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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推进城乡融合调研行解剖麻雀系列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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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融合全域融合，，城乡一体共繁荣城乡一体共繁荣
——来自镇海区的一线调研来自镇海区的一线调研

12月 3日上午，庄市中心学校更名为镇海区崇正
书院，并成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材料学院附属小学。
建筑面积为现在学校的10倍，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庄
市，这所新学校将辐射更广的区域、服务更多的人口。

“崇正书院项目是镇海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大举
措。学校投用后，将成为镇海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学校之
一，满足群众对家门口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镇海区
教育局局长毛志挺说。

庄市中心学校的更名和迁址，是镇海推进全域融
合、实现公共服务城乡普惠共享的缩影。自启动全域城
市化以来，镇海持续推进城乡规划特质化、城乡要素配
置集成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均衡
化、城乡供给制度全覆盖五大工程，城乡成为共存共
荣、相辅相成的一体。

以规划为统领，推进资源要素“融城入乡”，由硬件设
施向公共服务渗透、由空间形态向功能提升拓展，有步骤
地实现城市和乡村的“形”合、“貌”合、“神”合，有效破除
城乡二元结构，探索出全域融合的“镇海模式”。

城乡的定位靠规划来体现，城
乡的特色靠规划来引领，规划无疑
是城乡融合的龙头，而空间布局则
成为重中之重。围绕全域融合，镇
海牢牢遵循“品质之城、特色小
镇、美丽乡村”三级规划体系。

这些年来，镇海一张蓝图绘到
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持之以恒做
好 顶 层 设 计 。“ 镇 海 的 全 域 城 市
化，一是主动接受宁波中心城区的
辐射，融入宁波大都市的发展；二
是统筹城乡间的发展，从镇海全域
考虑各类设施的布局和片区功能定
位。”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镇
海分局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随着空间布局大刀阔
斧的调整，镇海城市化率急速提
高。完成百余个建设项目,各类投
资超过 700 亿元⋯⋯一幢幢高楼勾
画出城市天际线，镇海新城强势崛
起。这片昔日的乡野城郊，已成为
全市六大都市中心之一。

“城镇高度集聚，农村多样保
留 ”， 在 镇 海 得 到 淋 漓 尽 致 的 体
现。“在规划引领下，镇海不断推
进农业向适度规模经营和都市农业
园区集中、工业向工业集聚区集
中、居住向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集
中 ， 最 终 构 建 新 型 城 乡 空 间 形
态。”镇海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周国
伟介绍。

初冬时节，澥浦镇十七房村处
处是景。10 多年前，十七房村进
行整体保护性开发，村民韦明旗和
家 人 搬 到 了 村 里 的 集 聚 点 居 住 。

“老房子变身景区，我从一个农民
变为星级酒店的员工，十七房也从
一个离镇区三里地远的偏远村庄，
逐渐变成澥浦镇的‘核心区’。”韦
明旗感慨地说。

今年，十七房景区二期建成开
放，不但规模扩大一倍，而且集休
闲度假、婚庆娱乐、农业观光等功

能于一体，设施更完善，业态更丰
富。项目负责人褚锋平说，“十七
房二期项目的投用，将借助民俗文
化、民宿文化等旅游消费热点，带
动周边更多群众致富。”

人口聚起来，产业强起来。十
七房村华丽“变身”，实现产业现
代化、农民市民化，是镇海乡村融
入城市的生动注脚。结合城中村改
造、美丽乡村创建等，镇海将 44
个建制村分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
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 4
类 ， 到 2030 年 ， 改 造 保 留 26 个
村。和十七房村一样，越来越多的
村庄，将在融合进程中迎来自己的

“新生”。
城乡融合中，镇海还不断完

善“村庄布点—村庄规划—村庄设
计—农房设计”规划体系，突出

“一村一品”“一村一韵”。
10 多年来，工业化驱动着蛟

川街道的农村加速走向城市化。但
在迎周村，占地 1800 亩的蛟川生
态园依然保留着一派迷人的田园风
光，成为都市人看得见的乡愁。

而迎周村早已开始盘算如何吃
好生态旅游这块“大蛋糕”。迎周
村党总支书记钟炎的办公桌上，一
份 200 多页的村庄改造设计方案几
易其稿。“在村庄规划设计中，我
们尤其注重对接城市需求，规划了
民宿、农家乐、创意工坊等休闲旅
游业态。通过都市休闲产业带动村
民就地创业就业，让乡村真正实现
富裕、文明、宜居。”钟炎说。

城市化率高达 81%，虽然融合
发展水平全市领先，但镇海城乡融
合的车轮依旧滚滚向前。明州大桥
和常洪隧道，将镇海和中心城区紧
紧捆绑，日前开始建设的轨道交通
3 号线二期工程和开通在望的三官
堂大桥，则将镇海和中心城区连为
一体。

规划一张图
催化城乡“形”合

规划落地，需要基础设施作为
“ 四 梁 八 柱 ” 架 构 起 城 乡 融 合 的
“骨架”。全域融合，尤其需要建设
一盘棋。

“近年来，镇海持续加大基础
设施投入，资源和要素进一步向农
村倾斜，全面打通城乡壁垒。”镇
海区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科科长吴东鑫介绍，镇海已实现村
级电商服务网点、快递服务网点、
城镇民用天然气、河道卫生保洁、
垃圾收运全覆盖，90%以上的农村
菜场开展标准化改造。

群山如黛，碧水悠悠。走进九
龙湖镇秦山村，一条条平坦的公路
在田野间穿梭。当地村民告诉笔
者，几年前，这里还是崎岖不平的
村道，如今修了公路，乡亲们出行
便利多了，游客也进来了。

一条路带动一个村，这样的精

彩故事持续在镇海上演。为了使要
素资源在城乡间自由流动，镇海区
近两年投入 6000 多万元用于农村公
路提升和修补养护。如今，281 公
里的农村公路，如同毛细血管一般
联通镇海全域。

联 通 的 不 只 “ 陆 路 ”， 还 有
“水路”和“空路”：2017 年年底在
全市率先完成全域光网覆盖和 4G
网络覆盖；在全市率先完成城乡一
体有线电视网络双向全覆盖；城乡
供水一体化，成为全市唯一的全区
并入市供水环网的区县 （市），实
现城乡“同网同质同价”的供水服
务。

基础设施和城市联为一体，带
来的不仅仅是村民生活的改变，更
重要的是，村庄的“形态”和“功
能”发生悄然变化。

面朝碧波荡漾的三圣殿水库，

背靠青葱翠绿的万亩山林，前两年
还隐匿于山区的秦山，如今成为

“美学生活村”，市内外游客纷纷前
来体会幽静、感受乡愁。民宿老板
张 莲 萍 说 ，“ 随 着 进 村 道 路 的 改
建，今年来我家民宿‘秦家小院’
的游客比去年明显增多。”

在城乡融合中，镇海还启动财
政涉农资金整合改革，实现项目整
合实施、产业融合发展，纠正资金
管理中碎片化、低效化问题。今
年，永旺村的精品村工程成为庄市
街道和区农业农村局“提高资金统
筹水平、集中财力办大事”的重点
工作之一。

拥有乡村之“形”，但有都市
之“芯”。“在全域融合背景下，按
照‘人口迭代、产业引导、社区重
构’的思路，永旺村的功能将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庄市街道党工

委书记金燕告诉笔者，永旺村将保
留村庄格局特色，留住镇海乡愁，
同时实施“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
村，青年来农村、乡贤回农村”，
日后将发展文化创意、科研创新和
农创三大产业，成为都市后花园，
服务甬江科创大走廊。

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催化城乡
“貌”合。“用城市现代科技来改造
传统农业，用城市的工业发展来延
长乡村的农业链条，用移动互联来
丰 富 和 发 展 农 业 业 态 。” 吴 东 鑫
说。目前，镇海已建设“悠游十七
房”“草木光明”“四季九龙”等一
批新型融合载体，培育出“人和光
明、古韵十七房、山水秦山”等一
批都市休闲业态样本，编织“商帮
寻根、九龙问茶、亲水河头、梦里
水乡”四条美丽风景线，构建起城
乡一体的大花园、大景区。

建设一盘棋 催化城乡“貌”合

构建设施完备、功能齐全、城
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是全域融
合的题中应有之意。如何让乡村
和城市一样，成为人们的幸福居
所？镇海的答案是，在公共服务
资源配置和基层社会治理上同步
发力，让城和乡成为生活方式的
平等选项。

近些年，镇海推进城乡一套标
准，将城市优质资源全域配置，农
村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
育、医疗卫生、居家养老等公共服
务。

教育资源的均衡优质配置，镇
海一直在努力。去年年底，镇海再
次派出 60 多位城里的优秀教师分
赴全区 30 所农村学校和师资薄弱
学校，开展为期 3 年的教学活动。
目前，镇海实现城区和农村学校资
源共享，是全国首批义务教育发展
基本均衡区。

医疗和社会保障全面统筹。早
在 2012 年，镇海农民人均筹资标
准和医疗待遇居全市之冠，2017
年在全省首创重特大疾病补充保
险。城乡卫生一体发展迅速，在全
市率先实现星级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云诊室、中医药适
宜技术进社区 （村）、区级医疗专
家下社区 （村） 4 个全覆盖。

镇海在全市率先实现各类专项
救助城乡一体、标准一致。2017
年在全市率先实现居家养老政府购
买服务全覆盖，被征地农民基本生
活保障制度、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等均实现并轨。
从 2016 年起，镇海还破除城乡二
元户籍壁垒，实行技能培训同城同
待遇标准。

一套服务标准用到底，一把管
理刻尺量到底，镇海还建起区、镇

（街道） 和社区 （村） 的无缝隙治
理体系。

地处北环东路、东环北路与庄

俞公路“黄金三角地带”的庄市光
明村，是个“水清、路洁、地绿、
庭美”的园林式村庄。村党委书
记丁国光告诉笔者，“在镇海的全
域城市化进程中，村庄一二三产
得到发展。去年全村工农业总产
值 10 余 亿 元 ， 村 集 体 可 用 收 入
980 多万元，村民人均收入 45000
余元。”

让光明村的百姓感到骄傲的
是，村里开展了社区物业化服务。
除 12 小时保洁管理、24 小时保安
管理、绿化养护等常规性服务外，
社区物业服务中心还提供代订牛
奶、代送纯净水、代缴各种费用等
委托性服务。“村里有物业服务，
还有一个幼儿园和医疗站，生活在
光明，和城市没有区别。”村民告
诉笔者。

走进村口的服务中心，大屏幕
便映入眼帘，这是光明村的“美丽
乡村”智慧服务平台。笔者在现场
看到，该平台设有智慧党建、村务
动态、平安家园等九大便民栏目，
融合“网格管理、智慧服务、农资
交 换 ” 三 大 功 能 。“ 通 过 有 线 电
视，延伸到光明村 1000 多户村民
家中，并同步开发手机端应用，形
成了平台交互、终端同步的多媒介
基层治理体系。”丁国光说。

笔者在系统后台看到，村民的
参与热情很高，他们积极反映垃圾
堆积、路灯不亮等问题。“依托这
个平台，村民成了‘网格长’。他
们可以将问题自主上报，我们能第
一时间收到并处理，做到小事快解
决、大事商议解决。”光明村党委
副书记郑军说。

光明村智慧服务平台的数据，
将实时传送到庄市街道的综合信息
指挥室。“实现村社、街道和区之
间基层治理体系的无缝对接，打通
基层治理的‘细枝末节’。”街道综
合信息指挥室主任罗宇峰告诉笔

者。在庄市街道，125 名网格长、
500 余名网格员、3000 余名志愿者
骨干力量密切关注区域内出现的各
类隐患苗头。完善的社会服务管理
平台横跨乡村和城市，村、社区网
格员年均下网格走访巡查 60 万余
次，发现问题 2 万余个，其中约有
2000 个问题通过街道协调落实解
决。

管理一张网 催化城乡“神”合

城乡融合进程中，镇海区根据自身实际自我加压，打造难度更高

的“全域城市化”，并提出争创城乡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的目标。

建设“全域城市化”，难就难在乡村也要具备“城市功能”，这对

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公共服务、基层治理均提出了极大挑战。这些

年来，镇海通过规划一张图、建设一盘棋、管理一张网，实现城市和

乡村的“形”合、“貌”合、“神”合，从而实现乡村的“类城市化”发展。

全域城市化进程中，镇海通过规划引领，分散式的居住方式和产

业布局成为历史，全区 44个建制村按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

护、搬迁撤并等类型保留、集聚为 26个村，构建起新型城乡空间形

态；不遗余力地联通城乡之间的“陆路”“水路”和“空路”，从而实

现“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来农村、乡贤回农村”，重构乡

村的产业体系；同时，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和基层社会治理上推进城

乡一套标准，实现优质教育、医疗卫生、居家养老等无差别化，使得

城和乡成为生活方式的平等选项。

镇海处宁绍水网平原东端，地形狭长，地势西北、东南两端高，
中间平，甬江由西南流向东北入海，横贯境内中部。镇海区陆地面积
246 平方公里，下辖 2 个镇 5 个街道，是国家级生态建设示范区、中
国院士之乡、中国书画之乡、全国文化先进县 （区）、全国社区建设
示范城区。目前，镇海的城市化率81%，走在全市全省前列。

记者 何峰 镇海区委报道组 倪寅初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镇海区委宣传部提供

光明村的智慧服光明村的智慧服
务平台务平台 （（何峰何峰 摄摄））

遍布城乡的健身设施遍布城乡的健身设施 宁波植物园宁波植物园

澥浦镇十七房澥浦镇十七房

镇海新城镇海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