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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建 设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年 8月 4日

美丽城镇工作第 15 期

按：根据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要牢牢把握率先突破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要求，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提高发展的平

衡性、协调性、包容性。黄岩区在西部山区探索美镇建设引

领乡村振兴的集群化发展模式，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现将其做法予以编发，供各地借鉴。

黄岩区：美镇建设引领乡村振兴

点亮集群发展新模式

近年来，黄岩区深入推进全域美丽城镇建设，在西部山

区创新探索美丽城镇建设引领乡村振兴的集群化发展模式，

依托宁溪镇的中心镇辐射功能，集聚屿头乡、上郑乡、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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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的生态人文资源，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力

打造浙东南生态富美示范区，高质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目

前，黄岩西部乡村振兴美丽城镇集群已入选 2022 年省美丽

城镇集群化典型培育案例。

一、实施生态共富西部振兴战略，绘就宜居美好的全景图

该集群位于黄岩西部，是台州市区的“后花园”，通过集

聚城镇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精神文明、生态

环保等方面的积极变量，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一是制定规划，

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制定生态共富西部振兴战略工作规划，

通盘谋划“一镇三乡”的建设发展，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中

心镇发展的若干意见》《屿头乡村振兴人才工作三十条》《开

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美丽城镇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对接长潭水库水源保护条例，探索制定全区水库周边及中西

部群众移民安置政策、完善集体土地改革等配套制度，制定

美丽城镇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交旅集团为项目建

设单位，统筹推进生态保护和发展。二是整体设计，打造美

丽宜居示范带。与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建

立战略合作，引入教授团队开展全域规划设计，深度参与城

镇建设和发展，按照“一村一品”同步规划改造集镇村、古村

落、特色村等，共推进建成 4个省级景区村庄、9个特色乡

村、2 处浙派民居新区、7 个村美丽庭院建设等，以点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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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形成美丽宜居示范带。如将屿头乡作为同济大学杨贵庆

教授团队的实践基地，在沙滩村利用既有破旧、废弃建筑，

设计改造旅游集散中心、民宿、茶亭、酒坊等，打造了沙滩

老街，扮靓城镇颜值。三是生态保护，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

深化环境综合整治，系统推进集群镇域的治水治土治废、健

全生态治理体系和建设“零碳”“低碳”产业园区、村居等行动，

打造美丽河湖、水美乡镇，完善“污水零直排区”，加强湿地

资源和重要物种保护，发展碳汇林业、生态康养等，让绿色

低碳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底色。如紧扣长潭水库水源地保护，

完成入库溪流两侧“生态休耕 400亩，投入 1.3个亿，建成

110公里截污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覆盖集群乡镇镇区，投

入 7000 多万开展生态治理，实施柔极溪滨水空间整治提升

工程和柔极溪北岸绿道工程等，一体打造水清岸绿的流域环

境；在富山乡统筹 2022 年度浙江省省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5000万元，选址半山村、畴路村等，试点古法造纸博物馆、

古村落高端民宿、富山大裂谷景点配套、高山果蔬冷链建设

等山区共同富裕示范项目。

二、开展公共服务优享行动，打造共建共享的样板区

以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利益共享为原则，统筹安排公

共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实现区域公共服务普惠均等。一是完

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环长潭水库公路圈”，建成 S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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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延伸段（北宁线）、屿洋线，串联集群城镇交通圈。分

步实施截污纳管工程，投入 1.7 亿元资金，建成覆盖镇区的

雨污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实现“污水零直排”全城覆盖。加

强饮用水源保护，完成行政村农村饮用水达标提质工程。建

成富山一级水电站社会效益显著，年平均发电量 3280 万千

瓦时，可满足 6000 多亩粮田抗旱能力。二是优化公共服务

设施。以宁溪镇为中心，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并辐射集群

乡镇，形成教育、医疗等互助共同体。教育方面，建成 3家

省级幼儿园、宁溪中心小学、宁溪初级中学、宁溪高级中学

保障区域青年儿童全过程教育，3个乡设有小学，服务辖区

基础教育需求；医疗方面，整体融入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

共体，与医院开展合作交流，提升集群各乡镇卫生院的医疗

设施，派遣优秀医务人员到基层提供服务与培训，促进优质

医疗下沉基层，完善宁溪镇中心镇卫生院的全科医疗设备，

并开设中医、针灸等特色专科，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三

级医院医疗服务。养老方面，建成公建民营敬老院、“残疾

人之家”、2个农村示范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24家居家养老

照料中心等，另外，在富山乡卫生院主推医养结合，引入高

端康复休养机构，服务面向全区。文体服务方面，在集群乡

镇的各集镇建设了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邻里中心、体育公

园、农家书屋和百姓健身房等，提升文体服务能力，升级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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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历史文化陈列馆、民俗博物馆、野生动植 物科普馆，使

文化成果全区共享。三是强化城镇运营管理。健全城镇养护

一体化模式，加强环境卫生和乡容镇貌秩序整治，一方面，

建设“灯彩古镇”，以沿路沿溪沿街为重点，实施全域灯彩亮

化工程；开展老居住区背街小巷改造，提升百姓住房品质；

统一宁溪镇、屿头乡、富山乡临街商铺门面，丰满老街商贸

业态，促进商业风貌整体提升；推进沿溪绿道建设，集群内

建成生态绿道共计 31.6公里，满足百姓家门口的休闲；另一

方面，实施“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在宁溪镇搭建智

慧化指挥平台，构建权责明确、服务为先、执法规范的城镇

运营管理体系，完成便民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实现一窗受

理、自助办件，功能覆盖集群乡镇全域；开发具有本地特色

的数智系统，以数字化手段对党建工作、旅游发展、共同富

裕、基层治理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如开发的“数智屿头”系统，

应用场景涵盖了党建智慧网格、景区生态视窗、智慧防溺水、

景区民宿线上预订、在线实时监控等功能，实现“一窗集成、

多端互动、功能齐备、处置灵活”的基层治理。

三、构建绿色产业新体系，引领乡村振兴的共富路

充分挖掘山水资源和历史积淀，将城镇能级在外延拓

展、内涵塑造中迭代跃升，将乡村振兴在绿色生富、文旅共

富中全面推进。一是集聚高端要素，搭建绿色产业发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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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打好“外引内育”组合拳，主动

融入生态共富美示范区建设。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引进浙

江大学、南京大学的学者、教授团队，布局建设了岭根精品

柑橘科创中心、“水肥一体化”示范基地、黄岩中药材植物观

光园等，增强农业平台服务效力、孵化能力和综合实力。鼓

励乡贤回归乡村，投资乡村振兴产业，带动经济发展，如乡

贤朱妙富引入燕语公司，租赁村南渠村集体用房发展燕窝加

工，年产值达 2000万。建设“政府搭台、产业领路、市场运

作”的“小橘灯”共富工坊模式，对接东部乡镇街道、企业、合

作社，引进符合集群乡镇生态保护规定的企业，利用村集体

闲置房屋，建成 19家“小橘灯”工坊，带动就业 800余人次，

总产值约 8900 多万元。二是发展壮大农业产业，促进农业

高质高效。构建“黄岩源”特色农产品集群，发展培育“中药

材”“高山水果”等特色农产品，集群乡镇与江苏苏中药业、浙

江康恩贝制药等国内知名药企开展战略合作，建成 7处中药

材植物基地，联合区交旅集团统筹发展苦竹笋、土蜂蜜、高

山水果等农副产品项目，重点培育和打造了白石牡丹庄园、

三联油茶基地、上凤枇杷产业园等，带动农产品上千亩扩种，

把观光露营、亲子采摘、农耕体验融入到农业的经营模式中，

探索多元化的“高山农旅”田园综合体发展路径，奠定百姓在

家门口就业的业态基础。依托农副产品加工主导产业来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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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以镇农合联为引擎，引进专业公司，推进标准化生产

和农副产品产购销一条龙建设，拓宽传统土特产销路，如在

宁溪镇区建设农副产品加工基地，注册“鹿宁宁”、“鹿西西”、

笨笨熊番薯肚肚等农产品商标，并联合食药监部门，建设标

准化车间，构建 5S管理体系，也让农产品吃的放心。三是

深挖特色人文资源，发展文旅经济。实施彩虹西乡文旅共富

行动，依托生态和人文资源，建成宁溪、屿头、富山的旅游

集散中心，打造“民俗夜游”“乡村振兴·宋韵文化体验游”“演

太线徒步观光游”“红色旅游”等游线，创成柔川 4A级景区和

布袋坑、富山大裂谷两个 3A级景区，并推动富山大裂谷争

创 4A级景区，实现年带动旅游人流量 130万人次。依托同

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拓展柔川景区的会议经济、疗养经济功

能，打造集培训、团建、研学、疗养功能于一体的乡村振兴

会议经济高地，已邀请 11名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和

21名本土专家组成教学团队，成功开发 20多个课程，配置

15个现场教学点，开展立体化教学，共吸引全国 31 个省份

1.6万余学员，疫情期间客流量不降反升，增幅达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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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

办公厅，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印发：各市、县（市、区）美丽城镇办公室，省城乡环境整治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民建浙江省委会，各市、县（市、区）住

房城乡建设系统行业主管部门，厅直各单位，厅机关各处室

（中心、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