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刚刚过去的亚运会期间，遍布
杭州全市域的亚运场馆、钱塘江南岸
的亚运村、亚运公园，成了运动员和游
客们的热门打卡地。杭州这座充满历
史底蕴的城市，不仅展示了亚运健儿
的速度与激情，更在亚运这个国际舞
台上展示了开放包容的胸襟。

“后亚运”时代，杭州如何从规划
和自然资源保障的角度持续“惠民”，
让老百姓继续享受到高品质生活？

为办好民生实事，杭州今年继续
加大力度推进公园规划建设，在城市
公园层面，截至 10 月底，60 个公园已
开工建设，其中43个公园被纳入省民
生实事项目；在郊野公园层面，在市区
选址布局27处郊野公园，县（市）建议
选址布局 15 处郊野公园。杭州还充
分考虑“一老一小”、群众运动健身的
需求，不断把公园建设得更亲民、更友
好，让美丽杭州的底色越来越靓。

随着全市“郊野公园-城市公园-
社区（村镇）公园-游园”城乡公园体系
逐步建立，预计到2035年，杭州将力争
实现“300 米半径范围内可达不小于
2000平方米、500米半径范围内可达不
小于500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目标。

打通规划服务百姓的“最后一公
里”，杭州加快驻镇街规划师覆盖，截至
目前，已公布杭州市第一批、第二批与
第三批共计100个乡镇（街道）驻镇规
划师名单，实现 50%乡镇（街道）驻镇
规划师的覆盖率，驻镇街规划师向具
体编制团队提出建议，协助编制团队
提升方案落地的科学性、合理性，扎实
解决了街道规划专业技术能力不足的
问题。还推出“规划师带您逛公园”系
列视频，着力提升群众幸福感、满意度。

做好政务服务增值服务“加法”，
杭州结合行政审批、不动产登记等重
点领域，进一步内部挖潜，将改革向纵
深推进，合力攻坚创新试点 15 项、改
革试点五大环境11项、获取经营场所

“一类事”改革 3 项，制定《2023 年营
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工作
方案》，完成登记窗口“无差别受理”、
不动产登记“跨城通办”“带押过户”等

创新改革事项。
“我们面向企业、群众、政府各类

服务需求，打造五大智能场景，覆盖
近 80%登记业务，提供 24 小时全线
上、零 费 用、零 资 料 的 便 民 利 企 服
务。”杭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政银协同“抵押全网办”、
新房“交房云办证”、二手房“转移云
登记”和“带押过户”、查解封“智慧云
执行”、营商环境“企业云办理”等场
景的推出，持续提升全市域乃至省域
各地市企业群众登记办事获得感，进
一步优化不动产登记领域营商环境。

守护群众生命线，今年，杭州共完成
70个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实验点，在汛期
到来前就完成了项目施工和设备安装，提
前投入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为亚运安全保
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作用。

“我们会同气象部门联合下发《杭
州市地质灾害雨量监测应用体系建设
实施方案》，力争在明年汛期来临前新
建2500余处雨量监测站，实现全市所
有风险防范区的雨量监测全覆盖。”杭
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杭州正加快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
雨量监测网布局，提升乡镇（街道）、村

（社区）社防在短临极端天气下地质灾
害防范、应对和实战能力。

持续擦亮“清风自然”廉洁文化品
牌，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着力培
育廉洁为民作风，聚焦重点领域和岗
位，坚持“以廉促业”，狠抓“久拖不办、
久攻不下、久议不决”顽疾整治，规范
权力运行，打造担当作为作风,直面群
众利益痛点难点问题，推进农村回迁
安置慢专项治理，努力让被征收人“按
时、安心”得到安置，切实保障回迁群
众权益,开展加快解决群众不动产登
记历史遗留问题专项行动，全市累计
化解群众“办证难”问题2万余套。

放眼“后亚运”，抢抓新机遇、把握
超大城市发展新阶段，杭州将加快构
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强化底线约束，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以更强有力的资
源要素保障推动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
力持续向上攀登。

“后亚运”奋当先 勇立潮头惠民生

聚焦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立足规划

编制攻坚，强化土地要素保障，用勇攀高峰、勇立潮头的自觉，助力杭

州在全省“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恢宏实践中，以头雁姿态做先

行中的先锋，谱新篇中的雄篇。

“好消息，104 国道河庄至衙前段
项目，上报部里通过会审了！”“地铁四
期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批准后，仅用时
10 个月即完成从预审选址、可研初设
批复到征地的各项前期工作，实现首个
项目农转用组件上报⋯⋯”

用地报批，是重大项目落地的核
心要素保障。今年，杭州通过重大项
目、增存挂钩机制累计争取各类新增
建设用地指标 34852 亩。同时，进一
步做好指标配置市级统筹，全年累计
统筹指标 8757 亩，重点向城西科创大
走廊、临空经济示范区以及重大产业
项目倾斜，有效保障重点区域和重大
项目用地需求。

捷报频传的背后，是杭州从年初挂
出规划资源要素保障任务作战图以来
的持续努力，一年来，杭州在规划统领
下高质量做好土地综合整治、“三块地”
盘活、做地保供、重大项目指标筹措等
资源要素保障工作。

《杭 州 市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2021-2035 年）》（以下简称“总规”）
编制工作于 2019 年启动、2021 年草案
公示，“五年磨一剑”，成果已上报国务
院审批。

目前，杭州已经开始谋划“总规”宣
传系列活动，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计划通过‘总
规’成果宣讲，普及国土空间规划基本

知识，全面推广总体规划的目标和各项
要求，切实让‘多规合一’‘底线约束’

‘集约节约’等理念深入人心。”
根据“总规”蓝图，杭州坚持做优主

城、做强辅城、集聚县城、培育重镇，加
快构建“一主六辅三城”多中心、网络
化、组团式国土空间结构，在全省率先
完成上城区、拱墅区、萧山区等 8 个分
区规划和桐庐等 3 个县（市）总规编审
报批工作。

肩负历史风貌保护的使命担当，
对于三大世界遗产和西溪湿地的保
护规划工作，杭州先后编制了《杭州
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杭州
市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
细则》《良渚遗址周边地区景观控制
规划》《西溪湿地周边地区景观控制
规划（修编）》，在尊重历史现状兼顾
合理诉求的基础上，合理释放建设空
间，以智慧和担当引导新的开发建设
符合保护要求，形成和谐视觉氛围，
构筑良好城市风貌。

立足“后亚运”时代持续打造重要
窗口的任务与使命，《杭州市钱塘江堤
防及岸线整体提升改造规划》的编制出
台，则见证着杭州以堤防岸线改造提升
推动沿江生态保护，聚焦钱江两岸堤防
安全提标、空间景观品质，着力构建钱
江两岸与潮共融、与城共生、富春共鸣
的滨水岸线。

规划引领发展 要素保障谋新篇

土地综合整治是改善百姓生产生
活空间的重要手段，通过耕地集中、村
庄集聚，进一步优化城镇布局，可以为
发展“释放”大量宝贵的产业空间，是镇
街、平台统筹土地要素的重要保障。

2023 年，在全省“十项重大工程”
评星中，杭州土地综合整治工程连续三
个季度获评“五星工程”。浙江省2022
年度土地综合整治省级精品工程名单

“出炉”，杭州建德市梅城镇、临安区龙
岗镇大峡谷村等 19 村、桐庐县合村乡
后溪村等3村、余杭区良渚街道良渚村
等 7 村四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
修复工程项目“榜上有名”。

守住百姓的饭碗田，实施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杭州也有了新举措。

今年，杭州将全市耕保量和永农保
护任务分解到 11 个区县、161 个乡镇、
2371个村社的田长，以“人防+技防”的
方式将违法占用耕地行为“扼杀在摇篮
里”。

“安装在铁塔上的探头和电子围栏
‘天上看’，田长和巡查员定时定点‘地
上查’，对责任范围内的违法占耕问题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解决。”杭州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杭州开发了“巡田一本账”，优化了
“巡查打卡点”，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
线。

“要让承担更多耕地保护重任的地
方得到更多资金补偿实惠。”杭州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指出，杭州
创新了耕地保护机制，实行差异化补
偿，突出“绩效”，将资金向种植粮食的
优质耕地和耕地保护绩效好的区县倾
斜，让保护耕地的地方“不吃亏”，以“实
打实”的补偿激励各地更积极主动地做
好耕地保护各项工作。

在矿产资源方面，杭州持续推动绿
色矿山和数字化矿山建设。一方面，推
动绿色矿山质量再提升，以依法开采、
矿区环境、资源开发、综合利用等为重
点开展绿色矿山复核工作，对全市绿色
矿山检查成效“全面体检”；另一方面，
推动数字化矿山建设，按照不同矿种、
服务年限、开采规模等分类，有序推动
数字化矿山建设，全市 11 家正常生产
的大型矿山分批次开展智能化绿色矿
山试点建设，其他生产矿山全部启动基
础数字化建设。截至目前，杭州已完成
智能化绿色矿山建设6家，占全省智能
化绿色矿山建成数的43%。

统筹资源保护 良田青山换新颜

绘规划蓝图 谋要素保障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探索高质量发展新实践

通讯员 杨文龙 蔡丽悦 本报记者 余 丽

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横一村金色稻田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横一村金色稻田

杭州“交房云办证”推广现场

“南阳蝶变”滨江观潮岸线效果图

俯瞰滨江感知之轴公园俯瞰滨江感知之轴公园

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总体城市设计效果图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总体城市设计效果图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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