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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夯实产业基础，提供持续动力

一是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围绕优势产业，比如竹产业、

白茶产业，加大土地使用权流转力度，推进规模经营。

二是积极培育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引导农户自愿

组织起来，将个体优势转化为集体优势。

三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充分利用浙江农村文化底

蕴深厚的优势，发展“农家乐”旅游。

四 是 实 施 浙 商 “ 回 归 工 程 ” 。 引 导 在 外 浙 商 回 乡 兴

业，带动更多农民实现就地就近创业就业。

五 是 积 极 支 持 引 导 农 村 发 展 电 子 商 务 ， 在 资 金 、 物

流、用地等方面给予扶持。

望城美丽宜居村庄建设的建议及对策

1、坚持规划先行，提高建设质量

科学规划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最大的节约。

一是注重整体性。区级层面要在通盘考虑土地利用、

产业发展、居民点布局、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和历史

文化传承的前提下，编制区级国土空间规划和《望城美丽

宜居村庄建设规范》，并且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一

届接着一届干、一任接着一任抓。

二是强化专业性。邀请有同类规划案例和实操辅导经

验，并在精准扶贫以及乡村振兴领域有系统研究和独到见

解的规划设计公司来编制规划，特别要将规划进行年度分

解。

三是提高参与性。村干部要以征地拆迁的意志和决心

去收集村民的意见，要通过举办乡贤大会、美丽屋场推进

会、征文等形式吸纳农民和社会人士为规划建言献策。

2、畅通相关机制，明确自建模式

美丽宜居村庄建设需要区、镇、村三级联动推进，建

议进一步优化机制，确保建前有要求，建中有指导，建后

有约束。

一 是 “ 权 ” ， 给 予 乡 镇 更 多 资 金 支 配 权 。 建 议 由 区

财政发文明确美丽宜居村庄建设项目均按村级自建模式开

展，予以财务制度支持，以节省时间和开支。要进一步完

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合理确定涉农项目与财政资金配套

比例，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的原则，提高乡镇调配财力

的自主权。

二是“钱”，统筹涉农各类项目资金。探索政府资金

统一管理模式。由区财政局牵头，各部门联动配合，对政

府资金整合工作统一规划管理。梳理打包同类同质项目，

将投向相近或目标一致但来源不同的各项涉农资金归并使

用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环境综合

治理等项目上，解决资金投放“碎片化”问题。

三是“评”，建立分类考核指标体系。建议围绕规划

科学、产业发展、美丽经济、宜居宜业等类别，根据不同

乡镇村庄发展目标，设置差异化明细指标和权重，将“绿

色GDP”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做到责任到人，激发美

丽乡村建设新动能。

3、发展美丽经济，保障持续建设

一 是 “ 转 型 ” ， 加 快 传 统 农 业 生 产 方 式 转 型 。 依 托

长沙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擦亮高塘岭街道新阳

村全国首个全程无人操作名片，推动全区智慧农业发展，

大力发展物联网建设、农业大数据、农产品电子商务、物

流。

二是“乡愁”，借机发展乡愁产业。利用中产阶层日

益扩大、交通日益便利、城镇化加速发展、距离长沙市区

较近的优势，将美丽宜居村庄建设融入乡愁元素。建议陆

续建设乡村村史馆，保留典型民居、古井、古树群、农耕

器具等传统元素，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

的美丽乡村，增加传统农耕生产方式体验。

三是“加工”，全力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建议鼓励

科技局、涉农单位和企业加强涉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研发。

建议全区统一打造对外农产品品牌，开发“靖港西兰花”

“东成辣椒”“铜官窑坛子菜”“乔口荷花虾”等一系列

特色农产品。用好益海嘉这张王牌，推动全区农产品加工

产业链延伸。建议在美丽宜居村庄建设中设置产品精深加

工的配套专项奖励，鼓励村庄自主推动农产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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