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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国土空间治理省域样板
——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牵引塑造区域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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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多规合一”改革
绘好空间发展新蓝图

全面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旨在以空间结构调整牵引更高质量发
展。2023 年 12 月 21 日，国务院批复《浙
江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
这是我省首部“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
划，标志着我省“多规合一”改革取得决
定性成果。

“多规合一”，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
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
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按照“统一底图、
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的要求，
浙江持续深化改革，绘制省域发展蓝图。

10 月 20 日，《杭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2021—2035 年）》获得国务院批复。
至此，全省已有 10 个设区市和 67 个县

（市、区）的总体规划获批，全省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在规划编制中，全省上下积极落实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
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
战略。”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面向 2035 年，浙江将构建
形成“一湾引领、四极辐射、山海互济、全
域美丽”的国土空间新格局，这套空间发
展蓝图将自上而下、层层传导，确保发展
设想和实际发展空间共下“一盘棋”。

不同于以往开发优先、规模优先、效
益优先的增长逻辑，新一轮规划重点解决
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在发展中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比如，在湖州市安
吉县编制的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里，位
于余村大景区的山川乡设定了打造省级
旅游度假区、山川旅游目的地的发展目
标，规划打造以运动拓展、康养度假为主
导的山水旅游特色乡镇。

另一个重要变化，在于国土空间规划
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规划”属性，关注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从规划、建设到治理的全
生命周期。

浙江在全国率先完成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建设，聚焦需
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完成“一库、一图、一

箱、X 场景”构建，打造“多规合一”综合应
用，形成了具有浙江辨识度的国土空间治
理数字化改革标志性成果。

浙江一直以来就非常重视城乡统筹
发展，在全国率先提出走新型城市化道
路，明确要“走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的路
子”，并将具体行动落实在“千万工程”的
实施中。6 月 25 日，《浙江省自然资源厅
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深化“千万工程”提升乡村地区规划
管理水平的通知》印发，要求各地结合实
际制定“通则式”乡村规划管理规定，为村
庄内符合条件的农民建房、乡村公共服务
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使用存量建设用地
的乡村产业项目等普遍性乡村建设事项
提供规划依据，用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
赋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为规划怎么编、如何修改、如何实施、
怎样监督管理等提供系统性法治支撑，浙
江在全国率先推动《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
条例》立法。该条例已于9月27日经浙江
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这也是全国首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
的省级地方性法规。

创新耕地保护机制
优化农耕肌理新布局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
生产的命根子。相较全国其他省份，山多
地少的浙江人均耕地仅 0.3 亩，保护好每
一分耕地都尤为重要。

浙江制定实施 20 条“长牙齿”的耕地
保护硬措施，积极构建“人防+技防”的耕
地保护新格局和违法行为“早发现、早制
止、严查处”的新机制，着力打造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体制机制创新省，全省耕地面积
连续3年实现净增加。

将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到
责任人、责任地块和责任网格，浙江在全
国最早建立“田长制”，全省已形成 6 万多
名省市县乡村五级田长和村级巡查员，做
到“人田对应”；1.49 万个铁塔高位摄像头
覆盖全省近 80%耕地，做到“塔田对应”。

“田长制”实施以来，违法占用耕地问题实

现“动态清零”。
在管好每一块耕地的前提下，浙江

谋划实施“百千万”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
片整治工程，改善耕地碎片化问题。自
2020 年以来，全省累计形成集中连片优
质耕地超 185 万亩，其中建成千亩方 886
个、万亩方 57 个。同时，探索开展“林耕
置换”，着力破解“耕地上山、林地下山”
带来的农业功能错位、空间布局散乱等
问题。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出台《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
善占补平衡的意见》。为落实国家占补平
衡新政，浙江印发《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
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
开启我省耕地占补平衡改革，一系列配套
政策文件将相继出台。

此外，浙江全面启动“多田套合”工
作，将争取用3至5年时间，实现永久基本
农田与高标准农田的“双向奔赴”和空间
布局的合二为一，将粮食生产功能区全部
纳入永久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范围内，
逐步形成“农用地—耕地—永久基本农田

（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层层套
合的“金字塔”型农用地保护利用空间新
格局。

打造“土地综合整治+”新模式
整出城乡融合新动能

如果说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在于“谋篇
布局”，那土地综合整治就是“施策良方”，
着力破解空间布局无序化、资源利用低效
化、耕地分布破碎化、生态系统退化等问
题。

日前，省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专班办公
室发布 2023 年度土地综合整治省级精品
工程名单，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
等6村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位列
第一等次。以小古城村、径山村、漕桥村
等村庄为核心片区，该项目以“全域联动
发展轴”串联起禅茶文化体验区、禅城慢
享休闲区和禅耕农旅示范区三大主体区
块，重点修复村、山、路、河等要素，焕新了
乡村，也让农村人居环境和旅游区域周边
环境持续优化，区域内土地亩均租金收益

从800元/亩提高至1500元/亩，推动乡村
文旅业态节节高。

这也是浙江实施“千万工程”的一条
重要经验。随着“千万工程”的深入实
施，浙江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深化政策集
成创新，在严格耕地保护、促进节约集约
用地、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农民增收农村
增效农村发展中，土地综合整治都发挥
着重要作用，更成为撬动共同富裕的新
支点。

“‘土地综合整治+’，重点在于这个加
号，它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
探索提出城乡融合型、‘多田套合’型、产
业升级型、乡村记忆型、绿色发展型等五
大示范样板。”省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专班
相关负责人介绍，土地综合整治系统解决
了乡村振兴钱从哪来、地在哪里、人到哪

去、产业哪落等核心问题。
2018 年以来，浙江累计批准实施土

地综合整治项目942个，涉及87个县（市、
区），惠及280万户860万名农民。

守护生态安全屏障
扮靓诗画江南新颜色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发源地，浙江始终坚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高质量实施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系统
修复、综合治理，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稳定性、持续性。

近日，浙江有两个项目入选全国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第二
批典型案例，分别是丽水青田“稻鱼共生”
系统修复项目和衢州开化下淤村村域级
系统生态修复项目。加上首批入选的2个
典型案例，全省共有 4 个项目入选，数量
位居全国第一。

立足水土保持和土壤污染防治的生
态修复功能定位，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修
复项目通过构建灌溉和排水工程水循环
系统、优化“稻鱼共生”技术及推广应用

“稻鱼共生”农业可持续利用系统等一系
列措施，成功恢复了农田的生产能力和生

物多样性。一田两用、一地双收的种养模
式，富了农民的口袋，也为我国山区农业
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价值创造”的绿
色发展路径。

这些创新实践也被沉淀、总结为筑牢
生态安全屏障的经验举措。比如，钱江源
山水工程在推进过程中，就形成了内陆湖
泊生态保护修复的“淳安模式”、生态保护
修复和历史文化融合的“建德模式”、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开化模式”、废弃矿山生态
修复的“常山模式”。

生态屏障的“防御力”，事关国土空间
的安全韧性。浙江山多、沿海，地质灾害
和海洋灾害多发。以地质灾害为例，作为
全国首个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防范区”
双控管理试点省份，浙江的地质灾害防治
重点已经由隐患点逐渐过渡到风险防范

区的管控，根据地质环境条件，每个隐患
点、风险防范区都设定了不同的降雨阈
值。

数据显示，今年梅汛期间，浙江省发
生突发性地质灾害 340 起，灾害数量是
2023 年梅汛期的 29 倍，比过去 5 年梅汛
期平均值增加 154%。结合雨情，浙江开
展全域地质灾害风险预警，建立“区域预
报+短临预警+现场报警”三道防线，构建

“驻县进乡+应急救援+群测群防+应急测
绘”四支队伍协同防灾机制。今年以来，
全省未发生因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
事故。

在海上，浙江创新建立“五清单、三报
告”工作机制，将海洋灾害防御细分为台
风编号、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Ⅳ级、Ⅲ
级、Ⅱ级、Ⅰ级应急响应到应急响应解除
等7个阶段，梳理“防御任务清单”“海洋灾
害主要承灾体清单”“重点防御区清单”

“海洋灾害隐患区清单”，及时发布“灾害
预报”“灾害警报”“防御动态”，为全省网
箱养殖区、海堤、沙滩型滨海旅游区、避风
渔港、重点客运航线及沿海乡镇等提供精
细研判。

精雕细琢，浙江描绘诗画江南新颜
色。愈发生机的绿水青山，为美丽中国建
设贡献更多美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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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

衢州市开化县音坑乡下淤村

（本版图片由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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