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资源深挖掘 苍南乡村谋振兴

苍南县发展和改革局课题组

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本是乡村发展的最大优势。如何加快自然资本增值、推动绿水青山转

化为金山银山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苍南是浙江南大门，亟需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

难题，不断践行“两山理论”，以“生态美、产业兴、交通畅、百姓富”为目标，探索出一条以特质生态

资源资产化引领乡村振兴的道路。

走生态资源资产化之路，打好“产业拳”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丰富的生态资源是苍南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借力点。苍南需深

入挖掘“居山揽海”综合优势，融入温州西部生态休闲产业带建设，谋划一批高质量项目，以项目为抓手，

着力构建现代化农村产业体系，打造苍南经济新动能、农民增收新渠道。

高质量推进全域旅游。发挥高铁直达的交通优势，创新打造中国五渔村，发展“海”旅游。提升大玉

苍山风景旅游区，争创 5A，发展“山”旅游。整合美丽乡村、生态园、民族乡，发展薰衣草温情游、四季

柚采摘游、棕榈湾亲子游等“乡”旅游。依托苍南矾山国家矿山公园建设世界矾都小镇，发展“矾”旅游。

依托碗窑古村建设瓷韵小镇，发展“瓷”旅游。开发集山居、古村、海墅、乡舍特色于一体的民宿度假产

品，打造独具苍南特色的民宿集聚群。

延长生态农渔产业链。以马站省级现代农业综合区为平台，做强设施蔬菜、食用菌等特色农业，做精

四季柚、脐橙等水果产业，做特花卉种植产业。以渔业转型发展先行区为平台，提升紫菜、大黄鱼等优势

产品。推进农渔产品精深加工，提升农业附加值。推动矾山肉燕、马站煎包等特色传统美食规模化生产，

建设线上线下联动的健康休闲展示展销体验中心，打响“苍南美食”的品牌影响力。

培育基于生态资源的健康产业。依托岸线沙滩资源，发展沙滩排球、沙滩自行车、沙滩摩托等滨海运

动业。实施玉苍山体育休闲基地、鹤顶山天湖户外基地等项目，联动玉苍山和莒溪大峡谷，开发登山攀岩、

低空飞行、山区露营等户外运动产品。



走城乡设施一体化之路，打好“基建拳”

乡村振兴，基础设施要先行。对于苍南的乡村发展而言，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成网

成环至关重要。

构建“内畅外联”立体交通体系。对外推进甬台温高速复线苍南段、104 国道苍南段改建，积极对接

外部县市。借力温福铁路苍南站的改造提升，适时推进通用航空基地、市域铁路 S3线线位研究及站点布置，

全方位提高苍南交通可达性。对内加快 168黄金海岸线、桥莒线等道路建设和改造提升，通过利用即有线

路改造提升、新建路段等措施，实现乡镇相连，村村通达，进一步构建“成环联网”内部交通体系。完善

建设高效便捷安全的公共交通体系，完善公交线网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智慧公交。

加快供电、供水、农田水利、网络通讯、游客接待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进浙江三澳核电项目

等清洁能源项目以及电力、水利、污水处理工程建设，保障乡村生活、生产的水电供给。加强网络通讯保

障，适时启动布局 5G移动通信网络，为智慧旅游、智慧乡村等建设提供硬件保障。加强玉苍山、马站、赤

溪镇等旅游集散中心建设，提升住宿、餐饮等服务接待设施水平。

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打好“保障拳”

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城乡融合的路径实现互利共赢。对于苍南而言，必须联动城市推进乡村建

设，形成城市和乡村各具特点、互促互补、共同繁荣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大力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通过加大美丽乡村示范县和 A 级景区村庄创建力度，提高乡村的宜居质

量，形成对城市的吸引力。结合苍南实际，开展以“环境美、产业美、人文美”为重点的美丽乡村升级版

建设。积极探索苍南地域特色美丽乡村建设新模式，通过树立十大“标杆美丽乡村”，带动百村联创。按

照省 A级景区创建标准，加快以矾山福德湾村、岱岭富源村等为样板的 A级景区村庄创建力度。做好矾山

镇福德湾村等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与利用，着力破解传统村落“空心化”问题。



加强城市和乡村的一体化联动。充分利用城市资源要素、产业辐射等反哺农村发展。根据农村农业实

际情况，积极引导城市企业在技术、管理、信息、人才等方面给农村以有力的帮助和支持。提高城市与农

村产业之间的关联度，拉长农业产业链，变苍南县农产品、生态资源优势为整体经济发展优势，大力促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强农村的教育、文化、医疗建设及社会保

障，同时实现医疗、养老等各种社会保障资源的城乡联网。

走绿色持续发展之路，打好“生态拳”

生态环境是苍南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点。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以提升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为

目标，统筹加强生态环境空间管控、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修复等工作，走绿色持续发展之路，

做好山海生态修复工作。重点做好确定的生态保护区和玉苍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的生态保育区的生态保

护和修复工作。加强生态公益林、沿海防护林管理和建设，抓好溪流沿岸、村镇附近等重要区位的森林抚

育工作。加快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做好海岸线保护和利用规划，开展大渔湾、渔寮湾和沿浦湾的蓝色海湾

整治与修复，推进近岸海域和重点海湾污染整治，加强围填海和海岸线的管理，科学合理利用岸线，推进

滨海生态走廊建设。

以山林彩化和五水共治为抓手造就青山绿水。启动建设苍南县林木种质资源库，以多树种、多层次、

多色彩的造林理念，推动全县森林从绿化走向彩化。继续加大治污水力度，实施最严格的水环境保护制度，

强化饮用水水源安全保障、推进农村污染防治等工作。在“四边三化”行动的基础上，推进“两路两侧”

整治。

完善山环海抱的绿道网络和森林古道建设。围绕五水共治等重点工作，建设横阳支江 30公里沿江绿道

和龙金运河 18公里沿河绿道。通过绿道和森林古道的整合，将历史古迹、古村落、农业观光、旅游景区等

有机结合串联，形成山环海抱的绿道网络，提升苍南景观形象。

走农业农村深改之路，打好“改革拳”

让社会资金与社会人才向乡村流动，是乡村振兴的重点。苍南必须充分利用民间资本丰厚和改革传统

优良这两大特色，将其转化为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要素。

以促进社会资本投入为抓手，吸引发展要素。充分发挥苍南商人以及温商遍布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独

特优势，有针对地进行招商，重点加强苍南乡村振兴重大项目的宣传推介力度，积极推动产业回归、智力

回归、资源回归、财富回归。充分利用苍南民间资本的优势，积极探索乡村振兴资金筹措新机制，通过设

立投资基金等方式吸引更多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关扶持政策。一方面

在土地、税收等政策方面为给乡村振兴发展重点新项目提供便利，另一方面提高留在基层的人才的待遇和

地位，使得乡村能留得住人才。

以改革探索和先行先试为引擎，盘活发展要素。深入推进苍南农业农村各领域改革，重点深化“最多

跑一次”改革、深化“三位一体”改革，全面落实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政策，深化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化农房抵押贷款试点、强化农村建设用地制度供给、创新农村金融体系、推进农民

资产授托代管融资试点等。积极发挥苍南改革创新的传统，继续在乡村振兴方面开展先行先试，一方面向

省市争取更多的试点资格，一方面总结试点乡村经验，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