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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千万工程”到“美丽乡村”
——湖州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历程回顾之五

中共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八八战略”在身边 沿着总书记足迹看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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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进入新世纪后，在习近平同志亲自调
研、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浙江省启动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根据省委的
部署要求，湖州市忠实践行“八八战略”，
立足市情，统筹谋划，创新举措，大胆实
践，率先实施“中国美丽乡村”建设计
划，走出了一条美丽乡村建设的“湖州道
路”，由此成为中国美丽乡村的发源地。

一、美丽乡村的缘起

早从2000年开始，湖州市在全省率先
开启村庄环境整治试点工作，这也成为美
丽乡村建设的源头。2003年6月，按照省
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湖州市实施“百
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成为美丽乡村
建设的重要缘起。2006年5月，湖州市与
浙江大学合作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验示
范区。在实施“百千工程”、建设新农村实
验示范区过程中，2008年，安吉县提出并
探索开展“中国美丽乡村”建设计划，至
此，美丽乡村建设正式孕育诞生。

1. 实施“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
程。2003年7月，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决
策部署，湖州市委决定全面实施“百村示
范、千村整治”工程，重点是以村庄规划
为龙头，加大村庄环境整治力度，完善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
业，努力建设一批“村美、户富、班子
强”的全面小康示范村，使全市农村面貌
有一个根本的转变。“百千工程”启动后，
各地探索建立政府引导，农民投工为主、
花钱为辅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大力推进农
村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改善，
加强农村新社区建设，迅速取得了明显成
效。2004年7月，全省“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作现场会在湖州召开，进一步加
快推动了全市“百千工程”的实施进度。
2006年12月，湖州市村庄整治项目获中
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至2007年底，全市共
有40个行政村跨入省级全面小康示范村行
列。以“百千工程”为契机，湖州颁布并
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实施
纲要》，围绕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民增收
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推进工
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加大“三
农”投入力度，着力推进城乡空间布局、
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劳动就业与社会保
障、社会事业、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等领
域一体化，推动城乡差距逐年降低。

2.共建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验示范
区。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
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
根据中央部署，浙江在“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基础上，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2006年5月，湖州市与浙江大
学签订协议，开启了合作共建省级社会主
义新农村实验示范区的序幕。根据协议，
双方合作共建的主要内容是实施“1381行
动计划”，即建设一个“省级社会主义新农
村实验示范区”；构筑科技服务、人才支
撑、体制机制“三大平台”；全面实施农村
产业发展、村镇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建
设、环境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农民
素质提升、社会保障、城乡综合改革等

“八大工程”；推进100项以上重点项目建
设。至2009年，通过3年实践，湖州市与
浙江大学合作共建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实
验示范区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显著。“浙
大—湖州南太湖现代农业技术合作推广中
心”“湖州蚕桑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等一批
省、市级科研平台相继建成，组织实施了
以培养百名硕博人才、千名技术经营管理
人才、万名农村致富带头人为主要内容的

“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累计组织实施各
类合作项目497项，总投资48亿元。其
间，湖州还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林
业局分别确定为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现代
林业示范市。

3.提出“美丽乡村”建设计划。2003
年开始，为贯彻省委“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安吉县结合自身实际，实施了

“双十村示范、双百村整治”工程，在全县
范围开展村庄环境整治工程，并初步取得
良好成效。在村庄环境明显改善的基础
上，2008年1月，安吉县委正式提出“中
国美丽乡村”计划，要求用10年左右时间
把安吉县建设成为“村村优美、家家创
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新农村，打
造全国生态环境最优美、村容村貌最整
洁、产业特色最鲜明、社区服务最健全、
乡土文化最繁荣、农民生活最幸福的地区
之一。随后，县委、县政府印发 《建设

“中国美丽乡村”行动纲要》，并出台实施
意见和考核办法，全县上下迅速掀起美丽
乡村建设的热潮，安吉县由此成为“中国
美丽乡村”发源地。经过几年的努力，至
2009年，全县累计建成“美丽乡村”91
个，其中精品村60个。

二、打造美丽乡村建设升级版

2010年6月，省委在总结湖州安吉经
验的基础上，作出了在全省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的重大决策。为了落实省委这一
决策部署，根据“村村优美、家家富裕、
户户文明、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美丽
乡村建设总目标，湖州市坚持系统实施、
整体推进，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高标准
深化村庄环境提升、人居条件改善等工
作，努力打造美丽乡村建设升级版。

1.“美丽乡村”全面提升。根据省委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决策部署，2011
年，湖州市颁布 《美丽乡村建设“十二
五”规划》，作出了全域建设“美丽乡村”
的决定。此后，围绕建成全省美丽乡村示
范市这一目标，各地各部门谋划出台了一
系列扶持政策，加大资金投入，明确保障
措施，强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至2012
年，全市累计创建市级美丽乡村357个，
占行政村总数的48.2%，是全省美丽乡村
创建比例最高的地级市。在此基础上，
2013年，市委进一步提出深入推进村庄环
境整治，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深化农村各
项综合配套改革，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
展，努力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此后，各
区县每年制定工作计划，突出工作重点，
围绕“一村一韵”建设主题，深入挖掘村
落个性特点，注重特色建筑的修复保护、
特色风貌的保护延续、优秀文化的发掘传
承，努力使传统风貌、田野风光和良好生
态相得益彰。至2015年底，累计创建市级
美丽乡村539个，基本建成美丽乡村示范
带17条。2017年，全市实现省级美丽乡
村先进区县全覆盖，省美丽乡村示范县的
数量居全省第一。

2. 农村改革全面深化。深化农村改
革、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持续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2012年 12月，
浙江省政府批复同意湖州市户籍制度改革
意见后，湖州市启动实施户籍制度改革

“三年计划”，按照“农村利益可保留、城
镇利益可享受”的基本原则，采取“率先
并轨、逐步并轨、维持现状”三种基本方
法，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户口
迁移制度、居住证制度和相关配套行政制
度等“四项改革”，逐步剥离依附在户口性
质上的城乡差别公共政策。从2016年1月

1日起，湖州市正式实行新调整的城乡一
体公共社会服务政策，建立起以居住地登
记为基本原则、合法稳定住所或合法稳定
职业为基本条件的城乡统一户口迁移制
度，彻底终结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激活
农村资产，市委还集中开展了土地承包经
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权、林权、经济
合作社股权等产权改革，在全省率先建立
了集林权管理、林权交易、资产评估于一
体的林权交易平台，集中开展国有和集体
林权的信息发布、招标拍卖等服务。与此
同时，按照“稳定粮油、提升蚕桑、优化
畜禽、做强水产、做特果蔬、壮大林茶、
发展生产、富裕农民”的要求，深入实施
现代农业“4231产业培育计划”和“1861
行动计划”，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加快特种
水产、蔬菜、茶叶、水果等农业主导产业
发展，大力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
新型主体，持续推动农业转型升级。2016
年11月，全国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座谈会在湖州召开。到2017
年底，共培育市级以上家庭农场183家，
当年全市实现农业总产值13.12亿元，农
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连续三年居全
省第一，成为全国第二个基本实现农业现
代化的地级市。

3.乡村旅游全面兴起。新世纪前后，
依托良好生态环境资源，各地农民利用自
家房屋经营农家乐，湖州乡村旅游业开始
起步。2007年，市政府制订农家乐通用服
务质量标准，推动农家乐经营提质，推动
了乡村旅游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到2010
年，全市符合标准的农家乐经营户达到
861家，年接待游客330.57万人。尤其是
德清县，作为“洋家乐”发源地，突出

“原生态养生、国际化休闲”主题，打响了
高端民宿品牌，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
村旅游发展之路。2011年湖州市被列为省
级乡村旅游提升发展专项改革试点城市
后，相继制定出台推动乡村旅游提升发展
的一揽子政策措施，编制《旅游业发展总
体规划》《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城市旅游
发展规划》三大战略发展规划，以及《乡
村旅游集聚示范区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滨
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旅游公共服务
产业体系专项规划》 等产业发展专项规
划。并以规划为龙头，以景区化理念引导
乡村旅游向十大集聚区集中，引领乡村旅

游向个性化、集聚化、产业化、国际化转
变，逐步形成了“洋家乐”带动的“洋
式+中式”、旅游景区带动的“景区+农
家”、美丽乡村带动的“生态+文化”、休
闲农庄带动的“农庄+游购”等四大模
式，实现了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
的完美互动。2015年9月和2017年7月，
湖州两次成功举办国际乡村旅游大会，并
成为国际乡村旅游大会永久会址，成功创
建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试点城市。

三、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并将其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
历史任务。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浙江省
委、省政府先后印发《关于深化“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高水平建设新时代美
丽乡村的实施意见》《深化“千万工程”建
设新时代美丽乡村行动计划 （2021—
2025）》，开启了打造“千村未来、万村
共富、全域美丽”现代版浙江乡村“富春
山居图”新征程。根据中央、省委的部署
要求，湖州持续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加快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迈
出了美丽乡村从全域示范创建到全域标杆
创建的新步伐。

1.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9年11
月，湖州市颁布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提出以建设新时代乡
村振兴先行示范区为总体目标，按照“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以全域美丽标
杆、绿色产业高地、“两山”转化样板、改
革创新先锋、城乡融合典范五大发展定
位，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振兴。根据规划部署，以乡村振
兴新格局、高质量发展乡村经济、建设新
时代美丽乡村、释放城乡融合发展新动力
等七大重点任务为抓手，全市上下大力实
施粮食安全保障行动，巩固提升“田长
制”+“耕地智保”成果，稳定粮食播种
面积。聚焦绿色渔业、名优茶叶、精品水
果、优质粮油、水产种业、湖羊、预制菜
等七大产业，实施“科技强农”“机械强
农”工程，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大
力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和智能装备攻关。从

湖州实际出发，深化农业领域碳达峰碳中
和，推行“肥药两制”改革，建设生态低
碳农业。2022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266.74亿元，同比增长5.1%。

2.不断深化全域美丽建设。持续深化
“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常态化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洁美行动，高水平推进农
村厕所、垃圾、污水专项整治“三大革
命”，2021 年全市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
普及率达到 99.6%。以全域美丽为着力
点，以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省级
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县、示范乡
镇、示范带、精品村和美丽庭院等示范
创建。安吉县余村和鲁家村、德清县五
四村、长兴县八都岕入选浙江乡村振兴十
大模式。突破单村发展瓶颈，集中优势资
源，在全省创新建设以“组团式未来乡
村”为抓手的新时代“美丽乡村”样板片
区。市、区县、乡镇三级成立工作专班，
排定“美丽乡村”重点建设项目、产业化
项目、基础配套项目“三张清单”以及集
成惠农强村政策，推动“未来乡村”在湖
州大地精彩绽放。截至2022年底，建成
组团式“未来乡村”11 个，创成省级

“未来乡村”20个。
3.共富提升城乡统筹水平。坚决落实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各项
决策部署，2021年，市委谋划确定了共同
富裕示范先行的目标定位和实施路径，提
出以“绿色共富、共建共享”为主题，着
力构建经济富裕、收入富足、精神富有，
服务优质、全域优美、制度优越的“三富
三优”新格局。同时，湖州制定了扬优
势、补短板、重大改革、典型案例“四张
清单”，推进“两山”转化、城乡要素配
置、营商环境优化等25项重大改革，着力
破解制约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障碍。实施
省级缩小城乡差距建设试点，通过居民增
收渠道持续拓宽、收入分配结构持续优
化、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等五大路径，
大力开展“扩中提低”行动，以共同富裕
引领城乡统筹发展，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示
范先行迈出坚实步伐。2022年，全市低收
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4.8%，城
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71044 元、44112 元，城乡居民收入倍
差缩小至1.61。

（执笔：张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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