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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城乡融合发展优势 聚力聚焦乡村振兴 

——赵巷镇着力推进乡村振兴示范镇建设 

沈竹林 

赵巷镇位于青浦区东部，与青浦新城紧密衔接。G50沪渝高速、轨道交通 17号线、318国道、盈港东路、崧泽

大道及崧泽高架横跨东西；嘉松中路、赵重公路、山周公路贯穿南北；油墩港、淀浦河、新通波塘等纵横交错，水

陆交通十分便捷。赵巷镇更是大虹桥枢纽辐射区、青东五镇联动发展的核心点、长三角绿色发展一体化示范区的桥

头堡。全镇总面积 40.47 平方公里，下辖 14个社区居委会、8 个行政村（其中规划保留保护村 4个），现有总人口

超过 16万，其中户籍人口 5万。奥特莱斯、吉盛伟邦、元祖梦世界、豪车汇、开元酒店、阿缇客酒店、山姆会员超

市、宝龙广场等各级“首店”建成开业，漕河泾科技绿洲等重大载体，网易、熙菱、北斗、普利特、红豆集团等龙

头项目先后落地。 

近年来，赵巷镇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立足本镇区位优势足、特色居住区多、商务商贸产业强、历史

文化底蕴厚等特点，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积极谋划乡村振

兴推进策略，全面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着力打造宜农、宜商、宜居、宜业的乡村振兴示范村镇。 

一、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厚植乡村振兴基石 

一是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擦亮赵巷生态底色 

近年来，赵巷镇积极推进“五违四必”、河道整治、农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治理，结合生态治理、公共安全整治和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全域推进“三大整治”，着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优化工程，先后完成河道整治 74 条段、53.63 公里，断头河整治

37 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1379户，消除劣Ⅴ类水体 79 条，累计拆除违法建筑 855 处、55.55 万平方米，消除违法用地 492.17

亩、腾退土地 940.17亩，完成宅前屋后整治 38314户，及时发现和整改各类隐患 17202处，“无违村居”创建全面完成，成功

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镇，人居环境面貌全面改善，人居品质全面提升。 

二是着力推进两个示范村建设，提升赵巷乡村成色 

自 2014 年启动美丽乡村建设以来，按照“规划先行、分步实施、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整合资源、聚焦政策、以民为本、

体现特色”的思路，成立以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加强顶层设计，强化规划引领，注重乡村特色，落实“一村一方

案”，中步村、和睦村、方夏村完成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任务并成功创建为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和睦村以“和为贵、睦为

美”的发展理念成功创建上海市 2020年度（第三批）乡村振兴示范村以及荣获上海市乡村振兴先进集体。今年，方夏村以“附

近的远方，最好的当夏”为创建主题成功入选上海市 2022年度（第五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计划，崧泽村正在开展 2022年度

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工作。 

二、强化规划先行描绘乡村振兴实施蓝图 

一是着眼长远，编制好郊野单元规划，优化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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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编制《赵巷镇郊野单元（镇级村庄布局）规划》，依托产业转型升级，坚持城镇发展与乡村振兴并行，明确村庄撤并、

保留、保护原则，引导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布局。在目标导向上，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进博会常年展两大国家

战略，凸显实力、魅力、活力，注重乡村振兴与市西软件信息园、商业商务区发展的配套；在城镇体系上，规划推进集镇区、商

业商务区、特色居住区“三区融合”，形成“镇区+新城+特定功能区+4 个行政村”镇村体系，提升城镇能级；在乡村布局上，

规划保留中步、和睦、崧泽、方夏 4个行政村，规划常住人口约 0.3万人，通过整区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升农村面貌和产业

能级。 

二是落实顶层设计，体现农文旅+城乡高度融合 

加强政企合作，委托专业公司编制《赵巷镇全镇域乡村振兴策划研究》，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特色农业，大幅提升农业供给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努力构建淀浦河生态绿廊、刘夏路

发展轴、中泽路发展轴及巷西乡村文旅康养区和巷东乡村商集游憩区的“一廊两轴两区”产业功能布局。“巷东”打造“和睦+

方夏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和“环奥莱商旅秀带”，打造集生态旅游、休闲娱乐、民宿餐饮和文化艺术为一体的“乡村+”产业发

展的“新样本”“新标杆”。“巷西”加快推进“中步+崧泽文化承载片区”联动发展，深度挖掘崧泽文化内涵，延伸探究刘夏

遗址，构建文教、文旅、文创相融合的文化承载片区。依托六千多年崧泽遗址，以及隆平寺和佛教学院的落地，通过将“文教旅

创”有机结合，真正打响“沿着三十里水路看六千年文化”的文旅品牌，展现赵巷文化发展的竞争力。 

三是立足当前，生态先行，着力提升乡村振兴优美环境 

一方面加强水环境的保护，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增强水源涵养和水质维护功能，保护好乡村风貌、乡土特色和田园风光；另

一方面加强水资源的利用，合理开发河道资源，建设生态河道景观，让人们在绿色生态中充分享受岸清水绿、健身休闲的高品质

生活。水质逐步实现三类水目标，2021 年度水质优良率（即三类水以上占比）达 70%，推进水务管理纳入一网统管，成功创建

“上海市首批河长制标准化街镇”。美丽乡村建设启动以来，累计造林 2007.07亩，截至目前林地面积 898.15公顷，森林覆盖

率达到 22.33%，目前位于全区第二。下一步，将结合市级重点生态廊道建设，继续加强植树造林工作，增强城乡“绿肺”功能。

针对现有 29条农村公路，在积极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的同时，全面落实“路长制”。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因地制宜推

进美丽庭院（含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建设，结合乡村风貌以及乡村振兴内涵，针对农田路林水及乡村闲置空地等，因地制

宜进行绿化、美化，增加乡村标识标牌，开展风貌和功能提升。 

三、强投入与优治理并行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一是守住农业资源，做好现代农业 

按照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产业为基础、资源为条件，有序推进农业蔬菜保护区、粮食功能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三区”农业设施提档升级。落实农业产业布局规划，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的有效供应。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坚

决守住耕地和基本农田两条红线。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升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水平，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和生态农业。 

二是立足村域特色，做强村级经济 

中步村。充分利用现有 500亩水稻区级标准化生产基地、400亩国家级枇杷标准化生产基地、800亩千艺树博园，进行功能

拓展、设施改造升级，重点发展农业和文化特色的休闲旅游产业，形成观光、科普、采摘、垂钓和乡土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产品结

构。对现有村级企业采用置换、股份制、出让、改建等多种形式进行升级改造,切实提高村级企业的水平，壮大村级经济实力，

增加村集体可支配收入。崧泽村。依托崧泽古文化底蕴，打造乡村文创体验为特色的“产村融合”的文化型村落。结合隆平寺项

目、佛教学院的落地和艺术小岛项目的建设，着重做好文教结合的大文章，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睦村。与六甲公司携手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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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稻乐道”农业品牌，大力发展现代绿色农业。依托轨交 17号线的交通优势，周边奥特莱斯、网易、市西软件园等商业商务

资源辐射，与红豆集团携手打造“和睦水街”项目，引入招商中心、直播平台、生活馆、休闲茶室、精品私房菜、民宿、农副产

品展示平台等各类商业形态与精品商业体验，打造“红豆·和睦源”乡村商旅品牌。方夏村于 2018年与冠凤投资签订了方夏村

乡村振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社会资本携手打造“一稻·刘夏”和“方兴智汇岛”项目。与此同时，方夏村充分利用其区位及

环境优势，对村民的闲置房屋进行升级改造，配套专业服务，以满足高科技与人才的居住需求，通过积极探索农商旅产业、人才

公寓和民宿项目，将周边产业人群转化为客群，不断强化产业支撑，打造集生态旅游、休闲娱乐、民宿餐饮和文化艺术为一体的

“乡村+”产业发展的“新样本”。 

三是加大投入，促进乡村振兴“硬件”全面提升 

实施基础设施能力提升专项计划，聚焦道路交通、河道水系、绿化环卫、环境整治、农田水利等重点，切实补齐乡村基础设

施短板。围绕四村连点成片的目标，着力推进环城水系二期、淀浦河滨水绿带、油墩港景观航道等水路景观建设，加快推进“四

好农村公路示范镇”创建，提升乡村道路通达能力。抓紧实施公共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突出便民服务、文化体育、养老服务

及治安技防等，进一步提升“社区中心”硬件设施。完善农村便民服务中心，老年活动室、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慈善超市等功

能，提升乡村文化活动室和健身场所，推动智慧村庄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能力，努力打造乡村“幸福社区”。制定赵巷镇

“巷心治理、三网融合”实施方案，实现党建、城管、综治资源一体，目标、问题、需求导向一体，发现、上报、处置行动一体，

部门、村居、村民协同一体，形成补短、育强、长效融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乡村治理标准化建设、规范化运行、常态

化治理的高效化目标，助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十四五”期间，赵巷镇将抢抓“区位优势加速凸显、扩大内需战略实施、青浦新城加快发展和青东五镇联动发展”四大机

遇，坚持城乡高度融合发展实施路径，围绕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着力推进乡村振兴示范镇建设，为全区乃至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树立乡村振兴新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