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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形成创意农业、研学农业、康养农业、观光

农业等丰富业态。

二是发挥城市资本优势，有力破解乡村发展

资金瓶颈，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全面改善，乡村人

居环境全面提升，乡村公共服务全面提高，特别

是在“一宅两房”推动农村更新的过程，探索开

发新的金融产品，使农村用较小成本，大幅改进

居住环境。

三是发挥城市技术优势，在农村领域，应用

绿色建筑技术，选用生态建材，利用清洁能源，

打造绿色宜居村镇人居环境建设和技术创新集成

应用示范。在农业领域，依靠广东农科院予以技

术 支 持 ， 进 行 红 杏 、 食 用 菌 、 玉 米 等 规 模 化 种

植，实现产业联动；在农民领域，立足青壮年外

出务工实际，联合英格玛等人才资源头部企业，

实施农村劳动力托管，运用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

技术，服务农村进行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职业

规划、劳务保障。

（五）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共建共享，构建互

利互惠发展格局

在 整 合 乡 村 在 土 地 闲 置 资 源 对 接 城 市 外 部

优势资源的过程中，太平镇坚持“六不”原则，

即：不改变土地所有权、不侵占一般农田、不改

变村民居住方式、不改变乡村传统风貌、不破坏

生态环境、不强迫村民意愿。充分挖掘乡村生态

保护空间、宜居生活空间、休闲度假和旅游空间

等潜在独特价值，以泾河湿地公园为载体打造依

塬傍水的生态农业景观示范区，建设具有独特吸

引力的城乡共生实验社区，形成乡村社区城乡居

民共建，设施服务城乡居民共享，共生空间城乡

居民共治的格局。

产业上，农旅、农养方向为农村提供了更多

的就业岗位和发展方向，满足了城市更加丰富的

消费需要；文化上，城市精神为乡土文化注入新

的要素，乡村文化将更加多元，泾河竹马、太平

曲子、泾河号子等太平优秀的文化遗产将焕发新

的魅力，文化价值将通过城的手段进一步发掘；

生活上，城乡居民充分共享优质生态环境，共享

高品质公共服务，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百姓。

经验启示

在推进城乡融合的发展过程中，太平镇突破

以往以城市为主导的“以城带乡”发展道路，着

力探索“以乡为主”的城乡融合道路，对新区推

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一是注重城市与乡村的平等性。太平镇“以

乡为主”的城乡融合道路特别注重城市与乡村的

关系，强调城乡之间没有“好坏”之别，只是发

展 “ 同 质 不 同 貌 ” ， 是 不 同 “ 生 活 方 式 ” 的 选

择。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太平镇将城乡

间要素双向流动作为衡量城乡融合良性发展的重

要标准。

二是掌握政策引导的主动性。太平镇“一宅

两房”模式的创新充分展示出政府在政策引导方

面的作用，在建设用地有限的情况下，既不违背

现有的土地政策，又为企业提供建设的空间。通

过调研发掘出供地不足现象背后潜藏的宅基地闲

置问题，为了将闲置的宅基地发展成为可供企业

开发建设的土地，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的前提下，

通过“一宅两房”腾挪出一部分宅基地，既保障

村民的权益，又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

三是强调乡村发展的特异性。“以乡为主”

的城乡融合道路不仅要推进城市与乡村要素的流

动，还要突出乡村特色的保留和延续。太平镇在

“一宅两房”模式下发展生态康养产业基于自然

地理、人文条件而确立，在建的泾河湿地建设为

生态康养产业提供基础配套，泾河湾的美景提供

良好的自然风光，沿河而产生的泾河号子、泾河

纸台等文化传统丰富的旅游资源，充分展现太平

特色、彰显太平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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