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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 

修复工程的几点思考—— 

以金华市婺城区泉口村为例 

金华市金义东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黄峥 

近几年来，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加快发展，农村发展在耕地保护上的不充分、空间布局上的不合

理、资源利用上的效率低等问题进一步凸显。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重要指示精神为契机，浙

江省委、省政府部署开展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作来谋划推进乡村振兴。金华市婺城区政府领导十分重视这项工

程，组织专班成立了大项目指挥部，已实施了长山石道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该项目成为浙江省试点项目之一。近期，金

华市婺城区按照“生态优先、保护优先、节约优先”的原则，优先选择了基础条件好、资源潜力丰富、干部战斗力强、群众意

愿强烈的泉口村作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区域。 

一、开展资源潜力调查 

泉口村位于白沙溪畔，金兰水库下游、琅琲镇东南方向 1.5千米处，距离金华市区中心 20千米。该村地处平原和丘陵交汇

处，村南侧沿白沙溪南岸地势平坦、地势往南逐渐抬高，姜新线以北多低山丘陵，以南为低山区。区域内水资源丰富，白沙溪

沿村南侧流过，区域内有百福塘水库、庙湾水库等小 II型水库，有效保证了村域内的灌溉用水。在试点区域范围内全面查清自

然资源总体情况，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和永久基本农田数量和布局情况。通过内外业结合的方法，内业预判提取理论

潜力图斑，外业实地查看现状，调查评估实施条件的操作模式来确定理论潜力面积。查清土地后备资源开发、农村建设用地复

垦新增耕地和其他农用地的潜力和分布情况；查清旱改水、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低产田改造的耕地质量等别潜力和分布情况；

查清废弃矿山、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时用地、历史遗留损毁和自然灾害损毁的生态修复潜力和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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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改水”潜力 

从土地利用现状地类为旱地的图斑中选择灌排有保证，项目实施难度小，且改造后与周围水田集中连片的地块作为旱地改

水田的潜力地块。经测算，项目区旱地改水田潜力为 6.0425公顷。 

(二)建设用地复垦潜力 

根据各部门规划成果和实地调查情况，将无历史价值、房屋陈旧、年久失修、居住环境差、搬迁意愿强的居民点划入复垦

潜力范围。经测算，项目区建设用地复垦潜力为 9.7192公顷。 

(三)垦造耕地潜力 

从土地利用现状地类为园地、林地、未利用地图斑中选择开发后与周围耕地连片，且地势平缓、基础条件好的低丘缓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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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土地开发的重点区块。经测算，项目区垦造耕地潜力为 284.8862公顷。 

(四)耕地质量提升潜力 

从土地利用现状地类为水田的图斑中选择作为本项目的耕地质量提升潜力的地块，现有地块的耕地质量等别为 9 等，经测

算，项目区耕地质量提升潜力为 101.4569公顷。 

二、编制村土地利用规划 

以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依据编制村土地利用规划，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和耕地保护制度，将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和产业发展的功能分区、用地规模数量和空间布局进行统筹划定，整体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同时强化对自然生态及人文

历史景观保护，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泉口村土地利用规划已编制完成，合理确定了生态、农业、建设的用地空间布局，

统筹安排泉口村的各项用地，落实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保护任务，保障村民集聚的住房需求，提升村域内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水

平，有效改善了村庄环境、提高了村民居住舒适度，使得泉口村朝着“美居、美业、美游、美文”的创建目标稳步推进。 

(一)土地利用功能定位 

充分发挥泉口村地势平坦、耕地资源丰富的优势，协调村域各类用地需求，合理布局、科学规划村域空间结构，形成两大

供能定位。 

1.重现历史古迹，结合旅游体验，挖掘婺州窑文化和宗教文化。泉口村有国家级文物古迹保护单位“铁店古窑址”，该古

迹是古婺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当地休闲文化、旅游观光的好地方。婺城区宗教活动场所“石岩古刹”，位于琅珊镇东南 1.5

公里，隐藏在琅峰山脉之众，以石岩窟洞为佛殿，故称“石岩寺”。路旁有一石碑，上面刻着“石岩古寺”的红色大字，另外

碑上还有一首诗，“铁店就在不远方，此去只需八百年。一夕误入石岩寺，换来人间几度秋。” 

2.田园休闲、运动、度假疗养功能。“白鹭、白沙溪，好山、好水、好地方”凭借自身独特的自然资源及地理位置优势，

以金华市民为目标市场，发展满足城市居民休闲、运动、观光、娱乐、体验为目的的近郊田园休闲、疗养度假功能。 

（二）产业功能规划 

1.文物保护区。发掘婺窑文化，开展儿童窑文化体验活动，结合村内公共建筑或空闲民居创办展览馆、体验馆等。 

2.村镇旅游发展预留区。完善村庄内游园步道、休憩亭台等相关配套设施，完善村庄道路系统，形成以乡村旅游休闲娱乐

为主的生活片区。结合白沙溪防洪与景观工程建设，结合绿道等设施，建设亲水、观景设施，开展泛江游船项目，形成白沙溪

游憩活动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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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代观光农业区。依托现状蔬菜种植业，苗木种植，规划建设成农场型的农业示范区，开设形成苗木观光游览、果蔬亲

手采摘等相关项目。 

4.生态保护涵养区。生态涵养区是强化生态修复与水源保护，提升生态涵养功能、保护生物物种多样性的生态屏障；以生

态友好型产业为主导，提升生态资源质量，促进生态与城镇和新农村经济融合发展。 

三、开展农用地综合整治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农用地综合整治的重要方式，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确保粮食供给的关键举措。只有巩固和提升现有粮

田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才能确保在需要时产供高效，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通过有效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来带动现代农

业有机发展,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小农户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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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旱地改水田耕地质量提升 

将水田从小面积、分散状态变成连片，呈现出田成块、路成网、水成网的状态，有利于实行连片种植和管理，提高收成的

同时道路交通也都能得到改善。 

“旱改水”项目确定原则为土地利用现状地类为旱地或可调整园地、灌排有保证项目实施难度小项目区以及改造后与周围

水田集中连片的区域，便于有效减少“旱改水”工程的投入资金和工程期限。琅瑞镇泉口村 2019年“旱改水”项目面积 3.3893

公顷，地块较分散，主要位于泉口自然村，现状地类为旱地。整治内容包括地表青苗清除、土地平整、灌排水设施布设、田间

道路布设、土壤改良。项目实施期限为 2019年至 2020年，其中，2019年完成总进度的 10%,2020年完成总进度的 90%。 

（二）宜耕后备资源开发 

通过整治措施，增加耕地面积、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在土地整治中合理开发宜耕后备土地资源，保证科学利用。根据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浙江省土地整治条例械定，泉口区块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实施，拟将建设用地复垦和拟垦造耕地

项目的新增耕地，对地势平坦、质量等级高，且与现有基本农田连片的地块纳入基本农田整备区，按高标准农田标准进行建设，

拟划入基本农田整备区地块面积 90.9122公顷。 

（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机械化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

主要包括土地平整工程、灌溉及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 

四、推进建设用地整治 

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统一建设用地布局调整，推进宅基地统，规划建房整治，改造利用闲置宅基地，提高农村居住地

使用效率，促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对空置厂房、废弃矿山土地，通过复垦实现再利用，转变为其他农

村新产业，促进农民增收，激发出新活力。 

（一）范围确定原则 

泉口区块建设用地整治主要为无历史价值、房屋陈旧、年久失修的建筑；居住环境差，村民搬迁意愿强烈，因新农村建设

需要形成集聚，且村民对拆除原住宅无异议的居民点；其他用途的建设用地，且原用途已不符合村庄发展需求。经综合确定，

该区块建设用地复垦总面积 8.7133 公顷。其中，2020 年建设用地复垦项目为殿塔自然村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1.9230 公顷；2021

年建设用地复垦项目为铁店自然村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2.3673公顷；长桥头自然村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4.4230公顷。 

（二）整治措施 

主要为地表青苗清除、土地平整、灌排水设施布设、田间道路布设、土壤改良。按照整个项目的计划，项目实施期限分三

步走，建设用地复垦项目（殿塔自然村）拟于 2019年实施完成总进度的 20%,至 2020年完成总进度的 80%o2021年建设用地复垦

项目（铁店和长桥头自然村）于 2021年完成 100%。 

（三）投资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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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口村建设用地复垦总面积 8.7133公顷，项目工程投资单价为 300万元/公顷，预计投入总金额 2221.9万元；至建设用地

复垦项目完成后，可获项目补贴 450万元/公顷，预计补贴总金额 3332.84万元。净收益 1110.94万元。 

五、实施生态整治修复 

生态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修复工程是新时期自然资源的转变和融合，其结合“五水

共治”、三改一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统筹推进拆违控违、治水剿劣、矿山复绿、清洁田园等工作，整

治修复生态环境，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1.水源生态整治修复。白沙溪、山州溪对泉口村的农业生产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加强这两条渠道的清淤及日常管护，改

善其周边环境的事宜至关重要。 

2.采矿用地生态修复。姜新线以南采矿用地生态修复，该矿点将在 2024年开采到期，到期后实施矿山用地生态修复工程。

对矿业废弃地污染进行修复，是实现对土地资源的再次利用，减少污染的一项重要途径。 

 

3.村庄内部美丽庭院建设和生态整治工程。结合村庄规划和自然村统一搬迁安置安排，开展村庄内部美丽庭院建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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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内围墙较多、缺乏统一规划的情况，使庭院风格统一减少占用村庄公共用地，扩展公共空间，尤其是拓宽道路，改善村民生

活交通。 

六、结语 

金华市婺城区政府致力于通过实施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农

业土地管理制度，形成土地保护利用新格局、生态宜居新理念、农村用地空间新结构、适应现代农村与现代农业需求的土地供

给体系，满足城乡融合与区域统筹要求的土地要素流动机制，凝聚法治管制与民主自治的农村土地管理模式，推动浙江省“两

个高水平”建设。实施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要坚持全局观念、全域理念、全要素内涵，从大处着眼、小处着

手、深处着力，统筹整治力度、建设深度、推进速度、财力承受度以及农村接受程度，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只有具备

组织、资金、制度、监管、舆论等多重保障措施，才能高效地完成这项民生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