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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进程中乡村“三生空间”的韧性治理 

——基于浙东南的镇域实践 

陈君
1
 

【摘 要】：有效推进乡村共同富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形成乡村人才、土地、资金、产业、信息汇聚

的良性循环，离不开根据乡村自身的认知、评估、判断进而提升的应对里外冲击的空间整体适应性发展能力——韧

性。本文将韧性理论引入乡村治理，从微观角度考察玉环市干江镇多个村庄生产、生活、生态这“三生空间”的治

理实践，探索乡村在共同富裕进程中打造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组织韧性、环境韧性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共同富裕 乡村三生空间 韧性治理 镇域实践 玉环干江镇 

一、现实背景 

有效营建乡村三生空间，是实现乡村宜居宜业、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与保障、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抓手，是推进共同富裕

的重要着力点。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原有乡村传统格局发生巨变已非新鲜之事，留给乡村的后遗症却浪

潮迭起。面对外在变动的猛烈冲击和内部肌理撕裂创伤的双重压力，乡村“三生空间”面临着空间撕裂、挤压、错位、混乱等多

重问题。基层党组织领导力不足、村民自治能力弱、村集体经济萎缩、生态及人居环境破坏等相关乡村治理问题频发。走在全国

发展前列的浙江也不乏此类问题的出现。浙江身兼奋力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和扎

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乡村治理提档升级迫在眉睫。如何破解这一系列困境，亟需修复乡村韧性发展能

力，科学打造乡村空间结构，有效激活空间能量。 

二、“三生空间”有效治理与表达：基于干江镇的实践 

乡村是群体居住的空间载体。在这个空间载体中，表达了多元空间诉求。本文观察的村庄是位于浙江东南沿海的玉环市干江

镇。这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镇，由于所处位置偏僻，早年因交通不便，产业单一，人口外流等诸多问题，发展停滞不前。近年来，

该镇以“两带”（滨海景观带和党建示范带），“两路”（南北大道、繁江路），“三城”（滨港工业城、干江老城、南塘新城）

空间布局：最外沿的滨海景观带和党建示范带，将打造成为美丽台州的新亮点和党建示范地；南北大道、繁江路贯穿整个城镇，

打通城际交通圈；全镇由滨港工业城、干江老城、南塘新城三个功能、定位互补的区块，组成现代化的生活工作领域。各村村两

委秉持全域发展理念，发挥地理空间位置相邻优势共谋出路，在空间生产上聚合自身特色，降低了各自空间抵御内外冲击的脆弱

性，持续优化和调整了生产空间、生态空间、生活空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一）生产空间的复合营建 

现代乡村为保留产业发展弹性，愈来愈注重全域空间的有效规划和资源的抱团发展。干江镇多个村在基层党组织和村两委

的带领共谋下，挖掘乡村资源禀赋，摒弃单打独斗的往昔作风，营造了集特色文化、产业依托、景区依托的产业空间。上栈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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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村股份经济合作入股+村民入股+政府支持”的方式，注册成立浙江栈头渔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打造了以空中玻璃吊桥

周边红船旅游综合体、党群院落、悬崖 9D影院为“线”的体验互动区；以紫藤长廊、风车长廊、美丽庭院示范带为“带”的观

光游览区和以观景台周边海岸线及山体为“圈”的观景台栈道及四大功能区组成的滨海游乐场，进一步促进了乡村产业空间的

延伸。垟坑村则利用 130 亩流转土地空间的有效规划，分别建设了 30 亩观赏莲藕池和 100 亩食用莲藕池，投种 200 多种荷花，

打造“梦里荷塘，醉美垟坑”的旅游品牌。夏季过后，二号池和三号池分别还会重新栽种其他花品、投放小龙虾，开设特色餐饮

等，让游客在不同季节都能收获不一样的体验。垟坑村打造了蔬菜瓜果采摘空间、花季观赏空间、农产品加工空间、特色民宿餐

饮空间，极大提升了游客体验感。炮台村曾因解放时期，驻军为解放洋屿岛而在此修筑战壕，至今留有遗迹。炮台村依靠自身红

色历史文化优势资源，发展特色红色旅游产业。营建全长约 2.5 公里、11 个打卡位的“重走长征路”线路和展厅教育这两个空

间场域，将最后一站设立在红色教育基地，游客们更容易身体力行融入其中，感受红色文化空间释放的信仰力量。同时，改造空

置传统建筑为精品民宿、优化传统小吃街等食宿空间，丰富产业元素体验的多样性，增强了复合产业竞争力与供需吸引力。干江

镇编制了滨海风景旅游区规划，建立涵盖 8 大类 42 个子项目的滨海景观带旅游建设项目表，确定了海洋旅游区、农业采摘区、

休闲民宿区、红色革命旅游区、教育实践区等为主题的差异化发展格局。 

（二）生活空间的合理更新 

生活空间作为乡村空间的重要因素，其内部起到串联各种空间形态和乡村组织形态的复合作用。干江镇在对于村民生活空

间的把握上，并未采用大拆大建的方式，而是转而抓住玉环市及干江镇本该有的风土风貌，进行了适当的修葺与更新，塑造了当

地生产生活适配的空间单元。干江镇通过调整建筑空间和庭院空间、完善交通网络、改善公共空间设施来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

干江镇把保留下来的石屋建筑进行适当加固修缮，给予村民一定的补贴用以庭院统一改造。路旁的村居墙面也增添了符合本土

文化特征的涂鸦绘画，增强与产业空间协同的建筑风貌特征。在道路交通上，尽量打造石板路的架构，在保持地面干净的同时，

增强古朴韵味。规划村民车行、游客车行、电瓶车、步行等复合交通网络，提高道路空间质量。另外，链接了多条与外界相通的

交通要道，保持道路的通达性和安全性，避免游客过多、旅游车辆过多而导致居民道路空间被挤占。其中，还增加了总长 2.5公

里的一条滨海观光主干道，设置火车轨道，启用以环保无污染的液化天然气为动力的观光小火车，串联上栈头村、炮台村、白马

岙村景区的滨海观光线。干江镇还投资 1000余万元，打通了村庄间 3条断头路、新建 2条串联景区的道路、改造及拓宽了 1条

原有道路，完善配套设施，打造一路一景、一路一公厕、一村一驿站，让沿途的乡村富有韵味，为乡村产业增收提供要素保障。

在这系列的空间生产中，充分考虑了居民点系统和产业空间的契合，并与其他村域联合共享共建能快速响应的服务支撑体系。 

（三）生态空间的基底优化 

乡村空间的规划布局，应当对生态空间进行兜底行动，注重开发风险评测，降低脆弱性空间开发度，避免过度依赖自然资源

开发导致的乡村景观破碎。干江镇的村落空间布局，一是提高基础设施布局的均衡性，将景观带和设施带整合规划建设。设立绿

化缓冲带，增加绿地覆盖率，避开泥石流易发区和滑坡危险区的建设，降低灾害发生时对人口和经济活动造成的损失，提高乡村

的恢复能力。比如，上栈头村将村庄主道路的两侧进行绿化，种植树木 2000余株，草皮绿化 300多平方米，花木 3000多株，户

绿化率达 32%。二是发挥产业生态服务功能，如垟坑村在投资莲藕等农业种植采摘项目开发时，注重推进生态空间的优化，以此

最大限度地保障产品优质，采用环保经济的方式提升生态空间品质。白马岙村、上栈头村在沿海沙滩的修复和保护上，投资物力

人力开展滨海空间的有效维护。三是结合历史文化的保护，维护生态环境的清洁度，结合石屋文化、炮台红色文化等，对相关的

景观带和山林做好修复与维护，保证整体景观面貌的和谐度。 

三、乡村空间韧性的隐序表达：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弥合 

通过乡村空间的有序治理，可以从中看到微妙的复合效应。这正是空间生产中活力与秩序两者的热烈互动。在干江镇村庄的

空间治理过程中，从系统韧性中分离出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环境韧性、组织韧性，围绕空间表达形成了紧密的空间治理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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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韧性 

干江镇多个村增加二三产的产业比例，开展寓教于乐的休闲农业体验活动，增加产业发展潜力空间，可以有效防止产品单

一，增强产业对抗环境变化的韧性。除了产业本身内部的空间张力打造，还立足当地特色资源，创新融合“村集体 51%+村民 49%

股份合作制”“多村联建+股份均分”“工商资本投资+村集体年 3%分红合作制”三种众筹模式，将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强化“全域联动+全员参与”，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保障不同群体发展机会公平，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

收益。在股份众筹和村级股份联结成功的基础上，采用“工商资本投资、村集体每年 3%分红合作制”，由投资方对村级项目装

修、运营和管理，采取浮动租金的方式，把项目营业额按照 3%的提成支付给村集体，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村集体再按照村民

股份情况“二次分红”，做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叠加发力推动共同致富。 

（二）社会韧性 

干江镇的有效治理，一方面，增加了留村率，减缓了人才外流的现象。同时，也吸引青年回乡创业，至今已有 20多名本地

青年回归乡村参与建设，开办酒吧、农家乐、商铺等。另一方面，还提高了农民的主体性地位。通过分红、就业安排，村民对村

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村民政治话语权、知识话语权、资本话语权有了明显提升。村民变股民后，从以往的乡村旅游建设旁观者

变成了主动参与者，对村级事务和村容村貌更加关心，对村干部信任感逐步增强。村民对于话语权的掌握和渴望愈加明显，与村

两委的联系也愈加紧密和谐。在项目不断推进的同时，村民对村集体和村班子及村级事务的态度也逐渐转变，从开始时的观望纠

结，到后期主动配合，也会自发地参与乡村建设的项目中，帮忙出谋划策。如干江镇上栈头村在时光隧道、观光缆车、神州飞碟

等主打项目引流下，通过村民自发捐赠、自主参与等形式，建立乡村博物馆、山里市集等文旅业态，进一步盘活村民资产，提升

旅游发展效益。有些村民为了配合岗位形象和村民身份，也会主动接受再教育学习，村民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联合，

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 

(三)组织韧性 

干江镇成立镇级领导部门机构——乡村振兴办公室，逐村研究审定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的方案，并设立

500万元乡村振兴专项资金，明确专项资金重点用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同时，干江镇打造共富项目

为载体的“红星湾”党建联盟，以干江滨海景观带为核心，串联沿线的上栈头、炮台、白马岙等村为滨海片区，推出“美丽乡村

+红色元素”“美丽乡村+农耕文化”“美丽乡村+康养基地”等多种模式，实现功能互补、抱团发展。另外，干江镇强化党员干

部责任认领。通过“开门七件事”启动仪式和村级项目“六赛六拼”活动，深化考核管理机制，将村党组织带领发展村集体经济

情况纳入党建工作年度目标考核，与村干部的“绩效报酬”实行奖惩挂钩。将片区内 293名党员结对联系 3000余户农户，其中

多数为村干部，他们为有意参股但无力出资的困难户垫资入股，解决了共富难题，推进了村民共富之路。 

（四）环境韧性 

干江镇的空间更新，延续原村落的肌理形态，抓住聚落空间延续与革新的存量与增量。根据村庄发展需要，突破行政区划限

制，各村融山、海、滩、礁、林等自然景观及港口、渔村、石屋群等特色人文景观，谋划特色联营联建项目，统筹开发滨海景观

带、田园现代农业示范区、海湾休闲观光示范区、工贸商服创业示范区，通过“村集体+村民众筹”模式，打造“多村联建、股

份均分”的片区旅游发展联盟。在这个融合式空间营建过程中，将周边村庄串联起来，构建景观基础设施片区网络。其中，由自

然水道、湿地、森林和绿地等能自我恢复的自然要素构成的相互联系的网络格局，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时具有较强的涵养水土、

保持生态平衡的功能，有效提升乡村的生态稳定性与整体韧性。另外，停车场、路面修缮、小火车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妥善联建也

增加了项目运营的有效承载力，在实现项目资源、游客资源和业态资源共建共享的同时，推进环境韧性的有效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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