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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治”到“保护”，让美丽乡村处处是景

从生态环境整治入手，推进乡村环境美丽蜕变。聚焦平原地区农村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2003 年起，嘉兴市在全市 908 个村启动以“五化一配

套”建设为重点的“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在此基础上，结合不同阶

段特点，持续推进厕所、垃圾、污水整治，实现了从美丽乡村到农村环境

全域秀美的迭代升级。2021 年，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行政村覆盖

率、农村生活污水 20 吨及以上处理设施标准化运维行政村覆盖率、规范

化农村公厕行政村覆盖率均达 100%。省、市控断面Ⅰ—Ⅲ类水体比例从

2003 年的 0 提升至 2022 年的 100%，水环境质量达 1984 年有监测记录以

来的最好水平，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做法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借鉴。

以规划设计先行，推进乡村风貌品质提升。聚焦村庄整治、美丽乡

村建设、未来乡村建设不同阶段，2004 年以来，嘉兴市结合统筹城乡综合

配套改革试点，相继出台《嘉兴市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开展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先后开展三轮村庄布点规划

编制调整，构建“1640”现代化网络型田园城市的框架体系，形成 433 个城

乡一体新社区和 1102 个传统自然村落的“四百一千”村庄布点规划格局。

在此基础上，分类编制村庄规划、村庄设计、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美丽宜

居示范村规划，构建了“村庄布点规划—村庄规划—村庄设计—农房设

计”四级规划设计体系，塑造“禾兴六韵、十图百景”的空间格局。

以保护利用为本，构建平原乡村大美格局。围绕江南水乡、平原乡

村独特风貌，嘉兴市深入挖掘稻作、蚕桑等农耕文化特点，突出“一村一

品”“一村一韵”建设。2021 年实现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建设制度

并轨，全市 51 个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率达 100%。在此基础上，出

台“十有十无”20 个方面标准，串点成线高质量推进美丽乡村精品线建

设。截至目前，全市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县 6 个、示范镇 60 个，50 条美

丽乡村精品线串连形成美丽大环线，“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镇一

天地、一线一风光、一域一特色”的大美格局基本形成。

从“转产”到“提质”，让农村产业美丽转身

蹚出转产转业路径。2013 年，嘉兴市启动养殖业减量提质转型升级

工作，探索走出了一条农村转产转业、绿色发展路径。同时，通过构建

“粮食战略产业、三大新兴产业、六大主导产业”的“1+3+6”农业产业体

系，不断加快农业产业现代化进程。目前，全市累计建成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46 个，打造 10 亿元以上产值农业全产业链 6 条；粮食播种面积和产

量连续 18 年居全省首位，“浙北粮仓”的含金量越来越足，三星村坚持发

展水蜜桃、葡萄等特色产业，不断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每年总

产值可达 1.5 亿元。

创新生产经营变革。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创新发展“新仓经

验”，嘉兴市组建集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组织；创新推出农业经济开发区发展模式并实现县（市、区）全覆

盖，以“二产理念、三产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建立以农业经济开发区为

核，以优质稻米示范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业创新孵化园和美丽经济

转化区为芯的“一核四芯”高能级农业产业平台，破解“三农”发展难题。

全市已创建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13 家，联合体营业总收入达 47 亿元，

辐射带动农户 11.7 万户；全市农业经济开发区成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

平台，累计引进项目 198 个，超亿元合同项目 88 个。

拓宽“美丽经济”渠道。嘉兴市根据江南平原水乡特点和农产品

资 源 丰 富 优 势 ，鼓 励 农 民 ，探 索 农 家 乐 、采 摘 等 农 业 休 闲 经 营 。 出 台

《嘉兴市和美乡村运营“双百双十”行动方案（2024—2027 年）》，力争到

2027 年底，培育 100 个

乡村运营重点村，引育 100

支运营团队；每年选树 10 个乡村运

营示范村、10 名金牌乡村运营师，成为全省率

先提出全域未来乡村建设的地级市。全市累计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县 2 个、省级 3A 级景区村庄 90 个。截至 2024 年 12 月中旬，全

市乡村休闲游共接待游客 4850 万人次、营收 53.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32.1%。同时，分类确定村庄的建设模式、发展方向，培育休闲观光、

文化创意、运动健康等领域新型业态，进一步促进特色产业发展和农民

就业增收，实现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 100 万元全覆盖。平湖市徐家埭村

建成全省首个青少年棒球场，年接待游客 56 万人次。

从“共建”到“共享”，让公共服务均等优质

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嘉兴市深入推进“康庄工程”、联网公路建设

等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2005 年即实现“村村通公路”，2011 年启动

农村公路改造提升工程，目前，全市农村公路总里程达 7502 公里，农村公

路密度全省领先。作为全国首批开通城乡公交的城市之一，嘉兴市 2008

年实现“村村通公交”，2021 年启动市域公交一体化改革，成为全省首个

实现全市域公交一体化的地级市。目前，全市已实现城际公交、城乡公

交、城市公交统一服务、统一票价。供电、供水和通信网络也实现城乡

“同网、同质、同价”。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嘉兴市创新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图书馆

总分馆建设模式，构建“总馆—区分馆—镇（街道）分馆—村（社区）分馆”

体系，村民足不出村就可以借阅图书。2014 年至今，全市已形成 8 个市、

县两级文化馆，73 个镇（街道）文化站，791 个农村文化礼堂的“群岛式”分

布体系，每年开展文化惠民、便民志愿、传统民俗、科普宣传等各类活动

5000 余场，有力助推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形成。

推进社会保障一体化。2003 年，嘉兴市建立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制度，消除城乡医保差异。2008 年，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试点城市，嘉兴市探索将农村居民纳入社会养老保

障体系，经过多年迭代升级，实现了缴费、对象、待遇等城乡同一标准。

目前，全市户籍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97.06%，户籍人口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率达 99.63%。作为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2004 年以来，嘉兴市

积极开展管理机制综合改革，2019 年实现村卫生室规范化率 100%，基本

医疗服务圈缩小至 15 分钟。

未来，嘉兴市将严格按照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以“千万工

程”为牵引，缩小“三大差距”，围绕“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打造

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典范城市。

2003 年，浙江省委启动实施“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把“千万工程”作

为推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基础工程、

统筹城乡发展的龙头工程、优化农村环

境的生态工程、造福农民群众的民心工

程加以重点推进。

21 年 来 ，嘉 兴 市 坚 决 扛 起 责 任 担

当，把持续深化“千万工程”作为统筹城

乡发展、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键抓

手，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升人民

群众生活水平，努力成为全省乃至全国

城乡发展最为均衡的地区之一。2003

年以来，嘉兴市先后入选国家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浙江省强村富民乡村集成

改革综合集成试点等。2023 年，嘉兴市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49643 元，

连续 20 年保持全省第一，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倍差从 2003 年的 2.11 缩小

至 2023 年的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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