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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条件显著改善 生态农业发展迅速

金山区稳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蒋 俊

为了解金山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情况，近期，金山调查队联合区人大农工委开展本区乡村建设情况调研，结果显示：农村

人居条件、生态农业不断发展，金山区美丽乡村建设稳步推进，但仍存在许多不足，应在体制机制等方面加以改进。

一、主要成效

（一）村庄改造成效显著

金山区自 2007年开始进行村庄改造，至 2017年共完成改造 4.34万户，总投资 10.36亿元。目前，全区各镇 2018年村庄

改造项目计划已编制完成。在村庄改造过程中，枫泾镇获选全国特色小镇，吕巷镇白漾村荣获全国生态文明村，廊下镇中华村、

枫泾镇中洪村和漕泾镇水库村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廊下镇中丰村荣获中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全区另有上海市美丽

乡村示范村 5个，上海市智慧村庄 3个。

（二）生态农业发展迅速

金山区大力推广绿色生产和防控技术，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2017年，全区化肥亩均使用量控制在 25.9公斤，化学农药

亩均使用量控制在 1.04公斤。累计推广有机肥 3.8万吨，推广低毒低残留农药 43.6万亩次，完成推广绿色防控技术 3万亩次，

完成推广水肥一体化 0.87万亩次，推广缓释肥 0.52万亩次，推广专用配方肥 27.3万亩次。超额完成本区中小畜禽场退养年度

目标，共退养 111 家养殖场。大力推广秸秆综合利用、种养结合等生态循环模式，启动“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

产基地”创建工作，推动绿色食品生产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推进造林养林相结合，2017 年完成环境综合整治防护林建设

6302亩，建设农田林网 9270亩。至 2017年底，全区森林覆盖率达 12.33%。

（三）水环境改善取得较好成效

金山区围绕"到 2017年底，全区所有中小河道、断头河基本消除黑臭状态，水域面积只增不减”的总目标，通过调查摸底，

共梳理出 185 条段 198 公里中小河道整治目标任务，并列出黑臭河道整治清单，开展中小河道重污染整治工程。一是全面实施

“河长制”，1944 条河道 1550 名河长名单向社会公布，实现河长制全覆盖。二是全面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工作，已有

2.2万户农户受益。三是开展河道轮疏工程，使本区的广大中小河道达到水清、面洁、岸净的水环境。原先被列入“国考黑臭河

道”的太平港经过整治，还修建了櫻花步道，成为居民休闲健身的好场所，被评为全市“最具人水相亲奖”和“上海市人居环

境范例示范提名奖”。

截至 2017年 12月底，全区 185条段 198公里河道整治任务圆满收官，中小河道整治进度和成效走在全市郊区前列。

（四）乡村文化内涵得到充分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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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区深入挖掘、修复，传承和弘扬优秀的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浓郁乡土风情，体现上海江南水乡特色。廊下打莲

湘、亭林腰鼓、山阳民乐、吕巷小白龙、朱泾花灯、金山卫田山歌等一批乡土文化得到弘扬，部分项目还入选了市、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金山农民画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近年来，金山区加强了农民画的发展培育力度，把农民画发展列

入对外文化交流重大项目，组织优秀作品到泰国、英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展出，影响力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加强农民画衍

生品的培育，打造“金山生活”金山农民画衍生品品牌，丝巾、茶具、笔记本、水笔、茶叶罐等 42种衍生品已经投入生产销售，

颇受消费者青睐。

枫泾镇将水上迎亲习俗融入了古镇旅游项目，每年都在金秋时节举行“水乡婚典”，邀请国内外年轻人前来参加集体婚礼，

新人们穿戴凤冠霞帔，乘坐画舫在河上巡游。截至去年，枫泾水乡婚典已经举办了十三届，众多新人踊跃报名参加婚典，还吸

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古镇一睹吴越文化的风采。

二、对策建议

金山区美丽乡村建设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工作整合、规划与建设标准、建设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下阶

段应加大推进力度，促进美丽乡村持续健康发展。

（一）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激发美丽乡村建设内生动力

一是进一步明确分工，夯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目标任务，制定美丽乡村建设“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升级清单”，

厘清区、镇、村的分工，明晰责任边界，加强监督考核。加强左右联系，上下联动，将项目、资金整合起来；重心下沉、权力

下放，充分发挥基层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二是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聚焦美丽乡村建设。深入研究美丽乡村建设的各项政策和遇到的实际问题，制定统一标准在引

导村民改善居住环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整合资金聚焦重点项目等方面予以进一步支持。

三是加强规划的引领作用。加快村庄规划的编制工作，指导本区美丽乡村建设方向。各镇因地制宜，加快制定各村规划，

既要提高标准，有一定的前瞻性，也要尽量与已经建成的项目结合起来，避免浪费。

（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夯实美丽乡村建设经济基础

一是进一步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大力发展农村产业。美丽乡村建设富在产业，要根据实际情况，优化供给、提质增效，

着力培育扶持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培育一批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打造一批农业品牌，努力发展农业旅游，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二是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深入研究并出台政策，指导和

引导集体经济组织参与本镇、村美丽乡村建设，并规范其参与范围和方式。

三是完善美丽乡村的投入机制。明确区、镇两级各自出资范围和标准，为美丽乡村相关项目建设、运行、维护提供资金保

障。在资金投入方面突出重点，打造一批有特色的亮点村庄，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出

台优惠政策，与发展农村旅游等相结合，使社会资本有利可图。

（三）聚焦精神文明建设，丰富美丽乡村建设文化内涵

一是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充分挖掘本区传统历史文化，将其作为凝聚人心，增加村民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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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抓手，切实提升村民的自豪感，真正做到“根在文化”。将历史文化与农业旅游相结合，与发展第六产业相结合，将历

史文化作为发展农村产业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

二是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

农”工作队伍。注重对村民的宣传教育，加强民主决策，使村民更多更主动地参加到村内各项事务中来，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

工作中来，自觉改善宅前屋后环境，进一步夯实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基础。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金山调查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