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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美丽乡村
梳理式改造村评估内容

包括拆、改、建、保四个部
分 ， 分 值 分 别 为 20 分 、 30 分 、

30 分和 20 分。
评估指标共 14 项，分别是：拆危拆

旧：村内无危房，建筑美观，风貌好；拆违
拆废：门前屋后无违规搭建，村内无废弃构筑

物，杆线序化，村庄治理整治有序；拆破拆乱：无破
败、破旧、零乱现象，环境治理有效，村容村貌好；拆

出空间：村内公共空间、道路、停车泊位等明显改善，村庄
绿化彩化明显提升；改路：村内道路通达、主要道路硬化，道路

两 边 停 车 港 湾 设 置 合 理 美 观 ； 改 水 ： 饮 用 水 达 标 提 标 改 造 率 达
100%，雨污水分流；改厕：无露天粪缸 （池）、旱厕和简易棚厕，无
害化户厕全面普及，落实公厕“三有四无”标准；改绿：开展村道
旁、河岸、房前屋后绿化美化；建房：引导农户选择单户改建、连片
联户改建翻建或整村整拆整建等模式，推进村庄住房改造建设；建设
施：公共服务配套完善，能满足村民日常生产生活需求；建机制：污
水、公厕、垃圾治理设施配备合理，运行正常，并形成长效运维管理
机制；保风貌：重视传统特色的村庄肌理与乡土建筑，保护、延续村
庄特色风貌；保特色：利用陈砖旧瓦、竹子、山石等就地就势取材，
物尽其用，建设农村特色景观；保生态：保护和恢复乡村生态功能，
保持乡村自然景观。 （孙吉晶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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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梳理式改造是我市美丽乡村
建设过程中的一大创举，经过
不断探索完善，形成了

“拆、改、建、保”
多元化改造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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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余姚梁弄汪巷最真切的描绘。历史上的汪巷村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山水风光与人文

情怀交融，彰显着“汪巷儒风”文化古村的独特魅力。

今天的汪巷村以村庄梳理式改造为契机，按照“宜建则建、宜耕则耕、宜绿则

绿”的原则，围绕村庄耕读传家的文化内核，对村庄周边整片农田进行统一

风貌管控，沿线修建了樟树下营地和田园迷宫、“探花·花海”营地，配

套建设生态停车场、阳光花房、空中花廊、儿童乐园、游步道、公

共厕所等基础设施，展现了独具特色的山区田园风光，成为村

民和游客休闲游玩、感受田园生活的好去处。

汪巷村是我市村庄梳理式改造的一个生动缩

影。

村庄梳理式改造最早起源于象山的

“一户多宅”清理，经过不断探索完

善，目前已形成“拆、改、

建、保”多元化改造模

式，并在全市10个

区（县、市）全

面推开。

坚 持 “ 以 人 为 本 、 因 村 制
宜”，这是村庄梳理式改造的核心
原则。围绕“拆、改、建、保”四
个方面，我市制定出台创建标准。
拆：拆违拆危、拆破拆旧、清理

“一户多宅”；改：改路改绿、改水
改厕、立面改造；建：建新房、建
设施、建配套；保：保风貌、保特
色、保生态。我市还明确梳理式改
造 14 项评价指标，为各地推进工
作提供指引。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士表示，
村庄梳理式改造，以最大程度体现
人文情怀和乡愁乡味、保留各自特
色为前提，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为
突破口，以宅基地“三权分置”和
闲置资源激活利用为延伸，拓展农
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空间，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盘活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和闲置宅基地，促进乡村
治理现代化。

村庄建设改造是一项系统工
程，牵涉的部门多，市、县两级将
其列入乡村振兴考核内容，有的区

（县、市） 还成立专门领导协调机
构，如海曙区成立旧村改造办、奉
化区成立美丽家园专班，镇、村建
立完善相应的工作体系。象山、宁
海等地，村庄空间较大，主要采取
拆违、拆倒、拆破方式，拆出村庄
新空间、新面貌；海曙、鄞州等
地，村庄密度大，以前大多采取片
区联建模式，现在把联建与梳理式
改造相结合，同步推进。

我市加大资金投入，集约化推
进村庄梳理式改造。2020 年，市
财政增加村庄梳理式改造预算资金
6000 万元，区 （县、市） 强化资

金统筹，围绕村庄净化、洁化、绿
化、亮化、美化等目标，做好项目
整合文章，集中资源推进村庄改造
建设。2020 年，鄞州区 23 个梳理
式改造村共整合各类项目资金 1.89
亿元 （含新村建设）。各地还激活
闲置农房和闲置宅基地，优化农村
创业创新环境，促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吸引多种主体参与美
丽乡村建设，畅通村庄改造建设融
资渠道。

清 源 村 地 处 海 曙 鄞 江 半 山
区，共有村民 443 户 1029 人。该
村按照“生态优美、村庄秀美、产
业富美、治理和美、生活甜美”的
要求，以村庄梳理式改造为抓手，
推动乡村宜居宜业，村民幸福感大
幅提升。目前已拆旧 6 万平方米，
改造立面5.5万平方米，安置农户近
300户。

北仑大碶街道杨岙村在特色上
下功夫，在差异上找出路，探索梳
理式改造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的新路
径。鉴于杨岙村村民收入较低，在
农房改造之初，该村推出“拆房
换 地 、 零 收 整 建 ” 的 “ 一 户 一
宅”农房建设模式，通过土地整
理置换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使农
村土地资源得到更有效配置和集
约利用。在拆旧过程中，该村因
地制宜，强化“慈孝之乡”的文
化理念，一方面，收集一些保存
完好、能勾起村民乡愁乡韵的物
件，再利用景观节点改造，让历史
乡愁重现光彩；另一方面，村容建
设整体采用古朴简约的怀旧风格，
缀以现代文明的成果装饰，让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

以人为本，因村制宜

余姚河姆渡镇芦山寺村位于河
姆渡遗址所在地。在开展梳理式改
造过程中，该村以河姆渡遗址为依
托，立足本地丰富的文化资源，着
力推动美丽乡村、美丽庭院、美丽
田园建设，保护和修复历史大院、
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深

入挖掘传统古村的文化价值，走
出了一条让人看得见青山、望得
见绿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振兴乡
村之路。

按照“修旧如旧”原则，芦山
寺村在保留村内古建筑原貌的基础
上，重点对钱家大院、擂鼓墙门、

共同参与，改出颜值与实力

作为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的一
个重要平台，尽管这几年我市在推
进村庄梳理式改造方面开展了创
新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
照农业农村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的要求，还
有一定差距。从各地推进情况来
看，主要存在工作推进不平衡、主
体作用发挥不够充分、要素保障不
够有力等问题。

“村庄梳理式改造是乡村建设
中补短板的基础工程，也是动员广
大群众共同参与的凝心工程。”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士表示，通过改
造，不仅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
升乡村整体面貌，而且也改善了干
群关系，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据
悉，到今年底，全市将再完成 300
个村庄梳理式改造。

按 照 新 时 代 美 丽 乡 村
“13511”工程总体部署，我市将结
合数字乡村建设，扎实做好村庄梳

理式改造信息入库工作，强化信
息数智管理。制定村庄梳理式改
造 《正负面清单》，明确应该做什
么、不该做什么，进一步提升质量
和效果。

我市将积极争取上级部门支
持，加大对村庄梳理式改造工作的
财政资金投入。鼓励银行开发相应
金融产品，加强对梳理式改造的信
贷支持。同时针对梳理式改造需
求，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和基
层干部业务培训，切实增强美丽
乡村建设的人才支撑。健全部门
协作机制，共同解决村庄梳理式
改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形成推
进合力。结合共富乡村、未来乡
村建设，把村庄梳理式改造从单纯
硬件改造向软硬结合改造转变，从
单纯地面改造向地面、地下、空中
一体化改造转变，把村庄梳理式改
造打造成全国乡村建设中的“宁波
示范”。

坚持导向，打造“宁波示范”

钱氏宗祠等传统建筑进行更新修
缮，并深入挖掘生活情景、传统习
俗、民间工艺、宗族文明等文化元
素，新建农耕文化印象馆、非遗展
示馆、越瓷坊、古法榨油坊等文化
景点。此外，以古村落、甲鱼公
园、健康养生为代表的一批农旅融
合项目，让更多游客在游览河姆渡
遗址博物馆、了解史前稻作文化的
同时，领略乡野风情，体味农家生
活。去年，吸引 65 万人次游客前
来古村观光游玩，带来可观的经济
效益。芦山寺村也成为“茭美古
渡”美丽乡村示范线上的一个网红
打卡点。

据市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数据，
2020 年、2021 年，我市已有 711 个
村完成梳理式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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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为
经营村庄创造了条件，促进了乡村
美丽产业的发展。象山县贤庠镇西

山下村建设外来人口集聚小区、西
周镇莲花村开发养老项目，成为村
集体经济收入的一大来源。东钱湖
城杨村打造帽语展艺坊、开物水车
坊、杏缘手工坊等乡村旅游项目，
打开了美丽风景向美丽经济转化的
通道。

村庄梳理式改造，从村民看得
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身边事入
手，极大地调动了村民参与美丽乡
村建设的积极性，并通过“村民说
事”等，从制度上引导村民参与村
庄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自觉投
入村庄环境整治和美丽庭院创建活
动，激发广大村民的内生动力。镇
海区九龙湖镇九龙湖村实施“彩
色、红色、绿色”三大乡村梳理式
改造行动，尊重村民首创智慧，让
村民行动起来、参与进来，充分激
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近三
分之一的农户参与了村庄梳理式改
造。宁海县葛家村更是全体动员，
全民参与村庄微改造。

本版图片由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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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区城杨村一景。 ▲象山县青莱村村内公园。

奉化区金峨村奉化区金峨村。。

记者 孙吉晶 通讯员 鲍明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