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是农村的主人，在推进村
庄梳理式改造过程中，农民是参与
者，也是受益者。把农民的积极性
激发出来，村庄梳理式改造才有生
命力，这是委员们的共识。

“要激活村庄内生动力，必须
凸显村民主体地位。”章玲芬委员
说 ，“ 村 民 是 乡 村 振 兴 ‘ 留 得 住
心、扎得了根’的稳定力量，也是
乡村发展的主要受益者。艺术赋能
乡村不能依赖于快变量的代替模
式，而应成为村民成长教育的历史
机遇。”她举例说，城杨村邀请中
国人民大学教授指导村民运用擅长
的技能与易得的乡土材料创制便
民、利民、惠民的实用产物，以

“最小化成本，最大化效用”来激
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
造性。

魏章焕委员扎根农村几十年，
对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于章玲
芬委员的观点，他十分认同。他在
多年的实际工作中观察到，村庄梳
理式改造已水到渠成，许多村民也
有强烈愿望，但在实际工作中，政
府部门、基层干部、村民三者之间
考 虑 的 重 点 有 所 不 同 。“ 除 围 绕

‘ 清 洁 、 美 丽 ’ 这 个 共 同 目 标 之
外，政府考虑更多的是节约土地指
标和谋划村庄前景，基层干部考虑

更多的是集体经济与矛盾化解，村
民考虑更多的是利益与公平，况且
各村庄之间、农户之间也条件不
一、情况复杂。”魏章焕委员说。

“村庄建设归根结底是村民的
事。”他建议，要顺利推进这项工
作，必须始终坚持村民主体作用，

“坚持先易后难、分步推进、典型
引路、程序公开的基本原则。乡镇
政府要及时跟踪、加强指导、强化
服务，党员干部要起好示范带头作
用和宣传引导作用，发动村民主动
参与，坚持利益让村民共同享受，
成果由村民共同体验，工作靠村民
共同推进。”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陈建波
委员则建议，要加强宣传，多形
式、全方位展示村庄梳理式改造促
进农村生活环境改善、生活品质提
升的生动案例，引导、带动全体村
民主动参与美丽乡村建设，自发自
愿献计出力，共同建设自己美丽的
新家园。

会前认真调研、深入研究，会
上精彩发言、诚恳交流，凝聚了共
识，提高了认识，委员们的建言献
策，必将合力推动我市高质高效加
快村庄梳理式改造，助力高水平打
造乡村振兴宁波样板和推动共同富
裕先行市建设。

凸显村民主体地位

激活村庄内生动力

为乡村共同富裕再添
——政协委员为村庄梳理式改造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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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要建设无地可用，

又有大片“老破旧危”农房闲置的矛盾现象，就

像捧着“金饭碗”却没饭吃；

我们如何去应对拆旧建新、保护与重建之间

的激烈碰撞，在改善村民生活条件的同时留住那

份我们熟悉的乡土气息；

村庄梳理式改造中，着重要考虑如何盘活资

源，打通美丽风景向美丽经济的转化通道；

……

金句频出，意犹未尽，绵绵乡愁和理性思考

相互交织，高屋建瓴和基层经验发生碰撞，8月

19日下午，市政协举行“请你来协商”活动暨委

员月谈会，围绕“加快推进村庄梳理式改造”协

商建言。

8位市政协委员和来自象山的村民代表，结合

各自工作实际和调研思考，从完善政策导向、抓

住关键环节、注重艺术赋能、加快资源盘活、发

挥主体作用、加强要素保障和法制保障等不同角

度，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

“加快推进村庄梳理式改造，
要坚持政府主导，同时强化政策
保障。”第一个发言的俞骏委员开
门见山亮出观点。俞骏委员来自
村 庄 梳 理 式 改 造 的 肇 始 地 象 山 ，
对这项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
刻 的 理 解 。 他 介 绍 ， 2010 年 以
来，象山先后出台了县级农村宅
基地管理办法、村民建房监督管
理办法等 10 个文件，制定“12 类
必拆、9 类缓拆”分类处置意见，
为推进村庄梳理式改造提供制度
保障。

俞骏委员如数家珍，将象山
推进村庄梳理式改造的实践经验
和成效“和盘托出”，让大家对这
项工作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

心往一处想，劲才能往一处
使。村庄梳理式改造盘活了大量

集体建设用地，腾出了产业发展
空 间 ， 是 一 项 强 农 富 民 的 工 程 ，
作用和意义有目共睹，我市的基
层干部都认识到了吗？

“部分基层干部对闲置农房盘
活 工 作 认 识 不 足 ， 存 在 不 想 利
用、不敢利用、不会利用现象。”
王立君委员在调研中发现情况不
容乐观。“要切实加大宣传力度，
让一批典型案例广而告之，营造
良好的推进氛围。”王立君委员认
为，首先要凝聚共识，进一步统
一各级党委、政府思想认识，明
确 有 关 部 门 责 任 ， 加 大 推 动 力
度，各地要结合实际制订出台实
施细则，加快我市农村闲置农房
盘活工作全面推进。

规划引领，是出现在委员们
发言中的高频词汇。陈建波委 员

是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领 域 的 专 家 ，
他 在 调 研 中 发 现 ， 推 进 村 庄 梳
理 式 改 造 ， 规 划 编 制 上 存 在 滞
后 和 冲 突 现 象 ，“ 村 庄 规 划 往 往
没 有 做 到 ‘ 多 规 合 一 ’， 没 有 和
农田整治、生态修复、特色产业
发展等综合谋划，全域整治项目
立项和实施难，村庄改造和建设
的 效 果 不 理 想 。” 他 的 这 一 观
点，引得参会人员频频点头，大
家在调研中对规划编制短板问题
深有感触。

确立规划是引领的准则！陈
建 波 委 员 建 议 ，“ 以 ‘ 十 四 五 ’
发展规划和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
为引领，坚持工业用地整治、村
庄整治、生态环境整治、低效用
地整治四位一体，依托市、县两
级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规划及

片区和单元整治方案，谋划编制
好‘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
划和村庄整治方案，分类统筹推
进村庄梳理式改造。”

“当前，村庄规划没有全面做
到 ‘ 多 规 合 一 ’， 各 种 规 划 ‘ 打
架’，基层无所适从。”林杰委员
从加强规划的顶层设计和刚性执
行出发，提出了建议，“要把握好
乡村全局与单个村庄的空间格局
与 战 略 定 位 ， 抓 住 要 素 配 置 关
键 ， 加 大 ‘ 多 规 合 一 ’ 推 进 力
度 ， 强 化 全 域 一 体 化 创 建 理 念 ，
形成全域一张规划、局域一张蓝
图干到底。乡镇要注重结合各村
的资源禀赋开展个性化设计，同
时 要 强 化 规 划 的 刚 性 执 行 力 度 ，
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和责任追究机
制，确保规划有效落地。”

政策保障规划先行 强化统筹推进力度

村庄梳理式改造是一项系统
工 程 ， 需 要 有 力 有 效 的 支 撑 体
系 。 我 市 在 村 庄 梳 理 式 改 造 中

“甬”立潮头，在全国第一个“吃
螃 蟹 ”， 但 也 是 “ 摸 着 石 头 过
河”，尤其在支撑体系建设方面，
边推进边探索边完善。

委员在调研中发现，要素保
障 仍 存 在 不 足 ， 特 别 是 土 地 资
源、改造资金、人才等瓶颈亟待
破解。

有 人 办 事，有章理事，有钱
才能成事。村庄梳理式改造工作
中，资金如何筹集，是委员们关注
的焦点。

“作为一项长期工作，要素保
障亟待加强。”吴愉萍委员建议，
要进一步强化资金整合，市级在考
核指标的设定上，对县级资金保障
要予以关注，鼓励区县 （市） 整合

资金，整合工作，从切实提升村庄
功能和环境的角度出发，加大资金
整合力度，缩小地区之间差异，保
障工作顺利进行。

陈建波委员建议，通过财政支
持和社会投资“两条腿走路”，向
村 庄 梳 理 式 改 造 提 供 “ 金 融 活
水”，“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村庄
梳理式改造，对经济相对欠发达地
区和群众迫切需要建设的项目予以
重点倾斜。探索开展宅基地使用权
抵押贷款，鼓励银行开发相应金融
产品，加强对村庄梳理式改造的信
贷支持。同时积极鼓励引入社会资
本投资，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多
渠道加强资金保障，减轻财政压
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 力 资 金
支持。”

“ 加 快 研 究 制 定 农 房 抵 质 押
贷款办法，积极创新金融服务模

式，适时推出以闲置农房激活利
用为核心的涉农信贷产品强化保
障 ， 夯 实 推 进 基 础 。” 除 了 关 注
畅通融资渠道外，王立君委员还
从加快确权登记发证、优化服务
平台、建立风险保障机制等方面
提 出 了 加 强 要 素 保 障 的 意 见 建
议 。“ 一 是 推 进 农 村 宅 基 地 及 住
房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建立房地
一体权籍数据库，同时加强对一
户多宅、违法建设、超标建设的
清 理 ； 二 是 开 发 流 转 交 易 平 台 ，
实现供求双方进行信息发布、流
转交易、交易鉴证、合同签署等
功能；三是探索设立闲置农房抵
质押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通
过 贷 款 贴 息 、 风 险 补 偿 等 方 式 ，
对 部 分 盘 活 项 目 进 行 补 贴 补 偿 ，
激 发 金 融 机 构 受 理 抵 押 的 积 极
性。”

乡 村 要 振 兴 ， 人 才 是 关 键 。
委 员 们 还 十 分 关 注 强 化 人 才 支
撑。“目前农村各类实用专业人才
缺 乏 ， 乡 村 振 兴 人 才 短 板 明 显 。
建议市委编办、市人社局统筹安
排事业人员招录指标，单独安排
给各区县 （市），定向委托培养规
划建设、农业产业经营管理等专
业的大中专学生，统一招录分配
给乡镇，明确服务期限，助推乡
村振兴。”俞骏委员支招。

赵 建平委员认为，村庄梳理
式改造过程环节多、内容杂、牵涉
面广，法律保障尤为重要。“要结
合今年‘八五’普法启动年活动，
重点宣传好乡村振兴促进法、城乡
规划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
包法等法律法规，提高村干部和村
民 依 法 办 事 的 法 治 意 识 。” 他 建
议。

补足要素保障短板 打造有力支撑体系

村庄梳理式改造通过“拆、
改、建、保”有机组合、灵活运
用的模式，腾出了乡村建设空
间，改善了人居环境，完善了公
共基础设施，保护了古宅古物古
迹，并结合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
和闲置农房的盘活利用，促成了
美丽环境向美丽经济的有效转
化，是宁波结合自身实际探索乡
村振兴的鲜活实践。

村庄梳理式改造最早起源于
象山的“一户多宅”清理。2010
年起，象山县率先在全省实施以

“一户多宅”整治为主要内容的
村庄梳理式改造。全县实行改造
村达 83%，累计拆除“一户多
宅”各类违建及破旧房屋 6.1 万
间，清理宅基地 4700 亩，盘活
存量建设用地 5410 亩，实现了
资源盘活、环境优化、经济发
展、民生改善等多方共赢。

经过不断探索完善，我市逐
步形成“拆、改、建、保”多元
化改造模式，展现出百花齐放、
亮点纷呈的良好局面。截至目
前，全市已盘活闲置农房 6万多

间，涉及面积约 160 万平方米，
有效撬动了一批闲置资源，增加
了村集体和村民的财产性收入。

2019 年，市政协与象山县
政协联动组成课题组，组织市、
县两级政协委员，就加快推进村
庄梳理式改造，促进新时代美丽
乡村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形成

《关于加快推进村庄梳理式改造
促进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调研
报告》。调研报告得到市委、市
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有关建议
被市委、市政府和市级相关部门
积极采纳。2020年 6月，市委办
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出台《中共
宁波市委办公厅宁波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高水平建设新时代美
丽乡村建设的意见》，把村庄梳
理式改造列入新时代美丽乡村建
设“13511”工程的一项重要内
容。

在市委市政府重视下，村庄
梳理式改造工作还被列入《宁波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
行动计划 （2021—2025年）》。

（何峰）

村庄梳理式改造

村庄梳理式改造是实现强村富
民、推动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途
径，在实践中已达成共识。村庄进
行梳理式改造后，如何发展好产
业，是委员们在调研中思考的重
点。

“ 乡 村 是 一 幅 幅 天 然 的 水 墨
画，古朴的乡村以它特有的魅力成
为艺术家灵感迸发的桃花源，是我
们魂牵梦绕的故土家园。我认为村
庄梳理式改造要注重艺术赋能乡
村，激活农村这片文化沃野。”章
玲芬委员对乡村有着深厚的感情，
她充溢着浓烈乡愁的开场白将大家

的思绪带入如诗如画的乡村时，却
话锋一转，抛出观点，“通过艺术
赋能乡村，实现乡村美、产业兴。”

结合鄞州城杨村通过艺术振兴
乡村的鲜活案例，章玲芬委员对艺
术如何振兴乡村、激活村庄产业娓
娓道来。“引导村民从‘艺术离自
己 有 点 远 ’ 到 ‘ 艺 术 也 没 那 么
难’转变，通过就地取材的‘微
改造、精提升’，让村里的各个角
落 丰 富 起 来 ， 再 通 过 村 民 自 创 、
企业领创、文旅示范，让越来越
多的村民加入艺术赋能乡村的行
列。”她说，村庄美了，投资与商

机 也 随 之 而 来 。 村 里 旅 游 火 了 、
人 气 旺 了 ， 各 类 餐 饮 、 农 特 产
品、手工艺品、农家乐生意越来
越好，村民的日子自然越过越红
火。

委员们在调研中发现，通过村
庄梳理式改造，零星的宅基地、边
角地得到充分利用，村内道路整修
得更加宽广通畅，环境更加优美，
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为经营村庄创
造了条件，促进了乡村美丽产业兴
旺。但如何打通美丽风景向美丽
经济转化的通道，各地“各显神
通”。

委员们认为，在改造过程中要
创新开发模式，在激活利用过程
中，要根据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和
产业发展情况，选择多样化的产业
开 发 模 式 。“ 可 以 将 闲 置 农 房 与
山、林、田、河、湖等各类闲置低
效资源相结合，进行统筹盘活利
用；可以探索民宿集群化开发，打
造乡村精品民宿等新型业态；可以
利用闲置农房开发电子商务、文化
礼堂、养老、体育、医疗、教育等
公益性配套设施，让村民群众真切
体会到公共服务看得见、摸得着、
真实可感。”王立君委员建议。

发展产业振兴乡村 加快推动共同富裕

记者 何峰

新闻背景

（丁安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