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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高效 绿色发展
鄞州区践行“两山”理念

守护自然资源15周年回顾

2005年 8月 15日，时任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
湖州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15年来，鄞州
区通过科学规划引导、强化
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加
强矿政管理、优化林业生态
等多措并举，深入践行“两
山”理念，节约集约用地、表
土剥离再利用、耕地保护补
偿机制、生态城市建设、森林
质量提升等工作均走在全
国、全省前列。

科学规划
坚持生态优先

鄞州区以“多规合一”为基础，坚持生
态优先理念，从总体规划、详细规划、规划
研究、城市设计、历史文化保护规划、专项
规划等多个层面系统性进行功能和空间
的预留及谋划，构筑生态保护、生态优先
的规划编制思路，为集约发展、生态发展
提供规划引导和实施依据。

早在2012年，在鄞州区撤县设区十
周年之际，就已开展《鄞州区2030空间发
展战略研究》，从空间结构提出保护与发
展的关系。2019年6月，宁波市启动市级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鄞州借助此次区级层
面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契机，坚持最严格的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资源节约制度和耕地
保护制度，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
农田红线，严格保护东钱湖、象山湾、甬
江、奉化江、天童山等珍贵生态资源，形成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
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同时，优化提升城市品质，推进三江
六岸品质提升，开展长丰热电厂周边滨
江区域等重要地段城市设计，贯通滨江
公共空间，推进沿江综合体开发和滨江
慢行系统建设。推进鄞州公园、院士公
园规划方案编制，其中总面积72公顷的
鄞州公园成为全省最大的城市中央湿地
公园。开展宁波会展新城片区规划设
计，打造以生态和文化为特色的世界级
湖区。开展历史建筑改造与再利用以及
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发展研究，加强庆
安会馆周边等历史区块保护与开发，推
进传统建筑保护。

按照“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
耕地”“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等原则，鄞州
区综合运用建设性保护、管控性保护和激励性
保护等各种手段，数质并重护耕地，优化机制守
红线，加大垦造耕地力度，推动农村土地综合整
治，加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推进耕地质量等
级提升，落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确保耕地
占补平衡，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也率先走出了
表土剥离再利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等新路子。

2011年，鄞州区率先全面推行表土剥离再利
用，实现“应剥尽剥”，走在了全国、全省前列。近
10年来，全区累计实施表土剥离9037亩，剥离优
质表土169.88万立方米，已利用129万立方米。

2013年，鄞州区率先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
度。自2014年始，鄞州区连续发放5年耕地保
护激励资金，该政策大大提高了镇乡（街道）、村
及用地单位的耕地保护意识。

推进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整合”小散矿区。
目前全区在采矿山已从原来的71个整合为两个
大型矿山（凤凰山矿区、金童山矿区）。并且推进
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大力开展绿色矿山建设，全区
70个废弃矿山已陆续完成生态复绿61个。

完善执法共管责任机制，2009年率先建立
土地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土地信访数量、违
法占用耕地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

鄞州区始终把推进节约集约用地作为避免
土地资源浪费、促进经济社会绿色协调可持续发
展的全局性、关键性举措，2011年获评首届全国
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区和全国国土资源“双保
双服务”先进单位，2012年获评省级“365”节约
集约用地行动计划先进单位模范区。

按照“功能分区、集中布局”原则，优化城乡
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引导区块集聚和城镇组团。

此外，向“天上”“地下”要空间，鄞州区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空间使用管理的意见》，
鼓励建设地下仓储、地下商场、地下停车场等地
下设施。

开展技术改造、拆旧建新、提高容积率等各类
改造，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每年开展“批而未供、供
而未用”土地消化利用百日攻坚行动，一地一策，
分类处置，2005 年以来共消化批而未供土地
67394亩；盘活存量用地22750亩。推进低效建
设用地再开发，如对曾为浙江省规模最大的电
镀工业园区实施全面停产和整治提升。

推进林业生态建设
提升森林质量

鄞州区秉承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先后
提出创建“绿色鄞州”“生态鄞州”“森林鄞
州”以及“美丽鄞州”。

推进城市森林建设。加大城市绿化
建设力度，先后建成了鄞州公园、剑桥公
园、永泰公园、鄞州湿地公园、高教园区河
滨绿带等大型公园、广场绿地，公园绿地
面积总计达370公顷。城市建成区内主
次干道绿化率达100%，全区已建公路、铁
路绿化率达到95%以上。

15年来乡村绿化面积逐年增加，平均
每年增加绿化面积1万亩以上，目前共建
成国家级森林乡村4个、省级森林城镇1
个、省级森林村庄1个、省级绿化示范村19
个、市级森林城镇3个、市级绿化示范村
（园林式村庄）137个、区级森林村庄10个。

加强公益林建设。将全区三大水库
周边10.17万亩森林纳入水源涵养林。加
强沿海防护林建设，在总长26.4公里的海
岸线上，建成了23.6公里的大型阔幅海岸
基干林带，全部纳入国家级公益林进行重
点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注重森林质量提升。该区与华东师范
大学合作，积极引入了近自然森林经营理
念，在天童林区开展森林抚育试点工作，多
年监测数据显示，森林抚育在提高森林蓄
积、改善林分状况、促进目的树种生长、提
高森林自然更新能力等方面作用明显。

保护自然资源
推进表土剥离再利用

节约集约用地
引导集聚纵深发展

深入践行“两山”理念
建设美丽国土新格局
下一步，鄞州区将深入践行“两山”理

念，不断推进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科学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资
源整合为导向，探索建立由总体规划、详
细规划、专项规划构成的鄞州特色国土空
间规划新体系。

加强自然资源“全周期”保护。健全耕
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落实永久基本农田
特殊保护，建立永久基本农田“划、建、管、
护、补”长效机制。推进耕地生态建设保护
工程，加强土地整治项目后续管护。

强化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完善
土地利用动态监测管理系统，构建“批、
供、用、查”全流程、全覆盖、全方位的土地
利用开发监管体系。

创新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进
姜山、云龙、邱隘、下应等重点区域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积极争取在首南街道等城
市规划圈内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
态修复工程。

通讯员 林寻忠 郑玲/文 俞爱民/摄

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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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公园一期鄞州公园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