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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岱山集中复垦园区内，夏种水稻，
冬种小麦、蔬菜，常年生机勃勃。

以岛建市，舟山土地资源总量小、条件差，
耕地资源更是捉襟见肘。自新区、自贸区建立
以来，当地推进多个重大项目，城市空间不断
拓展，对耕地保护，特别是重大项目的耕地占
补平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主动适应新时期耕地保护新形势，舟山积
极推进以“田长制”“耕地智保”为核心的耕保
机制，结合村级巡查员日常巡查工作，多渠道
多方位，打好耕地保护组合拳。

盐碱地纷纷变身“粮仓”“菜篮子”，近年
来，舟山定海、六横、岱山等地全力推进垦造

水田和“旱地改水田”项目，耕地数量和粮食
产量显著提高。截至今年 9 月初，全市完成
16 个垦造水田和“旱地改水田”项目，新增
水田面积 1300 余亩。

守住耕地红线，需要有“长牙齿”的硬措
施。2022年，舟山市出台《舟山市关于落实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全面推行“田长制”的实
施细则》，全面推行耕地保护“田长制”，成立工
作专班，有效推进“田长制”工作机制和“耕地
智保”场景应用建设；任命各级田长500人，村
级巡查员 423 人，完成市、县、乡、村“田长制”
责任体系建设。

目前，舟山的村级巡查员每周都会开

展至少一次耕地巡查工作。只要登录“浙
政钉”——舟山市“耕地智保”模块，巡查员
就能了解自己的巡查任务，并按照明确的
巡查点位对辖区内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
农田进行巡查，及时制止耕地上发生的违
法违规行为。上级“田长办”还可随时查看
巡查员的巡查轨迹，根据巡查成效进一步
优化巡查点位。截至 9 月 14 日，舟山市各
级田长已开展巡查 4500 余次，巡查员巡查
20000 余次。

借助科技手段，舟山市有效实现耕地保护
“人防+技防”。去年5月，舟山在全面推行“田
长制”的基础上开展“探头技防”，率先在全省

完成既定探头部署目标，可对全市 90%以上
的耕地进行“实时监管”。

“‘耕地智保’应用场景依托全省空间治
理数字化平台，可以有效汇总全市耕地、永
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和后备资源等涉及
耕地保护工作数据，为全市耕地保护工作提
供坚实的决策依据。”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应用场景运行一年多
以来，对“耕地智保”预警的“两非”问题，通
过巡查人员现场复核，有关问题均第一时间
得到处置，有效控制了全市新增“两非”问题
发生。

（俞尚彬 余丽）

守住耕地红线 护牢海上粮仓

借绿生金，添绿添金。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

地，安吉，正着力打造一批风景美、交通便利的
生态绿色平台，“办公室与绿水青山只隔一块
落地玻璃”已渐成一种常态，好山水间集聚了
新人群、布局着新经济、澎湃起新动能。

青山要变金山，该如何更科学地给绿水青
山“明码标价”？安吉的探索依然走在前列。

围绕自然资源综合改革试点的方案要求，
安吉县资源规划局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相
关核算标准体系、应用体系和制度体系，建立
起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交换为核心，保护者受
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机制。

2022 年 9 月，当地印发了《安吉县土地出
让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生态保护补偿实
施方案》，依托浙工大两山中心智库力量，搭建

“项目级 GEP 数字化平台”，精准核算区域生
态系统对改善人类生存与生活条件和环境的
惠益，计算出让地块的生态调节服务价值，以
市场化公开交易的方式将生态价值兑换成经
济价值。同时，对于“高能耗”“高排放”的工业
项目，实行差异化地价管理，实现土地使用权
人对生态环境附加值付费买单的目标。

截至目前，安吉已出让附带生态增值补偿
金的土地59宗，筹集生态增值补偿金5.19亿元，
其中住宅用地18宗共计3.2亿元、餐饮旅馆用地
11宗0.6亿元、其他经营性用地20宗1.01亿元，
筹集工业用地生态补偿金10宗0.38亿元。

饱含生态价值的“新土地”

9 月，安吉灵峰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内，浒
溪旁，流水舒缓，蒲草丰茂，偶见垂钓者三三两
两，俨然一幅惬意的江南村居图。

“望山望水望灵峰”的美好意境中孕育着
发展生机。

2021 年，坐落于灵峰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的安吉“两山”未来科技城启动规划建设，安吉
城市发展正式进入“浒溪时代”。

依托当地良好的自然资源优势，该县在土
地要素保障中统筹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利
用“项目级 GEP 数字化平台”，以国土资源三
调数据为依托，确定各自然资源要素权重，反
映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洪水调蓄、固碳、释氧、
气候调节六大调节服务类指标，计算出让地块
及周边区域一公里内的 Ep 值（单位面积调节
服务价值），直观、定量反映项目基本情况和生
态影响，为提升生态资源转化项目管理科学
化、精准化、便利化奠定基础。

目前该科技城区域内共计完成环湖科创
中心、文化艺术中心、国际会展中心等相关供
地 7 宗 550 亩，通过核算，出让宗地单位面积
调节服务价值 Ep 平均值为 13.03 元/平方米，
体现出较高的生态惠益价值，通过公开出让，
筹集生态增值补偿金8013万余元。

这些饱含生态价值的“新土地”也背负着

新使命，当地引育新经济项目的平台正在这些
土地上破土生根。

以“两山”未来科技城为例，通过精心布局
未来城市、未来产业，这里将成为安吉吸引长
三角乃至全国的科创、人才资源的重要平台。

“项目初落安吉，带着团队搬来这里办公，
小伙伴们兴高采烈，我们的办公室位于灵峰山
上，每个窗户望出去都是一幅山水画！”安吉灵
峰街道的某项目负责人表示。据了解，该科技
城建成后，飞天云动、环球墨非、小象大鹅等一
大批数字经济项目将汇聚于此，形成一个上市
企业集聚，高层次人才汇聚的未来之城，并通
过“地瓜经济”效应吸引更多优质项目来安吉
创业投资。

实现生态补偿利益闭环

土地出让后核算的生态环境增值金及生
态保护补偿金具体怎么用？

据介绍，这些资金将全部纳入当地专门设
立的“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专项用于本区
域生态环境改善及生态项目建设，调动全社会
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实现生态保护补偿的
利益闭环，富民惠民。

“以前这里水环境一般，水面上常常泛泡
泡，经过整治水质变好，溪两边也就漂亮了。”
灵溪公园内，安吉市民马悦推着一辆共享单车
正在享受慢时光。

正在实施的浒溪沿岸生态修复及环境基
础设施提升项目，包含了浒溪两岸生态修复、
灵溪公园生态修复、灵峰湖周边环境提升等，
预计总投入资金 5.3 亿元，目前投入资金中约
有6000余万元属于筹集的生态增值补偿金。

筹集的生态增值补偿金反哺着安吉的山水，
进一步夯实了良好的生态基底，助力落实生态保
护和区域开发相融合，打通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
山双向转化通道。

“生态环境增值金的实现，真正体现了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的资产属性和‘取之于生态、用之
于生态’的绿色发展理念，让群众共享生态红
利。”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书记、局长章
毅说，在实现GDP与GEP双丰收的同时，提升非
财政性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可持续性的“造血”能
力，正有力推动着安吉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
济社会高质量协同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让绿水青山有价
安吉探索土地出让领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显成效

本报记者 余 丽 通讯员 杨阳阳 刘晓东

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叶家堰居，原先拥挤不堪、杂
乱无序的民居，如今已被一排排复古民居所代替，白墙黛
瓦、小桥流水、文化雕塑、直升机停机坪、游船码头⋯⋯恍
如走进优雅别致的旅游风景区。

叶家堰居的美丽蜕变，是绍兴市紧抓“千万工程”、土
地综合整治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绍兴市以土地综合整
治为抓手，做足“旅游+”文章，谋划并实施了一批具有地
方特色的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做旺“美丽经济”，唱响“共
富之歌”。

在越城区东湖农场建设提升项目（一期）施工现场，
只见挖掘机、桩机、吊车等多台大型设备忙着作业，桩基
施工全面铺开，一派热火朝天景象。农场改建完成后，将
呈现出一个集红色文旅项目集群、特色田园休闲园和双
强双创高标准农业于一体的产业发展模式。该项目是一
个集社会人文、现代科技、科普教育于一体，旅游和休闲
功能完善的生态复合型创新农业产业园。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入夏以来，上
虞瓷源文化小镇的大地景观游人如织，尤其是 400 多亩
连片的荷花，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慕名前来。上虞区
上浦镇将上虞瓷源文化小镇建设融入土地综合整治，以

“瓷”为媒，以文化创意产业立名，重点打造游学基地和文
创基地，打响特色乡村旅游品牌；以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
为中心，构建茶谷文化轴线、滨水生态轴线、矿脉体验轴
线三条游览轴线，串联起国际艺术区、茶禅谷艺术主题酒
店、矿坑酒店、矿脉文化长廊、民俗风情街等五个主要节
点，让“美丽风景”生长出“美丽经济”。

（程寅啸）

谱写文旅新画卷

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助力林长制
改革，新昌县积极响应浙江省林业局关于组织开展“浙林
碳汇”项目减排量开发工作，依托省林业局推广的“浙林
碳汇”平台，在绍兴市范围内率先建立县级碳账户（全市
唯一）。

据了解，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植被恢复等措施，
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
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碳汇交易，就是将通过植树造林
等手段有效吸收二氧化碳，减少碳排放而产生的碳汇交
易给碳配额超出的单位，以此获取额外收益的操作。

通过科学的森林抚育措施，小将林场和天姥林场
在 2016 年至 2019 年间开展的 5900 多亩中幼林抚育林
地中，选取符合开发碳汇交易要求的 2933.1 亩林地，用
于碳汇交易。经过测量，“浙林碳汇”项目减排量总共
开发 5222 吨，实现单位面积碳汇量（每亩每年 0.38 吨）
位居全省第一。为助力亚运碳中和，该县捐赠 3606 吨
用于杭州 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和杭州 2022 年第 4 届
亚残运会碳中和。下一步，新昌县将继续努力探索碳
汇开发利用。截至目前，新昌县小将镇已列入全省碳
汇先行试点。

（陈常丽 程哲 求盈盈）

助力林长制改革
安吉县天荒坪镇 殷兴华 摄

（图片由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乡村更加整洁有序

“每天晚饭后沿着村里的游步道漫
步，风景好，心情也好，惬意得很呢。”这
几年，一路见证家乡的美丽蝶变，钟管
镇青墩村村民直叹“今非昔比”。

全域土地综合实践，钟管从青墩村
开启。

早在 1997 年，青墩村班子就开始
谋划设计村民搬迁集中居住点。一名
村干部回忆道：“那年青墩村花灯郎自
然村要通闭路电视线，可村里只有 10

来户分散的人家，施工成本实在太高
了。”正当大家发愁时，有人提议：“干脆
搬出来算了”。

“怎么搬？”“搬哪儿？”从这一年开
始，青墩村开始实施统一规划、统一设
计、统一管理，并写进《村规民约》，鼓励
村民在新规划的中心村居住区上建
房。2002 年，青墩村花灯郎自然村的
18 户农户如愿搬迁到集中居住点，留
下的那片老宅基地，经过改造复垦后也
实现了再利用。

作为湖州市村庄复垦最早的试点
新农村之一，目前，青墩村已经将全村
13 个自然村 379 户农户规划缩并为一

个中心村、两个居住点，农户集聚度达
95.8%，节约村庄建设用地近 450 亩，
被认定为省级宅基地复垦示范村。

一村示范引领，激活全域土地整治
“一池春水”，钟管镇其余村庄也迅速行
动，由“一处美”迈向“全域美”。

“一边是拆除老房子，另一边是新
村建设，对于列入规划又没有马上搬迁
的农户该怎么办？”曾经，这个问题是东
舍墩村村民最关心的事。不过，现在村
民们已经吃下了“定心丸”。“先搬后搬
一个标准，等到整组建设用地复垦时，
我们可以和其他农户一样拿到同样标
准的补偿。”村民老邱高兴地说。

这是东舍墩村在土地综合整治过
程中，为克服个体搬迁和整体复垦的时
间差矛盾，提出的农房“记账”补偿模
式，即先将向新村集聚的农户的旧房面
积记录在案，待旧房所在地整体复垦
后，再按记录补偿，形成正向经济微循
环。此举极大地鼓励了农户向新村集
聚的积极性。截至目前，已有330户村
民集聚到新村。

如今的钟管镇，有平整宽阔的道
路，鳞次栉比的屋舍，绿树成荫、鸟语花
香⋯⋯土地综合整治前期的扎实探索，
为“千万工程”的扩面提质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千村精品、万村美丽”
乡村更加美丽宜居

在开展土地综合整治的过程中，钟
管镇一直秉持着“因村而异”改革理
念。其中，沈家墩村以规划先导算好

“经济账”，开创了以村集体统一经营为
特色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创新实践。

1999 年，沈家墩村开创了全国首
个“股票田”，由村委会统一出租土地给
种养大户经营，实现百分百流转。到了
2012 年，沈家墩村又以土地综合整治
为契机，规划新村、集中建房、整村集
聚，中心村规模达到380户。

随着“千万工程”的迭代升级，对乡
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开发也在不断深
入。沈家墩村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
来，该村还将高标准建设农事服务中
心，引进农业科技项目，全面构筑农村
生产集约高效、农居生活特色传承、生
态空间岸绿水秀的空间格局。

“白墙黑瓦、绿柳碧波，来到这里就
像穿越回古代，感觉一切都慢了下来、
静了下来。”这几天，趁着天气凉爽，上
海大学生小周和几个朋友相约来到钟

管“蠡山沄居”度假村游玩，古色古香的
徽派建筑令他们目不暇接，山清水秀的
如画风景更让他们赞叹不已。

“蠡山沄居”所在地蠡山村，2014
年起就以中小河流整治工程、两漾三河
治理提升工程为契机，大力推进水生态
保护开发。该村被列入浙江省历史文
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蠡山漾也成为
全国首批美丽示范河湖之一。

环境好了，游客也就多了。蠡山村
以水为媒开展“引凤”工程，吸引了投资
超 2 亿元的文旅综合体“蠡山沄居”在
当地落户，极大地带动了旅游民宿业的
发展。

蠡山村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千万
工程”的正确引领。如今的蠡山村，山
也青，水也清，山幽鸟鸣之中，“千万工

程”见证了环境之变、村貌之美。

“千村未来、万村共富”
乡村更加和美包容

近日，在德清县钟管镇新联、审塘
两村跨村集聚小区项目（一期）建设现
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一辆辆运输车
不停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新联村是钟管镇最靠北的行政
村。去年新联、审塘两村在德清县率先
实施“优化集成”工程，一期搬迁安置
247 户，跨村集聚搬迁至钟管集镇，打
造公共配套完善、环境优美、空间舒适
的多元宜居社区，进一步提升搬迁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同样，以钟管镇南部干山村为代表
的第三代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目前也正
在全面推进。早在 2017 年，钟管镇抓
住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契机，投资 2 亿
元大力改造集镇风貌，将干山集镇破旧
不堪的退役粮站改造成为远近闻名的
红色基地，每年都会吸引众多师生前来
研学。

在此基础上，去年，干山村进一步
实施跨乡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围绕优
化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适度宜
居、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目标，形成集
便民服务中心、健康小屋、托育中心、幸
福学堂等设施于一体的未来社区公共
服务矩阵，着力打造智慧共享型未来社
区。

道路更宽敞了，住得更舒适了，钱
包更充实了，这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带
给百姓的直接感受，更是“千万工程”引
领乡村蝶变的生动体现。

“20 年来，钟管镇土地综合整治已
经过 3 次迭代升级，从‘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再到

‘千村未来、万村共富’，变的是与时俱
进、不断升级的要求，不变的是始终从
群众需求出发、从民生福祉出发的初
心。”钟管镇党委书记朱琦说。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
20 年后再出发，在“千万工程”的新征
程上，钟管将接续奋斗，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续写美丽新篇章。

德清县钟管镇

“千万工程”接续推进 美丽乡村蝶变升级
杨斌英 梅亦洋 胡冰彬

极目远眺，这里有郁郁葱葱的树林，也有碧波荡漾的河流；流连其

间，这里有古韵悠然的传统村落，也有科技感十足的智慧社区⋯⋯如今，

在湖州市德清县钟管镇，一幅田绿水美、产业兴旺、宜居宜业、生活富足

的美丽乡村新画卷正徐徐铺陈。

美丽乡村的“繁花盛景”离不开“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实施。

今年是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实施 20 周年。20 年来，

在“千万工程”的引领下，钟管镇持续发力，以土地综合整治为切入口，以

村庄集聚、环境提升为关键，以产业导入为核心，不断探索乡村振兴之

路，相继获得了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浙江省文化强镇、浙江省森林

城镇等荣誉。

初秋时节，就让我们走进美丽钟管，探寻范蠡、西施隐居地的今日风

光。

（图片由德清县钟管镇提供）

钟管镇蠡山漾风景如画

蠡山沄居项目俯瞰图

沈家墩村美丽村居 王棋铭 摄

·资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