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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锦秀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2100
多年前，阿基米德说出了这句流传千古的名
言。今天，在平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就如一个
有着巨大能量的支点，撬动了农业、农村、农民
发展的方方面面。

土地是农村的主要资源和资产，是农村经
济的源头活水。这点，在传统农耕时代如此，在
加快推进产乡融合、着力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
的当下，也是同理。且从加快建设农业经济开
发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求来说，
亟须通过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
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加
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在这样的背景
下，2018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乡村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时，我市抓住机遇，科
学谋划，在广陈镇龙萌村启动了全市第一个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以期通过“土地整治”这
个引擎，重新构建乡村发展的脉络，促进资金、
技术、人才向农村集聚，助力乡村振兴。

整治第三年，成效看得见。可以说，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项目的实施，激发了龙萌村这块土地
上前所未有的活力，带来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生活富裕。通过整治，改变了龙萌村原来的用地
结构和空间格局，农房集聚、农田连片，农村基础
设施日益完善，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更重要的是，
优质农业项目纷至沓来，“农业硅谷”筑梦前行。
农民也因整治项目而受益，有的搬入新社区，有了
养老金，享受城市生活水准；有的享受到了推窗见
绿、开门即景的景区村庄生活。蓝天、碧水、绿地、
净土，显著提升着百姓的幸福感。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着眼乡村长远发展
的生动实践。整治项目的实施，决不可能一蹴
而就，需要高起点规划，“接地气”推进。为此，
我市始终坚持全域设计理念，在试点稳步推进
并取得实效的基础上，着眼全市统筹城乡一体
化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整乡整村为对
象，在原有 3 个项目的基础上，今年的 7 个新
增项目也正在推进中。且针对不同的村、不同
对象、不同类型，采取不同整治模式，创新性的
推进整治工作。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也是政府合力破难题
的有力印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同于单一的
土地整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政策上改变

“单打一”的局面，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部门协
同作用，统筹各类项目和资金，打通政策，创新
机制，整合相关审批事项。而从我市的实际运
作来看，正是各部门各司其职又通力合作，才有
效保障了各项目的实施。

激活源头春水来。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在
源头上下功夫，缺乏源头活水，再怎么努力耕
耘，可能也难以取得好收成。值得庆幸的是，在
拓展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的道路上，我
们已经找准了跑道，以全域整治的有力抓手，有
效激发着土地这个源头活水，发挥土地资源的
多重效益，谱写乡村振兴新画卷。

为有源头活水来

村里开展了全域秀美整治，家家户户进
行了大清理，生活环境变整洁了，如今村里简
直成了旅游景区，城里人都会过来休闲游
玩。根据全域整治的村规划，现在我们的老
宅基地作为特色村落保留点，自己家里原先
的老房子推倒重建，生活越过越红火。

张忠明

（广陈镇龙萌村村民）

群众点赞

张金珍

（广陈镇龙萌村村民）

如今我们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而且村里
有了新的农业项目，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传统农业方式，还为村里的村民提供了工作机
会。我现在就和村里很多人一起，在新的农业
项目上打工，不仅多了一份收入，而且离家近，
能顾上家里的生活，一举两得。

褚士华

（曹桥街道孔家堰村村民）

原来的农田分散，零星的土地大包户都不
要，如今土地连片，可以参与流转。家里的农田
在去年就参与了土地流转，再也不用每天下了
班还辛辛苦苦到田里忙活，每年可以直接获取
收益。听说我们村里还要引进生态农业项目，
以后村里的环境越变越美，我们的生活也要过
得越来越美了。

倪会良

（林埭镇陈匠村村民）

村里经过环境整治，如今家家户户都变得
干净整洁，村里的一些道路进行了改造，种植了
绿化，变得越来越美，河道也变得越来越干净，
沟渠更加标准化，适合现代农业。村里实施了
土地流转，我们原来的地里现在种下了高质量
的水稻，以后还要有很多项目到我们村里建设，
我们的生活更有盼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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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农村发展一池春水激活农村发展一池春水
——看平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如何“四两拨千斤”

试点先行——
开启一块土地上的多种精彩

这片土地变了！2018年以来，广
陈镇龙萌村杨树港的村民顾良华发
现，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着
巨大的变化：150多户农户的老房子
拆迁，搬进了农村新社区；村里原有
的道路、田埂、排灌体系被打破，重新
规划建设生态沟渠、四好农村路；老
宅基地得到复垦，清洁田园、治水剿
劣等生态修复工作紧锣密鼓地开
展。而后，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东
郁国际植物新品种研究院及产业化
项目、蓝城·三菱蔬菜工厂、中以设施
农业示范园等农业项目相继来到这
片土地上，造研发大楼、搞基地，建民
宿……

顾良华眼中的这些变化，缘于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启动。“2017 年，
我市在广陈镇建立了全省首个农业
经济开发区，以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
农业。发展农业项目，离不开土地要
素的支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
局长沈明方说，2018年时，浙江省成

为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经自然
资源部批复同意开展乡村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的省份，我
市便抓住时机，积极申报广陈镇龙萌
村杨树港项目为全省首批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试点项目。就这样，杨树港
成为了全省首批 100个、嘉兴市 10个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示范样板项目，开
启了为农开区产业振兴腾挪出发展
空间的蝶变之旅。

旱地改水田、高标准农田建设、美
丽乡村建设、环境综合整治，各项工作
有机整合到了土地整治这一平台上，
以区块为单元，有效整合利用各类项
目资金，杨树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
大场面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不是个单项工作，不同于一
般的土地整理，涉及土地开发、复垦、
村庄整治等。”广陈镇自然资源所所长
沈超说，杨树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
程拉开后，他们从全域农房集聚、全要
素土地整治、全域土地流转等方面统

筹推进该项工程。
杨树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区域范围总面积4127亩，通过全域整
治实施建设用地复垦项目面积 158
亩，建成高标准农田 1615亩，土地开
发项目面积 24亩，旱改水 77亩；形成
耕地集中连片，耕地地块平均面积由
整治前 9.15亩上升到 13.95亩，为耕
地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创造了
条件。同时建立了永久基本农田整
备区制度，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和
耕地质量提升等工程性建设，将原有
细碎耕地、零星建设用地纳入整备
区，逐步形成质量相当的优质耕地；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对区域内主要河
道杨树港进行河道清淤、水面垃圾清
理、河道绿化等河道环境综合整治。

“通过实施全域综合整治，全面优
化了整村的生态环境和土地利用结
构，为创建农业产业集聚区、引入新型
农业经营模式、构建都市型农业产业
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沈明方说。

多重效益——
激活一池春水赋能乡村振兴

宽敞的三层楼房，装修简约大气，透
着时尚风。家门前是一条新开挖的景观
河，河道两岸，绿植环绕，清风荡漾。拆迁
安置到龙珠庄园两年多，顾良华直感慨：

“现在的生活变样了！”
顾良华一家是2018年9月搬入龙珠庄

园的。原先他家在龙萌村杨树港的老房子
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2018年杨树港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启动后，他家被列入了
拆迁范围，正好满足他翻建新房的心愿，一
家人便迅速响应号召，搬入了农村新社区。

“住到新社区，设施提升环境好，还有养老
金拿，生活很舒心。”顾良华乐呵呵地说，现
在村里不少人都在周边的农业项目打工，多
份收入又能就近照顾家里，很是满足。

随着杨树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的推进，原先困扰农村发展的新农村建设
缺资金、城乡统筹发展缺途径、城镇建设
缺土地、耕地保护缺动力、农民增收缺渠

道等一系列难题都迎刃而解。
“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了乡村

发展的脉络，促进资金、技术、人才向农村
集聚，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
农村产业兴旺、农民增收。”陆大卫说，拿龙
萌村杨树港项目来说，充分运用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和金融支农惠农政策
等，促进了土地要素盘活流转、有效配置，
建设提升现代农业园区等产业平台和综合
开发平台，促进了农村产业兴旺和农民生
活富裕。目前，该区块已引进蓝城·三菱蔬
菜工厂、中以设施农业示范园、东郁国际植
物新品种研究院及产业化项目、三润泰克
智慧农业项目、龙萌湾民宿群等涉农项目，
整合农田水利建设等各项涉农资金5000万
元，引入社会资本 8.45亿元。产业的入驻
带动了当地村民增收。除了每年固定的
1500元/亩的土地流转租金外，不少村民都
成了一些优势项目的产业工人，共同参与

项目建设开发，每人每年可增加几万元至
十几万元不等的工资性收入。

农业项目的建设也带动了村庄环境的
全面提升。龙萌村主动对接蓝城“春风江
南”小镇项目，根据其建设养旅农复合型健
康产业示范区的定位，通过“逸园江南居、
忆园江南情、康乐绿景、步行道及绿化提
升、河道景观提升”等美丽乡村项目积极开
展景区村庄建设，完善基础设施配套。

网船浜是龙萌村的一个自然村落保留
点。这几年，村民张明华眼看着村里的小
河清澈起来，建起了生态驳岸、种上了水生
植物，村道拓宽改造，村民家门口建起了微
菜园、微花园、微果园。“生态环境越来越
好，就像住在景区里。”张明华说，更让他高
兴的是，他愁了好几年的建房问题今年也
解决了，眼下他家的三层新楼房即将结顶。

与张明华家一样正翻建房屋的，在网
船浜有好几家。“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项目中，我们以建设‘水墨广陈、乡趣龙萌’
城乡一体新社区为目标，提升改造了何家
浜、网船浜等2个传统自然村落保留点，基
础设施实现‘通水、通电、通讯、通邮、通网’
和‘道路平整’的‘五通一平’，还配套建设
了休闲活动场所等公共服务建设，大大改
善了农村的居住环境，提高了村民的满意
度和幸福度。”龙萌村村干部洪建荣说。

正在推进的陈匠村土地综合整治项
目，已在规划文旅产业的建设，围绕陈匠村
土地利用现状和产业特点，按“农业+”发展
及产业融合配套要求，构建形成优质粮油
生产、现代精品农业和田园综合体验等三
大农业片区。同时按各自片区农业发展导
向，助推林埭镇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正在成为农村发
展的一大新“引擎”，以四两拨千斤之势，
发挥土地的最大效应，实现农村发展多重
效益，为乡村振兴赋能。

挖掘特色——
探索一套有效又管用的模式

河道完成了清淤疏浚，岸边全部规
划了整齐的石驳岸，河岸两旁种植了
新的绿化，一条绿道蜿蜒曲折……在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推进下，林埭
镇陈匠村的陈匠浜如今已变了模样。

“陈匠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以生态修复为基础，2019 年全面启
动。”林埭镇自然资源所所长朱远岚
说。在2018年先行先试，全面展开首
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基础上，
2019年，我市又启动了林埭镇陈匠村、
曹桥街道孔家堰村2个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项目，且均列入省级试点。而今
年，我市已上报7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项目，其中新埭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与生态修复工程正在积极争取国家试
点项目。

在持续用力，全面推进项目整治
的过程中，我市注重每个全域整治项
目品牌的打造，努力挖掘各自资源特
色，挖掘地方文化、历史、肌理，不搞

“千篇一律”。而是在厘清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概念的基础上，转变以往土
地整治单一要素整治的不足，从更高

站位梳理整治内涵，梳理项目特色，
因地制宜探索接地气、高立意，且切
实有效的整治模式。

据朱远岚介绍，陈匠村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区域范围内，有一家造纸厂
废弃用地，一直没有得到合理利用，
此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过程中，
这一地块被列入了规划内，林埭镇专
门组织专业人员对区块内的污水池
土壤、水质进行了全面的检测,根据宜
农则农、宜工则工，部分保留建设用
地开发利用，部分复垦补充耕地。“原
先的厂房全部推倒，土地复垦成连片
的水田，而原先的废水池也规划建设
成为生态水塘。”朱远岚说，造纸厂地
块的整治将实现生态修复78亩，工矿
废弃地复垦 78亩，新增耕地 71亩，新
增生态水塘 0.8亩，无疑会为林埭镇
增添一份绿意。而这些成效，也与该
项目“围绕文旅小镇特色建设为主”
的立意相吻合。

曹桥孔家堰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项目则围绕野丁公路美丽西线风情建
设，突出“堰上人家”文化底蕴为项目

特点，通过引进新型农业主体，以蔬果
种植为主，打造建设现代农业产业
园。同时深度挖掘农用地、水域、建设
用地三大用地的自然、经济、文化属
性，拓展土地利用功能，建设江南水乡
平原村落。新埭镇项目总体围绕泖水
田居特色，打造万亩千吨农业平台，实
现格局优、农业兴、农民富、生态美、治
理顺的目标。钟埭街道沈家弄村等4
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
着重围绕樱花小镇建设，实施美丽乡
村建设、河道清淤整治、乡村振兴精品
村等工程；新仓镇结合旅游风情小镇
建设兼顾特色农业发展；独山港镇结
合港城建设为主等。

“在规划的引领下，可以说各个
项目都围绕各自特色做足优势、做成
精品，模式各有不同。但总的目标是
一样的，就是突出生态目标与综合效
益，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
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切实推动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
设。”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整理
中心主任陆大卫说。

土地综合整治为发展现代农业创造条件

农民新社区让农民住得满意更便利

引进农业项目赋能乡村振兴

（本版部分图片由广陈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