中有乡、乡中有城”的城乡格局中，城乡如何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

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中，破解发展之困、释放发展活力、增强发展动能。把“千万工程”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牛鼻子”，镇

海区紧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主题，聚焦“全面融合、共同富裕”主线，以“和美”要义深化“千万工程”，全力开创“千村示范、万村共

富、全域和美”新格局。

镇海地域面积不大，但是拥江揽海、山

水林田湖兼而有之。自然资源禀赋加上城

市近郊优势，让镇海乡村美丽经济近年来

大放异彩。

美丽经济的底基，是“千万工程”背景

下，美丽乡村的加速蝶变。从推进农村污

水、垃圾、厕所“三大革命”，到提档升级的

景区村、精品村建设，再到如今“精特亮”的

建设塑韵添彩，镇海逐步形成了“一村一

品、一村一韵、一村一景”乡村新格局。

沿山村的“村咖”、永旺村的休闲公园、

秦山村的露营基地、横溪村的农家乐⋯⋯

“小而美”的美丽乡村，正在激活美丽经济

“大流量”，而镇海也在有意识地通过精品

线、共富示范带等建设，让美丽经济的流量

效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乡村发展效应，带

动全域乡村振兴。

“小而美”
激活“大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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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年城市化建设，镇海已经崛起成为宁波主城区北部
中心，多数乡村的形态，也从传统独立村落，向城郊型、近郊型
乡村转变。

如何与时俱进适应乡村发展形态的新定位、新需求？按照
“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近年来，镇海
立足城郊型、近郊型乡村的发展特点，做好城乡融合大文章，为
城郊、近郊乡村发展蹚出新路子。

跳出农村建农村。秉持城乡融合的发展理念，镇海强化
点、线、面协同推进，在乡村各点出彩的基础上，串珠成链、连线
成面，推动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要素资源流动互通，构建城
乡发展融合新格局。

前不久，在镇海九龙湖畔的“网红村”汶溪秦山自然村，汶
溪历史文化馆正式开馆，成为镇海区第一个落成的村级乡村博
物馆。

临湖书吧、草坪露营基地、插花艺术馆⋯⋯近年来，在区镇两
级的指导下，汶溪村加快发展步伐，高效整合闲置资源，从农业为
主的单一经济到农文旅融合一体发力，从自给自足的偏僻小村蝶
变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成为了镇海乡村振兴的典型之一。

以“网红村”为代表，农村颜值提升的“面子”，正成为带动
农民增收的“里子”。农民从过去的“卖农产品”“卖劳力”，到现
在的“卖风景”“卖体验”，当地催生出了“露营+体育休闲”“美丽
乡村+花海”“民俗文化+农耕”“农田采摘+田园”等融合发展新
业态、新模式。

2022 年，镇海乡村旅游人数同比增长 20.9%，乡村旅游收
入同比增长近 7%。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 2003 年的
2.2缩小到2022年的1.724。

以资本、人才、技术为代表的要素流动，是实现乡村长远发
展的关键。聚焦重均衡、破壁垒，镇海还以模式创新推动要素
下乡，加快打通城乡融合痛点堵点。

探索农村经营模式创新，镇海建立多元主体投资、专业团队
运营、利益联结紧密的村庄经营模式，推广镇村联建、村企结对、
抱团发展等方式方法，大力推进闲置农房激活利用。如永旺村充
分利用“科创后花园”的区位和环境优势，引进乡伴集团运营，打
造以“野与望”为主题，集多彩花海、双创漫居、共享创业、特色民
宿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项目；九龙湖村由政府牵头搭建中大型
景点、网红打卡点，利用景点的人气人流优势，发动鼓励周边村民
改造民居民房发展餐饮和休闲配套，形成人气聚集和产业聚集。

田畴织锦绣，沃野绘新景。当前，镇海正持续深化“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努力打造近郊型“都市田园，和美乡村”，为
宁波争创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样板夯实县域基础。

蹚出“近郊乡村”发展新路子

镇海澥浦镇十七房村重塑镇海澥浦镇十七房村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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