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打造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市域样板 全面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严守资源安全底线、优化国

土空间格局、促进绿色低碳发

展、维护资源资产权益。

2024年，全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系统勇当落实重大战略的“先

遣队”、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服务

员”、建设美丽湖州的“主力

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

篇章，为加力推进国土空间治理

现代化省域先行、加快打造“六

个新湖州”、高质量发展建设生态

文明典范城市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这一年，坚持规划引领，

市、县、乡镇级总规均获批，绘

就空间发展新蓝图；

这一年，坚持高效保障，优化

要素配置，厚植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这一年，坚持量质并举，加

强耕地和森林资源保护，打开生

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这一年，坚持先行先试，推

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建设，打

造改革赋能新样板；

这一年，坚持标本兼治，强

化权益维护、地灾防治和森林防

火，筑牢民生幸福新屏障；

这一年，坚持红色领航，打

造“自然美”党建品牌，展现勤

廉并重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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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和治理，是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随着我国首部“多规合一”的
国家级国土空间规划持续深化落
实，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推动
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引
导国土空间布局更加有序。2024
年，市、县、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均获批。各区县“通则式”村庄规
划 （管理规定） 均已完成，为深化

“千万工程”提供有力支撑。
主动服务一体化发展。深度参与长

三角、上海大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及环
太湖科技创新圈区域规划编制，为全市
域全方位主动链接上海大都市圈，加快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虹桥国际
开放枢纽金西翼奠定坚实基础。

强化重点片区规划支撑。完成
《“青绿游廊”滨河步道整体方案》

《德清国际地信城城市设计》，深化南太湖未
来城、凤凰西区、南浔高铁片区等重点区块
设计研究，加强城乡风貌形态管控，提升市
县中心城区品质。

加强工程规划审批管理。联合市建设局
发布《进一步提升住宅建筑品质设计规定》，
引导湖州住宅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宜
居”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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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经济大盘，要素保障须靠前
发力。

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精准承
接省“8+4”经济政策体系，出台加强
要素保障 19条政策措施。开展“百
大”项目用地报批集中攻坚专项行
动，创新全产业链服务保障模式，促
进用地审批提质增效。

全力争取指标。全市取得新增建
设用地2.5万亩，保障933个重大产业
和重点民生基础设施项目落地。全市
10个交通能源水利项目共3565亩纳入
全省百大项目用地报批攻坚服务清

单，全部完成审批。
一年来，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既

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以要素保障
之“进”，助力发展大局之“稳”。

全市供应土地3.19万亩，为311
个工业项目保障用地 1.2 万亩；规
范住宅用地供应管理，合理安排
供应总量、结构、布局和时序，稳
定市场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审批使用林地项目 860
个，面积7909.05亩，完成林地占补平
衡入库2.84万亩；完成矿产资源保障
5000万吨。

保障 靠前发力

以绿色为底色，答好生态文明的
“民生答卷”。

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坚持整体
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筑牢生态
安全屏障。

严守耕地红线。全面启动“多田套
合”农用地布局优化行动，持续推进永农
集中连片整治，建成10万亩，27个项目
入选全省“百千万”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
片整治省级优秀项目名单，其中17个项
目获评第一等次，数量全省居首。全市
多田套合率由74%提升至85%，加快打
造耕地—永农（高标准农田）—粮功区层
层套合的金字塔型耕地保护新格局。

强化森林资源保护。全面深化林长
制，共同签署《环太湖六市联合林长制
联席会议轮值制度》，制定《湖州市林
长履职工作规范》。推进安吉县新一轮
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工作全国试点，
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确保了湿地面积与
功能稳定。2024年度，全市林业生产
总值828.86亿元，居全省第二。

推进生态治理修复。实施国土绿化
9823 亩，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3.38万亩。创建省级智能化绿色矿山示
范区，推进所有在采矿山数字化建设，
率先建成智能化绿色矿山7家。湖州新

开元青山石矿入选全国首批生产矿山生
态修复典型案例，全省唯一。

严格督察执法。推进历年自然资源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完善“全链条”执
法监管十六条措施，严格落实占用耕地
问题“三倒查”机制。强化临时用地、
涉矿工程、乡村旅游用地等的管理，坚
决守住自然资源保护底线。

生态 底色鲜亮

自然资源是生存之基、发展之
要、民生之本、生态之依。过去的一
年里，我市坚持标本兼治，统筹做好
权益维护、地灾防治等工作，有效筑
牢自然资源领域安全防线。

强化权益维护。推进土地征收、
信息公开、不动产登记领域以案治
本专项行动。提升不动产登记增值
化服务，实现组合贷款类型等“带
押过户”985件，减少群众、企业过
桥资金 17亿元。建立“跨省通办”
专窗，实现高频事项长三角区域不
动产登记一体化“跨省通办。推广
新购商品房转移登记“单方申请”
改革，已为万余户业主节省代办费
超300万元。

强化地灾防治。常态化开展地
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新建11

处地灾监测点，全面完成监测设备维护的
“拔钉除患”任务。梅汛台风期间，组织
全体“驻县进乡”地质队员和群测群防员
坚守一线。全市连续 17 年实现地质灾害
零伤亡。

强化森林防火。全面普及森林消防知
识，加强森林防灭火应急演练。整合基层力
量，配合森防指加强乡镇森林防灭火工作规
范化建设。湖州连续多年森林火灾处于历史
低位，森林防火成效居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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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这一
年，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坚持红色
领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
展党纪学习教育，展现勤廉并重新风貌。

打造“自然美”党建品牌。在全市
系统开展“自然美”党建品牌打造工
作，精心培育一批有特色、有影响的党
建工作品牌，示范带动全市系统党建工
作呈现全员给力“自然美”、全程竞奔

“自然美”、全面提升“自然美”、全域
出彩“自然美”。

抓实党纪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党纪

学习教育，召开全市系统全面从严治党
工作会议，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书，召开行业协会（学会）座谈会，加
强行业自律。

加强“三支队伍”建设。印发全局
三支队伍实施意见，努力营造齐抓共管
的良好生态。率先组建“乡村振兴”自
然资源政策宣讲团，实现镇街宣讲全覆
盖。在每个区县开展“身边的榜样”学
习宣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见贤思齐、
实干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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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强筋壮骨

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勇立潮
头，以改革为笔，涉险滩而不惧，破
坚冰而前行，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高质量转化、勇当绿色低碳发展
探路者。

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交出“湖州
答卷”——

召开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推
进会，印发实施方案，出台十条政
策指导意见，加快推进试点工作。
全市消化批而未供土地 1.89 万亩；
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1.23 万亩；城镇
低效用地再开发 0.87 万亩；深化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
累计成交宗数、面积和金额均列全
省第一；安吉县入选自然资源部
2024 年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典型示范案例。

土 地 综 合 整 治 形 成 “ 湖 州 示
范”——

推动25个在建项目实施、新获省
政府批准并启动实施21个，累计完成
投资80.23亿元；3个项目获评省级精

品工程（累计12个，全省第三）；南浔
区入选全省土地综合整治促进共同富
裕基本单元建设首批试点地区；我市
连续6年获省政府督查激励。

地信+产业贡献“湖州案例”——
编制发布《湖州市地理信息产业

发展规划 （2024—2030年）》。全年
引进“地信+”项目44个，人才创业
项目16个。服务莫干山地信实验室、
地磁大科学装置研究院等高能级科创
平台，带动产业整体提档升级。联合
国地信周成功举办，得到国内外各方
高度关注。推动世界各国国家级地信
协会等机构在国际地信城设立办事
处，打造“世界地信之家”，国际化服
务水平和能力持续提升。

林业+共富打造“湖州模式”——
做大做强竹木制造、花卉苗木、

林下经济等产业，培育国家级林业重
点龙头企业6家、省级42家。加快推
动国家竹产业研究院建设，推进“以
竹代塑”。安吉县入选全省林业共富试
点县。

改革 蹄疾步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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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碳汇共富项目首次分红竹林碳汇共富项目首次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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