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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栖霞新图景 

高颖 陈廷阳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政府办公室 

栖霞区是江苏省南京市唯一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都市型农业“三业并兴”的主城区，面积 395.44 平方公里，常住

人口超 100 万，其中耕地面积近 9 万亩，农业人口 9 万人，具有明显的“大城市、小农村”格局特征。近年来，栖霞区紧抓机

遇、瞄准优势、发挥特色，以和美乡村建设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乡村风貌越来越美。 

“三个突出”筑牢基础 

突出特色优势，不断优化和美乡村整体布局。按照先规划后建设的要求，对全区和美乡村建设进行科学合理布局，从自然条

件、生态环境、资源禀赋、文化底蕴等实际出发，在产业发展、设施完善、功能配套、空间布局等方面统筹考虑。2019 年修订

《南京市栖霞区村庄布点规划》，提出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街村实际优化完善村庄布局和科学分类。研究制定《栖霞区全域旅游

规划》《栖霞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规划》等，通过整体规划、通篇布局，明确全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整体思路、行动方向和重

点工程。西岗街道桦墅村以文旅结合、城乡结合为重点，打造以射乌山、周冲村为中心的乡村休闲旅游，2019 年获评“国家森

林乡村创建工作样板村”；龙潭街道陈店村、靖安村、太平村结合“水一方”生态旅游区发展，着力打造田园绿化生态村；八卦

洲街道七里村、外沙村依托独特的自然景观资源，突出乡村休闲、特色民宿、湿地体验、健康运动、江岛观光功能定位。 

突出产业发展，不断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按照“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游则游”的原则，努力把景美与民富、村强有

机统一，积极选好路子，盘活资源，突出推动传统农业向以生态农业、特色农业、旅游观光农业为主要形态的现代农业转变，加

快培育现代农民，让农民在家门口创业和就业成为现实。“美丽经济”接上源头活水，有效提升和美乡村建设的综合经济效益。

八卦洲街道把和美乡村建设与八卦洲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发展和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大力拓展延伸农业功能，促进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加快了园区向景区、产品向商品的转变，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龙潭街道结合“水一方”生态旅游区发展，挖掘文

化内涵，发挥生态优势，开展休闲观光、垂钓等旅游项目，发展特色鲜明的生态旅游新业态。 

突出项目整合，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生活品质。做好农业、住建、水务、交通、文化等部门涉农项目整合工作，重点在加快人

居环境整治、完善服务功能配套、加强农村文明创建等方面下真功夫、硬功夫。通过基础设施持续深化完善，栖霞区已实现农村

垃圾分类全覆盖，双车道四级路及以上公路行政村全覆盖。此外，进一步加强污水处理、道路硬化、路灯照明、休闲广场、文化

长廊、活动中心、停车场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健全和完善村规民约，积极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

导村民破除陈规陋习，大力培育乡村文明新风，有力提升乡村建设品质与农民生活品质。 

“三个不足”有待加强 

整体规划还需加强。和美乡村示范区建设缺少顶层设计支撑，未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来统筹推进；在规划设计方面，乡村旅

游观光元素体现仍显不足，缺乏创意和特色，品牌效应尚未凸显。 

基础设施还需加强。乡村基础设施投入相对较大、见效相对缓慢，乡村环境进一步优化还需要各方面支持。良好的银行信贷

服务支持机制尚未形成，村集体承担着较大的资金投入压力，建设后的长效管护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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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还需加强。乡村优势产业不突出，竞争力不强，总体规模效应不高，与农民利益联结不够紧密等问题依然存在，制

约着“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缺少“全产业链”思维，农产品深加工、乡村特色旅游依然薄弱，综合竞争力不足。 

“三个举措”持续推进 

以产业升级进一步激活“美丽经济”。深刻领会建设和美乡村与发展生态产业的紧密关系，着力推动栖霞农业向以生态农业、

特色农业、旅游观光农业为主要形态的现代农业转变。其中，重点依托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形成以特色果蔬、优质稻米、现

代花卉园艺等为特色主导的产业格局，通过规模化、专业化促进农产品提优，做强八卦洲区域公用品牌、龙潭“芳草渡”品牌，

扩大绿色、有机和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等中高端供给。对标先行地区推进八卦洲全域旅游开发，依托“江中绿岛”打造田园综合

体，促进农业、文旅协同发展，特别是擦亮连续举办五届的“农业嘉年华”新名片，使之成为一二三产协同、线上线下联动的农

业盛会。加速打造桦墅“三化”苗圃核心示范区，提升桦墅和美乡村整体品质。加快开通龙潭“水一方”周末旅游专线，对龙潭

荷花基地、长江集镇进行整体升级，实现绿色发展与幸福产业互促并进。 

以设施改善进一步展现美丽形象。强化对八卦洲陌上花渡、西岗桦墅射乌山、龙潭“水一方”等重点板块的精细化提升，特

别是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着手查漏补缺。按照市区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要求，继续围

绕“三大革命”和村庄清洁等工作紧抓不手软、狠抓不放松，确保圆满完成整治提升任务。围绕弱项短板，进一步提高工作标准，

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向纵深化、精细化发展。同时，继续压实常态化督查的担子不放松，集中整顿回潮反弹问题不放松，切实

巩固好整治工作成果。积极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加大对整治优秀成果及示范典型的宣传力度，形成保护农村环境的良好氛围。 

以改革创新进一步固化美丽成果。目前“掌上云社区”全区推广，覆盖全部 127 个社区（村），在线群众超 40 万。依托该平

台，协商共治、美化社区，自觉维护美丽家园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改善居住环境、和谐邻里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将

通过“党建云社区”建设，真正把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引领力发挥好、彰显好，为和美乡村建设提供根本保证。此外，建立多

元投入机制，出台区级实施意见，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现代农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旅游开发、土地综合整治等各个领

域。完善长效管护制度，细化村庄保洁、绿化亮化、道路养护等方面标准，按照不低于社区人口 3‰的比例配备环卫保洁员。积

极引进保洁市场化模式，全面推行污水处理市场化运行、专业化管护，确保运转良好、维护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