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三块地”改革工作中，完善
土地制度改革是最复杂最敏感的内
容，金汇镇循序渐进、以点带面，积
极探索以动迁、置换、流转等方式实
现的有效路径。

根据 2017年数据，金汇镇宅基
地总户数 12270 户，其中集建区内
1977 户，集建区外 10293 户。为推
动农村集体资本资源资产化、股权
化、城市化，实现“让农村资本进城，
让城市红利返乡”，金汇镇坚持政府
引导、农民自愿的原则，结合项目落
地，同步研究细化农村宅基地置换
和流转的实施方案。

1、宅基地流转。即由政府以合
理租金取得农户宅基地及地上建筑
使用权，转租给项目运营企业，并向
其中有安置需求的农户提供租赁住
房安置，由项目运营企业进行农民
宅基地房屋改造，作为“三园一总
部”项目的着陆点。围绕“申亚片林
游戏部落”、“东方美谷林荫小道”和

“农艺公园”金汇片区建设，将金星、

白沙、金汇、南行、明星五个村作为
试点，与宅基地置换工作同步推进。

2、宅基地置换。即村民以有
证、有效及属地政府发文批准核定
的宅基地使用面积等换取配套商品
房建筑面积，以金汇等七个村为试
点范围，确定优先置换对象，实现拆
旧地块、安置地块、平衡地块的三地
平衡。试点范围毗邻奉贤新城和金
汇镇区、与规划安置地块距离较近，
对其进行宅基地置换试点工作，一
是为满足农民就近进城安置的需
求，二是为更好地演绎城市边缘意
象，进一步完善新城周边配套辅助
功能。

在此基础上，以辖区内 18个村
集体经济组织为原始股东，金汇镇
计划成立“上海金汇城乡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注册资金拟定为 1 亿
元，目前公司名称已核准，由华西证
券前期直接介入，协助进行财务管
理和资本运营。计划于五年后上
市，进入资本市场，逐步实现农村集

体资股权化和证券化。
目前，宅基地置换试点方案和

操作细则初稿编写完成，正在进行
首批置换试点约200户意向置换对
象的调研和分析，下阶段将根据分
析成果进一步锁定试点置换对象，
调整试点方案和操作细则，修改完
善安置房户型配比。同时启动增减
挂钩方案编制，力求实现三地平衡。

近期，申亚游戏部落核心区内
43户农户已经启动安置，腾出的宅
基地将作为游族网络等成长型企业
的总部基地，践行“一庄园一总部”
思路。贯穿金汇镇农村地区，全长
42.195公里的“东方美谷林荫小道”
也在建设中，沿线宅基地资源的价
值逐步显现，镇、村集体经济组织正
全面梳理沿线资源，抓紧收储一些
沿线的建设用地资源。平台战略的
效应不断完善，在林荫小道这个平
台上，顺应乡村振兴战略的趋势，一
些知名企业纷至沓来，展现沿线战
略布局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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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近年来，上海奉贤区实施乡村振兴“三级跳”，通过引进工商资本，植

入城市文明，挖掘农耕文化，强化生态建设，和美宅基建设美丽乡村，以新型城镇化要求打造特色小镇，以市场化理念走向城市，并
努力寻找三者的最佳结合点，着力解决农村改革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城市化和逆城市化进程中实现跨越式发展，为探索
一条360度全方位实现乡村振兴之路作出了奉贤的实践。3月20日，本报记者曾就相关话题专访了中共上海市奉贤区委书记庄木
弟。现选择奉贤乡村振兴中涌现出的几个典型予以介绍，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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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iful 第一时间”位于奉贤
区金汇镇东方美谷小镇先行区，由
金汇镇与华昌集团联合打造，项目
占地逾 370 亩，总建筑面积达 42 万
平方米。依托浦江第一湾、新老金
汇港相交的独特生态资源，浦星公
路、虹梅隧道直通中心城区的优势
区位条件，追求和谐之美、生态之
美、卓越之美，引领东方美谷小镇核
心区建设，打造东方美谷小镇面向
世界的一张名片。

其功能和特色主要表现在，作

为展示“奉贤美、奉贤强”的城市门
户地标，“Beautiful第一时间”是一个
集展示、商务、旅游、休闲、生态、娱
乐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项目，首
先充分尊重场地生态环境条件，建
立适宜的全天候、全气候深度体验，
利用技术手段实现室内与室外的生
态环境有机融合；同时基于核心会
展功能，以复合的业态打造一站式
服务综合体；立足金汇本土，致力传
承贤文化，深入挖掘东方美谷美丽
健康文化新内涵。

亮点一：180米超高层酒店，8万
平方米大型会展中心，以超大体量核
心功能建立综合业态纽带，点亮奉贤
北大门，引爆浦江第一湾。

亮点二：12 万平方米四季嘉年
华（室内），2万平方米缤纷水世界（室
外），打造全年无休的全天候旅游度
假中心，创造沪郊休闲旅游新品牌。

亮点三：6万平方米文创工坊，丰
富完善的配套服务，支撑东方美谷小
镇核心区产业功能全方位联动，推动
产业社区全面转型升级。

西渡地区，农村土地富余，发
展后劲足。推进“三块地”改革，打
造农艺公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
西渡发展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机
遇。西渡街道积极贯彻区委、区政
府关于农艺公园建设的要求，在集
体建设用地上做好“一产业，一特
色，一总部，一庄园”经济，推进宅
基地置换和流转等多种形式，探索
承包地服务总部庄园经济发展途
径，守住“建设用地只减不增，基本
农田只增不减”、“离地不失地，离
房不失房”的底线，做好一二三产
业融合和跨界发展，激活农村“沉
睡”资源，“美”、“强”并进，建立具
有奉贤特色的滨江生态优势、发展
优势，让农民“记得住乡愁”，让农
村“看得见发展”。

建设农艺公园是“奉贤美·奉贤
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渡
地区实现“二次创业”的重大发展机
遇。西渡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在区

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立足西渡“农林
水田园”等特色资源，提升理念、完善
规划、统筹资源、重点突破，全力打造
高标准、高品质的田园综合体。

西渡街道农艺公园面积 30 平
方公里左右，是连接奉贤与市中
心城区的“第一片绿色家园”，也
是市中心城区进出奉贤的“田园
第一站”。

农艺公园先行示范区总规模
4525 亩，涉及承包地面积 3140 亩，
其中北新村 1463 亩，五宅村 1677
亩。街道承包地改革以农艺公园先
行示范区为重点，以乡村振兴战略
为指导，以土地流转为抓手，围绕

“一总部一庄园一田园”的发展模
式，打造合理的乡村空间格局、产业
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尚美电商总部庄园将位于现五
宅村村委会区域，该区域总规模
410亩，其中承包地面积175亩。在

该区域，利用“互联网+农业”模式，
发展精品农业。西渡街道 2017 年
水稻种植面积为 8468亩，占可耕地
面积的 54%，是我街道农业种植的
主导产业。通过引进优质、新鲜、稀
有的水稻品种，在该区域发展 200
亩精品水稻园；并建立现代化的水
稻生产示范基地，挖掘稻作历史、稻
作创意等文化实现水稻文化展示及
科普教育；结合周边总部区域，大力
打造规模化、高水平粮田，实现“粮
田成片”。同时，利用电商平台，进
行稻米推广，打造品牌特色，进一步
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增收。

与此同时，西渡街道根据区委、
区政府要求，全力推进生活驿站建
设，群策群力打造五宅村高品质生
活驿站，服务村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服务农艺公园建设发展的需要，
服务乡村振兴计划的实施。以生活
驿站建设为平台，打造“美”、“强”综
合服务功能。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
点。抓住了“产业”就等于抓住了乡
村振兴的“牛鼻子”。土地是农村的
第一要素。做好承包地、宅基地、集
体建设用地这“三块地”文章，保障
和激活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经
营权和使用权这“三项权益”，是打
开“乡村振兴”大门的“金钥匙”。

青村镇围绕推进“乡村振兴”、
“三地改革”确立总体目标：

一、“短板”补齐。一是围绕“五
违四必”、“水环境治理”、“中央环保
督察”等环境整治重点任务，补齐环
境短板。二是围绕村民建房、动迁
安置、“三线”周边历史遗留问题，消
除发展隐患，补上历史欠账。

二、“美丽”回归。围绕“精细
化管理”、“美丽乡村建设”、“和美
宅基创建”等阶段性重点任务，美
化乡村环境，塑造美丽典型，用“绿
水青山”勾起乡愁、留住乡愁，创造

“金山银山”。
三、“实力”凝聚。激活土地经

营权，真正活跃农村要素市场。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实现收入来源多
元化。彻底摆脱吃财政饭，建立实
力雄厚的实体产业平台，有力支持
村级经济发展；

四、“治理”有效。建立健全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
理体系，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营造和谐、安定、有序的乡村社
会环境。

五、“振兴”有望。打造“美丽街
区”、“美丽家园”、“美丽乡村”示范
点，引领“美丽青村”建设高潮，经济
综合实力显著攀升。按照上级总体
部署，逐步实现“乡村振兴”各项战
略目标。

并建立起制度性保障措施：
一、坚持党对“乡村振兴”、“三

地改革”工作的领导。一是强化组
织领导。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任组
长、镇长任常务副组长、分管规划、
农业副镇长任副组长的“三地改革”
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在青村、钱桥、
光明三个地区成立社区工作党委。
二是强化村级干部队伍建设。把

“一懂两爱”的年轻干部配到农村一
线。一年多来，村级班子提拔调整
115 人，平均年龄从 41.92 岁下降至
40.96 岁。三是强化顶层设计。加
强对乡村振兴专项规划方案的研究
和落实，根据各区域发展现状，以点
带面，有序推进。

二、强化财政投入支持力度。一
是确保财政投入持续增长。在区级
财政支持的基础上，镇级财政确保向
先行先试的村和项目倾斜，确保每年
都有增长。二是建立生态补偿性转
移支付制度。今年已向无违建创建
成功的村居各发放 100万元的生态
补偿资金，向各村居发放50万元的水
环境治理补偿资金，并确保今后每年
支付，提升村居建设宜居环境的积极
性。三是培育壮大集体经济。村级
集体经济收益确保不占用、不挪用，
镇级集体经济收益确保用于培育村
级集体经济及和乡村振兴有关的项
目。四是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发挥
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撬动金融和社会
资本投向乡村振兴。

三、建立“安全、有序、文明”的
乡村治理体系。一是发挥村规民
约、村民议事会、乡贤等积极作用，
以自治、法治、德治构建乡村治理新
体系。二是大力推进农村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建设，打造“行走的篱笆”
安全守护网，推动网格化管理在农
村落细落实。三是以青村老街、张
弼、陶宅八景、打莲湘、青村刻纸、贤
窑等为要素媒介，寻踪“青村胎记”，
挖掘、传承青村优秀文化。

南桥的农村，与中心城区相对
来说距离都比较近，土地资源相对
价值较高，面对土地资源低效利用、
外来人口大量导入、村级经济基础
薄弱这三方面因素带来的农业还不
强、农村还不美、农民还不富的问
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就是要
改变传统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统
筹利用好农村“三块地”资源，推动
农村环境、产业和效益的全面升级。

主要思路：东西南北中融入全
区发展大局，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
引下，按照奉贤区关于“三个一”“三
级跳”的发展思路，坚持农民“离房
不失房、离地不失地”的底线，在全
区率先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集
体建设用地统筹运营等改革试点工
作，努力在创新探索中实现生态与
发展的共赢，推动“一个庄园一个总
部”“一个公园一个总部”“一个庭院
一个总部”在南桥落地生根。

一、东西南北中融合发展。作为
奉贤主城区，南桥的发展依托新城的
发展、依托全区的发展，以老城区为
中心，我们东西南北中，全面融入全
区发展大局。东部与新城建设融合
发展。“新城兴、奉贤兴”的理念，在服
务新城开发大局中作出贡献，在提升
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上做出成绩。
西部与奉浦大道开发融合发展。以
江海园区整体转型为契机，打造集居
住、工作、学习、创业为一体的产城融
合示范区，打造成为南桥未来发展新
高地。南部与美丽乡村融合发展。
聚焦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结合和美宅
基创建、无违建村创建、农村“三块

地”改革等工作，打造美丽乡村升级
版。北部与农艺公园融合发展。拓
展农艺公园延伸段，挖掘传统文化，
以“农业+旅游+X”为产业引领，探索
打造田园综合体。中部与老城更新
融合发展。结合“南桥源”项目，对街
巷空间、城市口袋公园等进行城市微
更新，重塑老城的趣味与活力，进一
步提升城市品质。

二、“三个一”南桥方案。根据
奉贤区“一庄园一总部、一庭院一总
部、一公园一总部”的发展导向，南
桥坚持“离地不失地、离房不失房”，
基本用地只增不减、建设用地只减
不增，以农村“三块地”改革为主要
突破口，提出了打造“杨王庄园、沈
陆庄园、六墩庭院、吴塘公园、江海
公园”的“三个一”实施方案。

杨王庄园：围绕“家”文化的植
入，通过融入家训、家规、家序、家
学、乡里、乡亲元素，打造百家同乐
的杨王庄园。

沈陆庄园：沈陆庄园东至吴塘
港、南至延安中心路、西至延安南北
中心路、北至唐家宅前河，总面积
158亩。

六墩庭院：通过六墩村宅基地

流转、整村生态打造、和美宅基创
建、整建制拆违、宅基地流转、做好
总部经济打造第五空间等一系列工
作，聚焦就地改善，就地完善，就地
提升，打好生态底色、保障农民财产
权益、壮大集体经济，打造美丽乡村
升级版。

吴塘公园：东至竹港、南至大叶
公路、西至沙港、北至浦秀村村界，
项 目 区 域 总 占 地 787 亩 ，宅 基 地
46.49亩，打造吴塘农艺公园。

江海公园：以在建中的江海碎
石地公园为辐射点，建设 150 亩的
江海公园。

曾经，农村养育了城市，后来，
农村逐渐变为了城市发展的短板，
而现在，繁荣繁华看市区，活力实力
看郊区，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将
成为我们新的竞争力，成为我们新
的经济增长点，为我们的发展带来
无穷的实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
一，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我
们共同的追求。“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这样的美
丽乡村，这样的美好生活，将成为上
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中一道具有独
特吸引力的风景线！

乡村振兴的奉贤实践与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已经历
了两次动能转换，眼下正在酝酿的是
第三次。第一次动能转换的核心是

“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使家庭能量得以充分释放。第二次
动能转换的核心是“流”，农村各种生
产要素大流动，使城乡经济一片繁
荣。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次动能转换的
核心是“合”，就是要形成“合”力，把
各种现代元素注入农村、注入农业，
推动农业农村的历史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