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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深化改革、强基固本”主题年，今年，杭州着眼提升
产业创新能力、提高安全保障能力、创造高品质生活、打造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者大军，重点推进 23 项工作任务，吹响了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冲锋号。新征程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高标准履职尽责，为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
生福祉做出了积极贡献。

发展提质向新发展提质向新 惠民更上层楼惠民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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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 月，国务院批复了《杭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赋予杭州新的城市性质、功能定位和
更高发展目标。这是杭州首部全域全要素的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明确杭州要构建“一主六辅三城、三江两脉八带”
的多中心、网络化、组团式、集约型国土空间格局。规划获
批为杭州勇担新发展使命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面向
2035 年，杭州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迈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
名城。

今年，杭州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主动谋
划开展杭州都市圈国土空间战略规划编制工作，推动都市
圈高质量发展。

传导落实市总规，统筹推进各级各类规划编制。县级
总规编审获省政府批复，96 个乡镇总规编审全面完成，实
现三级总规全覆盖。详细规划提质增效，为地区开发保护
建设提供依据。全市文化设施、电力、消防救援设施等一
批专项规划获批复，为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基础
设施提供规划保障。积极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
络建设，数字赋能规划全周期管理。

下一步，杭州将重点打造 15 分钟高品质城乡“生活
圈”，持续完善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
施，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品质；加
大公园、绿道建设；加大市政基础设施、避灾避险空间保
障，打造安全韧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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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驶入位于杭州市萧山区中东部的衙前镇项漾产业
园，标准化厂房整齐排列，货车有序在宽阔的道闸口进出，

“土地存量”变为“发展增量”的故事正在这片土地上发生。
据悉，衙前镇谋划了一批由村集体作为主体的村级存

量厂房再开发项目，如已经建成的项漾产业园项目，容积率
从原先的 0.8 提升至 2.5，总建筑面积比改造前多了 50000
平方米，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3 亿元，项漾产业园将为村集
体提供旧厂房 10 倍的租金收益。

作为杭州全市唯一的全域再开发试点镇街，衙前镇将
全镇分为 5 个特色产业片区，7 个再开发单元，覆盖各类低
效用地，从多元体系构建开发角度，让再开发与城市有机更
新相结合。通过全域低效再开发，衙前镇可将产业发展空
间拓展至现有 3 倍，为本土企业产业升级，向上游产业扩张
提供空间支持。

“截至 11 月底，全市累计完成低效用地再开发超 3 万
亩，盘活低效工业用地超 1.5 万亩，闲置低效用地成为‘用武
之地’，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空间保障。”杭州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该局围绕

“改革强基”关键任务，出台《杭州市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聚焦低效工业用地盘活，创新提出自主
再开发、联合再开发、并宗再开发等 8 种再开发模式，加快构
建多规划协同、多主体参与、多元化模式、多维度激励的低
效用地二次开发机制，积极打造低效用地再开发典型案例。

聚焦五大产业生态圈发展导向，杭州适应新质生产力
发展要求，制定出台《关于推进“工业上楼”促进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坚持“按需定建”为原则，按
照“在建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要求，编制完成 2024 年
度“工业上楼”建设计划，共涉及工业用地 133 宗，用地面积
7682 亩，建筑面积约 1423 万平方米。

从“土地存量”到“发展增量”
全力以赴促城市内涵提升

聚焦农村回迁安置提速，今年以来，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进一步加强对
集体土地房屋征收回迁安置工作的统筹
管理，创新建立“征收－安置”闭环管理新
机制。

“如何让新启动土地征收项目从源头
杜绝超期过渡情况产生，做好回迁安置闭
环管理的‘后半篇’文章，是我们一直努力
的方向。”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杭州力争纠正过去个别地方

“重征迁、轻安置”思想，在全国率先开发
上线了从土地征收启动、批前实施、安置

房建设到回迁安置的全流程长效闭环管
理系统。

通过数字赋能督促各地在征收项目启
动前先行谋划安置地块，通过安置地块在
线确认、房屋补偿安置方案提前审查，实现
今年新启动土地征收项目涉及的安置地块
全部落图定位，优先保障安置需求。同时，
将所有新征收项目纳入“动态监管+预警”
数智化管理中，按照“+1、+4、+5”设置预
警时点（意思是征迁后 1 年内安置房开工、
4 年内安置房竣备、5 年内完成安置），实现
全 周 期 管 控 。 目 前 ，杭 州 全 市 新 启 动 的

954 个土地征收项目
已全部纳入回迁安置
闭环管理系统进行全
程跟踪监管。

今年，杭州市还将
解决群众“办证难”拓展
到 国 有 房 产 确 权 办 证 领
域，出台专项行动方案，建立
落实“底数、问题、政策、责任”
四张清单，构建数字监管平台实
现项目进度管控，有力推进不动产登
记前端历史遗留问题的化解。

加速回迁安置 建立闭环管理
精准施策促解题破难

今年4月，杭州正式出台《关于建立“种
楼”与“种田”利益分享机制促进西部县（市）
共同富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机制，建
立耕地占补平衡统筹、林地跨区域占补平衡
统筹、粮食生产功能区异地代保等机制，全
面加强对各类资源要素和资金的市级统筹
力度，促进东西部资源要素双向流动。

《意见》的出台，不仅意味着杭州正在提
前谋划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改革，也能让
更利于建设用地发挥经济价值的地区使用
更多的建设用地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让
更具有补充耕地优势的地区补充更多的耕
地来保障粮食产能，激励西部种粮的积极
性，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实现“种楼”与

“种田”利益共享，促进东西部共富发展。
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 3000 亩耕地占

补平衡指标、1200 亩补充林地指标、1000
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协议签订工作，共计拨付
协作资金 23.62 亿元，有效推动农民转移集
聚、提升农民种粮收益、提高耕地保护水平。

聚焦工业用地项目早落地、早开工，切

实关注市场主体需求，降低企业成本，今年
杭州市常态化推行工业用地“三证齐发”，采
用“带方案出让”“方案模拟审查”双轨并行
模式，推进新增工业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不动产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一窗
受理、一窗出件、三证齐发”，将项目设计方
案审查前移至做地阶段和土地出让前，实现

“方案等出让”，三证办理时间压缩 60%。
自实施以来，共惠及新出让工业项目52个，
覆盖12个区（县）。

“今天的优质项目和高质量投资就是明
天的新质生产力。”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负责人表示，将要素保障和服务保障聚焦
到企业和项目上，是扛起经济大市勇挑大梁
的责任担当。

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事关发展大
局、事关民生福祉，一条条数据，就是一个个
成效，清晰映照了改革换挡提速的力度，就
在点点滴滴的工作中。杭州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不断强化规划统筹、资源保护与要素
保障，大力提升服务质效，努力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创新耕保新机制 常态化推行“三证齐发”
只争朝夕促发展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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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办证场景

淳安县大墅镇山后村 王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