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类别标识：A类

舟山市农业农村局文件

舟农函〔2023〕43号 签发人：韦晓红

舟山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 82075号提案的复函

袁佩君、王贵斌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高质量推进我市美丽乡村建设的建议》收

悉。根据办理工作责任分解要求，明确由我局主办理此提案。经

会同市资源规划局、市文广旅体局研究，现将提案中涉及的有关

问题答复如下：

近年来，我市在“八八战略”指引下，深入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推进美丽海岛迭代升级，努力探索一条具有舟山特色的海岛共富

新路子，全面展现各美其美、岛岛共富的新图景。截止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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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全市累计创建省级新时代美丽乡村达标村 252个、开展省级

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 39个、建成省级未来乡村 10个，省级休

闲乡村 7个，省级农家乐集聚村 7个，市级乡村产业融合示范区

7个。4个县（区）先后成功创建省美丽乡村先进县、示范县，

创建比例位居全省第一，在全省率先实现美丽乡村创建全域化。

（一）高标定位，量体裁衣织就岛村美景。坚持规划先行，

高起点编制全省首个市级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建设升级版战略

规划，精心描绘渔农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升级版建设“海上花园模

式”。实行城乡一体化、县域一盘棋、镇村一张图的“多规融合”

规划管理体系，梯次推进美丽乡村打造，培育了“人文庙桥”“黄

杨深耕”“魅力龙头”“多彩边礁”等一批特色精品村，打造了“钓

岛”白沙、“泥岛”秀山等一批美丽小岛，普陀虾峙、嵊泗黄龙

等一批海岛“网红地”。统筹推进美丽小岛、海岛未来乡村、“净

零碳”乡村、共同富裕海上示范带等建设，实现了从以村为单位

单打独斗建设，到以岛、镇、带为单位组团发展和以空心岛（村）

为单位激活、保护的“3+1”全域联动发展。截止 2022年底，全

市共启动海岛未来乡村试点 17个，建设美丽小岛 11个、美丽乡

镇 13个、美丽风景（共富）带 11条，推动“零星小岛盆景”迭

代升级为“连片海岛风景”。坚持文化赋能，扎实推进村落保护

利用。截止目前，全市已申报省级历史文化（传统）村落 35个，

其中重点村 12个、一般村 23个。深化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指导

岱山县成功举办二十四节气之芒种活动和谢洋大典，并召开“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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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节气游乡村”岱山（芒种）海岛业态洽谈会，一批承载着乡愁

记忆、彰显海岛韵味、富有田园诗意的美丽乡村，成为展示“重

要窗口”海岛风景线更硬核的乡村“金名片”。

（二）提质扩面，整治提升渔农村全域环境。先后制定《舟

山市渔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舟山市渔农村环

境全域整治提升攻坚行动》《舟山市渔农村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实

施方案》等政策文件，明确村庄“五清”、农田“五无”整治标

准，强有力推进渔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常

态管理、整洁村庄专项行动，深入开展乡镇（街道）“洁美杯”

季度竞赛、渔农村“最美村”“整改村”月度评比，渔农村环境

卫生、违法搭建、文明习惯等得到全面整治。截止 2022年底，

全市 280个行政村完成集中连片整治，20个乡镇（街道）、46个

村获评环境竞赛“洁美杯”称号，生活污水标准化运维管理比例

达 100%，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99.98%，渔农村公厕规范化

运维实现全覆盖。完善渔农村环境治理长效管理，推行渔农村环

境治理干部包干机制，构建市、区、乡、村四级管理责任链。推

行定海马岙村“一把扫帚大家扫”、嵊泗黄龙乡“逢周四入格”

等微公约，引导渔农民群众从“袖手看”向“拍手赞”“动手干”

转变。

（三）产村融合，集成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大力发展乡村美

丽经济，推动渔农文旅深度融合，乡村休闲游成为疫情后新的经

济增长点和渔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全市现有渔农家乐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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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2711户，三星级渔农家乐 7家，四星级渔农家乐 23家，

五星级渔农家乐 3家；渔农家乐直接从业人员 1.2万余人，床位

4.71万张，餐位 4.97万个。2022年，全市渔农家乐营业收入

15.89亿元，接待游客 567.13万人次。普陀展茅省级田园综合

体、定海马岙海上河姆渡等农旅融合示范样板，年接待游客超过

50万人次。大力推进海岛万幢农房激活行动，盘活闲置集体建

设用地，因村因地发展乡村旅游、特色民宿、休闲渔农业、文化

康养等美丽新业态，做深村庄经营文章，让更多的绿水青山（碧

海金沙）源源不断地变为金山银山。全市累计激活闲置农房 4200

余套，出租农房的渔农民户均增收 3万余元，我市闲置农房盘活

典型案例获《人民日报》报道。扎实推进以集体经济为核心的强

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一村一策”制定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方案，

因地制宜推广村庄经营、飞地抱团、资源盘活等发展模式，组建

强村公司 20家，推动全市 160余家企业结对帮扶 100个村，促

进村强民富。

下步，我局将根据建议要求，补齐乡村建设短板，对标省内

先进，高质量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编制《舟

山市和美乡村（未来乡村）建设规划》，分层分批分类推进海岛

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计划到 2025年，全市建成和美乡村

示范村（未来乡村）50个，和美乡村达标村实现全覆盖。出台

《舟山市和美乡村“一带一路一画廊”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启

动“一带一路一画廊”项目建设，到 2025年，全市建成富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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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韵味的海上“同舟共富示范带”10条，陆上“乡村特色精品

路”10条，和美乡村风情画屏（未来乡村）50个。二是强化乡

村建设。全面实施“和美乡村”联创联建工程，建成市级美丽小

岛 5个、美丽乡镇 4个、美丽风景带 2条，培育省级和美乡村示

范县 1个、示范村（未来乡村）10个、和美乡村达标村 56个。

继续加大渔农村环境全域整治提升力度，确保 6月底前，103个

“三星级”村庄通过复核检查。三是强化人才培育。今年下半年，

拟举办全市和美乡村示范村（未来乡村）建设暨首期乡村运营师

培训班，破解乡村建设、运营难题，推动和美乡村示范村（未来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同时，着力培育“土专家”“乡创客”等

管理人才，以及“乡村工匠”“文化能人”等能工巧匠，不断提

升乡村产业层次和发展质量。

感谢你们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舟山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 5月 30日

（联系人：倪嵊英，联系电话：817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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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督查室、市文广旅体局、市资源规划局。

舟山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3年 5月 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