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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固原市农村能源工作站，宁夏 固原 756000； 

2.固原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宁夏 固原 756000） 

【摘 要】：2019年 5月，固原市组织领导干部赴浙江省学习调研“千万工程”经验，以专题理论讲座、实践经

验成果分享和现场教学等方式，学习理论和调研典型经验。针对固原市乡村振兴存在的差距，结合固原实情，从村

庄规划、资金整合、环境整治和产业发展四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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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是全国示范典型，在国际上也得到认可。浙江省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通过持

续 15年进行改善人居环境和实施“千万工程”，让浙江省农村环境发生质的巨变，造就万千美丽乡村。因此，2019年 5月 12-18

日，中共固原市委组织部和固原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赴浙江省学习调研“千万工程”经验。 

1 从理论实践中学习调研 

中共固原市委组织部和固原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市、县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卫生健康等部门和示范乡镇领

导干部共 52人，赴浙江省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学习调研，涉及农业、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以专题理论讲座、实践经验成果分

享和现场教学等方式开展学习调研。 

1.1浙江大学专题讲座学习理论 

专题讲座在浙江大学课堂通过专家教授深入浅出的讲授《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民创业》、《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方式和

途径》、《“千万工程”的浙江经验》和《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等经验理论，领略了浙江大学的风采和人文。专家教

授用渊博的知识，生动的事例，幽默风趣的语言，传授了丰富理论经验和分析了新时代乡村振兴新形势，特别是“两山理

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农村发展理念，为固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理论借鉴依据。 

1.2实地调研示范典型案例 

现场教学在安吉县和桐庐县进行实地调研。大竹园村“千万工程”。大竹园村践行“两山”理念发生巨大变化，实施“千

万工程”是在山清水秀基础上，进一步在精致、精细、精美上下功夫，打造了“千万工程”示范点；景溪村全域旅游。景溪村

正在演绎“上山下乡”新的时代内涵，推进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以特色主题民宿为支撑，重点打造集休闲、度假、疗养、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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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体的旅游产品，乡村旅游真正成为城乡统筹的主力军和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平台；横溪坞村乡村振兴。横溪坞村创新推出“矛

盾不出村、垃圾不出村、办事不出村、创业不出村”的治理模式，当地村干部带头建起的蛹工坊，制作和展示可回收垃圾文创

工艺品，带领着“妇帮户”志愿者学习垃圾分类知识，除塑料袋、外包装物等不可降解的垃圾外，90%以上的生活垃圾都实现了

自我消化；桐庐美丽乡村建设。桐庐县环溪、荻浦两村的秀美和谐，现代化的城乡风貌、错落有致的特色村庄，整洁清新的村

容村貌，各具特色的景观小品，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启示美丽乡村建设要从当地实际出发，善于挖掘当地特色，彰显当地个

性美。从消除卫生死角、建好垃圾站、改好卫生厕所等细微环节入手，用“纳米精神”抓推进、抓示范、抓落实，最终实现由

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1.3“千万工程”浙江经验示范典型—安吉 

安吉县推进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作为浙江省“千万工程”经验示范典型，源于“两山理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05年 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提出“两山理论”理念。10多年来，这一理念给安吉带来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余村走向浙江全省再到全国，成为指导全国各地绿色发展的行动指南。 

2 从浙江经验看固原差距 

2.1浙江省四种经验模式 

赴浙江省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四种经验模式是固原市值得学习借鉴的。一是领导重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精明的浙商秉持着创业精神，推动了浙江民营经济快速发展。200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工作期间到农村调

研，发现农村经济落后、村容村貌败落、人居环境恶劣、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遂提出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亲自

部署，亲自推进。浙江省历任领导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通过持续 15 年投入 1800 亿元进行人居环境整治和实施

“千万工程”，让浙江省农村环境发生质的巨变，造就万千美丽乡村。2018 年浙江省获评联合国最高环境荣誉“地球卫士奖中

的激励与行动奖”，标志着浙江“千万工程”从中国农村已经走向世界。二是产业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浙江省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模式显示，乡村振兴唯有产业振兴才是真正实现乡村可持续转型发展的基础。浙江安吉县在推动产业振

兴过程中，发挥当地毛竹资源丰富的优势，做大做强毛竹产业。避免产业发展同质化，每个乡镇种植不同用途的毛竹品种，有

效避免了无序竞争。加大对毛竹原材料的产品研发创新，全县打造了数千种毛竹产品、数万家毛竹加工企业的毛竹产业。安吉

县利用农村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推进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带动了当地民宿、餐饮的蓬勃发展。三是科学规划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路径。浙江省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一盘棋”的思路整体推进，省、市、县、乡、村五级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结合当

地实际，引入“外脑”参与乡村振兴规划设计，规划按照乡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设施、农户居住条件等科学合理规划空间布

局，避免乡村条块分割、无序建设。具体实施整治改造过程中，原则上没有大拆大建，而是立足现状进行用途功能改造，保持

原貌，留住乡愁。用“绣花功夫”对乡村建设的细节用心雕琢，乡村内部道路避免水泥柏油路，道路两侧鲜花绿植多样，农户

住家围墙独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等。四是文化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内在支撑。浙江省推进文化振兴，重点打造农村文化礼

堂，宣讲政策、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每个行政村都有各具特色、结合实际的村训、村规民约，开展美丽家庭星级评选，

从孝老爱老、环境卫生等多维度进行综合评定，被评定美丽家庭的农户门口设置二维码，记录农户相关家庭情况。村里设有红

榜和黑榜，对于做得突出的农户在红榜上进行褒奖，对于拖了后腿的农户在黑榜上予以公示，进而督促尽快整改。文化振兴改

变了农村社会关系日趋淡泊、乡村文化日渐荒芜、传统乡村文化被忽视破坏的问题，真正实现农村既“富口袋”，也“富脑袋”，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2.2固原市存在的差距 

从浙江省“千万工程”经验，我们看到固原区域发展特色比较鲜明，但在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展较为滞后。

乡村振兴仍有较大差距，这个差距是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民族人口、治理方法等多个方面造成的。主要表现为：一是村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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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缺乏科学规划。在劳动力转移、移民搬迁等大趋势下，农村虽经历多次村庄新建和整合，但仍改变不大。多数村庄依据地形

特点、地理位置分散居住，有的村落受搬迁或多年外出农户院落闲置的影响，出现“空心村”，制约村庄整体设计、科学规划。

二是资源约束造就城乡差距明显。固原市属全国贫困地区，资源硬性条件较差乏。与城市相比，农村卫生、教育、公共服务等

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农村文化活动有限，农民文化生活贫乏，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较多，村庄空心化、农村老龄化趋势日益

突出。三是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有待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仍处于探索阶段，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污水处理等设施建设滞

后，群众自治意识不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市场运作机制推行较为困难，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尚不健全。 

3 对策及建议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新时代乡村治理、农村发展的新理念。各级党委、政府要对人民群众和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

牢固树立和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短板，提升农村环境宜居水平，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3.1科学编制村庄规划 

在村庄分类、国土空间等基础上，根据人口、产业、资源、生态现状和发展趋势，合理确定村庄发展定位、规模、空间布

局及开发保护管控边界，建立村庄布局成果数据库，通盘考虑村庄布局、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等因素，按照集聚提

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整治改善 5 种类型，突出农村道路、垃圾污水治理、厕所改造、绿化美化等重点，因地

制宜、科学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 

3.2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各计其功的原则，整合各类涉农惠农项目资金，加大建设资金投入力度。根据村庄规划设计，

立足农村发展，分类确定整治重点，分步实施，在整治条件尚未完善的村庄，重点解决直接关系农民生产生活的困难和问题，

在条件比较完善的村庄，重点实施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庄绿化美化工程等，健全农村卫生、文化、养老、

通讯等公共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农村公共基础设施。 

3.3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加快建立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切实抓好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厕所改造、道路硬化、绿化美化等项目建设。以

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厕所革命”和农业生产废弃物为重点，以村镇为单位加快改造提升农村垃圾处理站和污水处理厂，

推进农村禽畜粪便、农资包装废品和农田残膜等资源化利用。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垃圾分类宣传等活动，实行户分类、村组收

集、乡镇转运、县区处理的模式，构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和完善污水排放系统，提升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能力，让农

村环境优美宜居。 

3.4推进农业农村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业产业由增产转向提质，注重农业机械化手段，突出抓好草畜、马铃薯、冷凉蔬菜、

特色种养等特色农业提质增效，重点实施农业生产能力提升、“5个 10亿农业产业集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1+4”科

技示范园建设、特色农产品品牌提升、目标市场开拓、“互联网+农业”融合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打造等工程，走绿

色、优质、高效的质量兴农之路，推进现代农业集约、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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