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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进新农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许忠新，张雪峰/江苏省江阴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新目标，对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和工作重点有了更高要求。进入新时代，江苏省江阴市立足农民需求，加大政府统筹力，发挥基层

原动力，以江苏省村庄环境改善提升行动为契机，积极探索农房翻建与环境治理相结合的新农村建设新路径。

以规划引领为切入

制定一套规划。依托《江阴市镇村布局规划》，因地制宜对每个规划发展村庄的建筑风貌、污水治理、水气供应、交通出

行、生活设施等内容作详细规划，并对房屋户型、建筑风貌等提出具体方案，逐步推进。形成一套机制。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最

科学、最经济的做法是资金资源有效整合、地上地下一起考虑、建设治理同步推进、环境住房综合改造，点和面结合、线和面

统筹，立体施治、同步推进。即使是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也建议统筹协调推进，如近年来江阴农村正在大力推开的污水集中处

理、自来水户表改造、燃气通达等新农村建设项目，可结合道路拓宽改造集中建设，杜绝“去年搞路面硬化、今年开挖铺设污

水管道、明年再来改造自来水管网”等重复建设、投资浪费的现象。开辟一条路径。大量的破旧厂房是农村集体的重要资源，

其合理高效利用是基层呼声最高、难度最大的工作。建议由市政府牵头，组织发改、规划、国土、住建等职能部门对全市农村

危旧厂房、闲散用地等低效资源归类整合，探索改造提升路径。既可按城乡规划所确定的用途，自主开发建设除住宅和可分割

转让的商业、商务房产以外的标准厂房、仓储设施、商业用房、集宿楼、公租房等经营项目，提高资产的利用率和收益率，也

可鼓励各村对确实无法开发利用的闲置资产进行复垦整理，置换出建设用地指标，安排到工业集中区，由行政村建造工业地产，

增加村级收入。

以房屋建设为突破

科学规划集中。根据镇村布局规划，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向规划发展村庄倾斜，吸引一般村村民逐步向规划发展村庄集中，

通过长期的贯彻实施，将全市农户逐步向 487 个规划发展村庄集中，提高村庄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升农村公共设施水平，加

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打造翻建亮点。引导农民向规划发展村庄和重点特色村庄集聚翻建，可在长泾镇习李村、蒲市村、河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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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打造农房翻建亮点，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像，有感性认识，以调动农民向规划集聚点建房积极性。加速放开建

设。在总结月城、长泾两镇农房翻建经验与问题的基础上，按照“边试边推”的原则，扩大试点范围，在特色小镇、美丽乡村

和有项目建设需求的镇村试行放开农房翻建。要按照镇村布局规划，对全市 3000多个村庄进行分类管理，结合各镇（街）实际，

按照不同村庄类型，提出拆迁安置、原地翻建、异地新建等不同的农村住房改善方案，并选择合适村庄开始原地翻建试点。发

挥主体作用。农村居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受益群体，要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的建设主体作用，自行实施房屋翻建，参与公共设

施维护。政府充分发挥在规划制订、项目扶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财政奖补等方面的导向作用，共同打造具有江阴特

色的现代化新农村。

以综合治理为基础

生活污水治理。按照《江苏省村庄环境改善提升行动》中“2020 年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要达 90%以上”的要求，江阴 2017

年大力推进规划发展村庄和重点河道两侧村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的自然村从 15.7%提升至 30.2%，成效

显著，但与农村需求仍有很大差距。务必把生活污水治理作为未来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根据村庄

自然地理区位、布局形态规模、基础设施条件、水环境容量等因素，进一步推进。对己经建成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要统一维

护、长效管理，真正做到有专人管、有人专业管，通过全市统一监管维护，保证污水收集管网和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整体提

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环境长效管理。根据镇村布局规划，规划发展村庄仅占江阴现有村庄总数的 15.1%，卫生长效管理依然是

一般村庄维持环境的主要手段，是提升新农村建设水平的重要内容。可通过强化考核、大力“奖补”来倒逼、激励镇村提高管

理水平。无论从省内还是比照浙江等地看，江阴财政用于村庄环境长效管理的专项补助资金是比较少的。目前江阴一个中等规

模村的环境卫生长效管理费用为 50万元左右，可按市镇两级补助一半的规模或按人均经费的方式来设立资金盘子。同时，也可

强化统筹，梳理住建、城管、卫生、农林等部门在村庄环境长效管理中的职能，增加水利、公用事业等部门河道管理、污水处

理等内容，统筹相关补助资金，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村庄布局梳理。江阴现有农村普遍存在房屋布局无序、体量只增不减等问

题，部分老村落、大村落情况尤为突出，存在着村内房屋布局拥挤、道路狭窄不通达、基础设施难以改造完善等问题。建议各

镇（街）借鉴浙江村庄梳理改造经验，按照国家《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中“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要求，开

展村庄布局的梳理调整、村庄设施的布点修整，通过应拆尽拆，整理破败，腾出建设空间，归整农村菜园，沟通村内道路，增

设停车地点，配套活动场地等，真正满足群众现实需求，提高农村人居环境。

以农村改革为引领

努力实现农村产权多途增效。2017 年是江阴市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攻坚之年，也是收官之年。在完成确权

工作之后，要注重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运用，建立规范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规避流转风险，创新农村金融

租赁业务，探索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用好农村产权交易三级网络，深化农村产权

规范交易，丰富交易内容和交易方式，为资产增值增效提供保障。继续深化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改革是农村集体经济

可持续发展、农民权益有效保障的前提，江阴还有 20%左右的行政村未完成改革。未来几年，按照“2020 年基本完成经营性资

产折股量化到人”的目标，倒排进度，创新举措，合力攻坚，力争提前完成改革任务。同时，加强规范运营，优化“三会”治

理结构、运作机制，增强合作社的持续增收能力、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在此基础上，探索“政经分设”，推动集体经济健康

发展，加快“撤村建社区”步伐，规范乡村社会治理。积极探索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按照市规划部门统计，江阴市人均村庄

建设用地近 253 平方米/人，人均村庄住宅用地 129 平方米/人，远大于每户宅基地不超过 135 平方米的标准，且大量农民离地

进城，农村房屋空置率居高不下。一方面是土地开发强度太高，另一方面却是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在此背景下，探索农村

宅基地退出和村庄撤并复垦，实现建设用地周转平衡就成为加快农村房屋翻建、提升新农村建设水平的前提和基础。建议积极

探索宅基地退出机制，采用激励引导措施，引导空心村、撤并村农户或其他空关户、留根户、有意向农户自愿退出宅基地使用

权，腾出土地空间，在人的城镇化基础上促进土地的集约化。同时，坚持先拆后建，严控新建房屋占地面积，原宅基地进行土

地复垦，平衡土地占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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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外兼修为精神

与增加收入相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不仅投入大，而且需要长期运行维护，如果不能有效激发农民内在动力，实现投入产出

的良性循环，就很难有高水平的新农村。建议在重点村、特色村打造美丽乡村过程中，深入挖掘产业优势、人文资源、自然禀

赋，与发展乡村旅游、农业观光、体验消费等特色产业相结合，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农业、农村、农民互动，引导村集体

和农民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与村级管理相结合。一方面要强调内控管理，更加规范农村“三资”管理、工程项目管理、村级

费用开支、产权交易、“三务”公开、民主决策等工作，以良好的内部管理建立稳定的基层社会结构。另一方面要强调服务群

众，研宄群众新时期的新需求，将当前农村居民对办证办事、文化健身、行车停车、活动聚会等方面的需求落到实处，及时提

供相关服务、配备相关设施，建设乐居乡村。与乡风文明相结合。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精神支撑，其本质是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其表现方式是既根植于本土又适应于时代的现代乡村文化。既要注重文明风尚的培育，加大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投入，提高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镇（村）工作中的比重，加强农村志愿者队伍、文体活动队伍建设，经常性地开展各类

文化体育活动，编排有针对性的节目和活动，寓教于乐，引导乡风文明；也要注重乡土文化的挖掘，留住乡土味道、乡村记忆，

加强对乡土文化、历史人文的挖掘、整理和传承、运用，放大江阴特色、乡村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