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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悠悠映绿水，绿水潺

潺绕人家。正值秋高气爽，贵
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加
快推进高速匝道甲山段道路、
书法广场等地的绿化工程，为
城市再添新绿。

在印江，这样的植绿工作一
年四季不“断线”，植绿、增绿、
护绿已成为该县建设“精致、特
色、宜居”县城的重要内容。

印江县地处梵净山西麓，
独特的地形地貌和自然生态，
决定了该县在推进城镇化进程
中，必须以绿色引领生态宜居
城市建设，让良好的生态环境
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近年来，印江按照“三年栽
植、五年变绿、十年见成效”的
要求，在县城周边可视范围内
采取“全面绿化、立体绿化、生
态绿化”的方式，加快推进绿色
生态屏障建设，建立布局合理、
生物多样、景观优美、功能完善
的绿化系统，全面恢复和改善
县城周边生态环境。目前，印
江县城周边的 19 个村已完成
绿化 1.5 万余亩，绿色逐渐包
围着城市。

此外，印江还按照“一街一
景、四季分明”的要求，注重抓
好点、面、线布局，加快观音沟
湿地公园、城市农业公园和书
法广场城市绿地建设，做好居
民小区闲置地块绿化美化，让
人民群众“推窗见绿”；鼓励引
导单位、社区和居民对建筑物、
墙面、屋顶等进行绿化，打造城
市立体绿化景观，让人民群众

“抬头见绿”；同时，加快各条街
道和出入口的绿化新植、绿化
改造，形成了以香樟树、桂花
树、梧桐树、杨柳树等树种为骨
干的林荫大道，构筑起城区道路绿化框架体系，让人民群
众“出门见绿”。

绿是城市之肺，水是城市之魂。印江在推进城镇化
过程中，积极开展河流治理和大堰清淤工作，通过河道清
障、污染源清理、绿化带建设，打造了东城区河滨公园、印
江河中洲段景观带，让昔日的臭水沟变成一道亮丽的景
观带。

同时，该县还加强了城市重要饮用水源地梵净山及
周边森林植被的保护，强化水系绿化，全县河流、水库等
水岸绿化率达到了 85%以上。

“绿”与“城”完美结合，改善了城镇人居生活环境，提
高了群众的幸福指数。无论是晨曦微露，还是晚霞映天，
在印江的公园、广场、河道上，散步休闲、跳广场舞的人群
总是浸润在绿韵中。

市民刘大爷告诉记者：“环境好了，锻炼身体的人多
了，生活更有幸福感了。”

目前，印江建成区街道绿化率达 100%,树冠覆盖率
在 50%以上，人均公共绿地 10.8 平方米，初步实现了“城
在绿中、路在绿中、房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宜居环境。

据了解，下一步，印江将按照“做绿县城、做特集镇、
做美乡村”的思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打造绿色家园，
建设生态美丽新城乡。

贵州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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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正在山东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黄河古村纸坊村游览。日前，第二届中国古村镇大会

在此开幕，吸引了全国 20多个省市近 1000名游客。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随着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农
业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的需求越来越迫
切。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称钩驿镇探索
出一条“土地托管”之路，解决了当地

“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
称钩驿镇周家河村的张健斌是个精

明能干的庄稼人，这几年种着 30 多亩马
铃薯，年收入能达到四五万元。近年
来，头脑活泛的他看到种菜行情好，收
入多，便把目光转向种菜上，又种了 10
亩多的辣椒、四五亩西葫芦、两亩水果
玉米，年收入 5万元左右。

种地收入不错，他一门心思想经营
好土地，可地多人手少，让他很犯愁。
今年，老张有了“新想法”，他决定把主
要精力花在种菜上，把 30 亩马铃薯的种
植和田间管理托管给当地农机服务专业

合作社。
“托管种植，就好比在饭馆里点菜吃

饭，地里种什么，种多少，什么时候干
什么活，我说了算。”张健斌说，他负责
投入种子、化肥、农膜和农药等农资，
种植和田间管理的活交给合作社，他只
需要按照合作社在各个环节的亩投入标
准进行缴费就行了，这叫“半托管”。

周家河村的阳坡、花园、白杨等 6
个社 50 多户农户，也像张健斌一样采取

“菜单式”半托管方式，把 200多亩土地
托管给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劳力少顾
不过来，采取‘半托管’的方法就能料
理土地了。”农户们认为这种模式解决了
他们的实际困难。

安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
廷发告诉记者，他们提供的“半托管”
服务，以旋耕每亩 50 元、深松每亩 60
元、马铃薯一体化作业种植每亩 60 元、
田间喷药每亩 30 元、收获作业每亩 60
元的价格，按照农户的“点菜”需求，
提供“下厨”服务，目前累计机械作业

面积达到 800多亩。
称钩驿镇的“土地托管”模式有

“半托管”，也有“全托管”。周家河村 5
社的张耀全是安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社员，承包了耕地 26 亩。他和合作社签
订协议，把一半的土地采取“全托管”
模式让合作社托管，种子供应、整地、
施肥、播种、田间管理、收获、销售等
环节全程托管，他既不用出力，也不出
钱，只需要按照合作社在整个生产过程
中投入的费用进行付费。销售所得扣除
合作社的，剩下的都归自己。

今年定西遭受了严重的旱情，夏秋
作物减产已成定局，“全托管”模式也面
临严峻挑战，合作双方是否会按照协议
办事，成为一个大问题。张耀全认为农
业靠天吃饭，遇上旱灾歉收也很正常，

“合作就要按照已经签订的协议办事”。
在周家河村 5 个社中，采取“全托”模
式的农户有 18户，共托管土地 180亩。

在周家河 5 社连片种植的马铃薯梯
田地里，安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5 台

大型农业机械正开足马力在田里作业。
望着连片梯田地里“铁牛”奔忙，周家
河村党总支书记何龙告诉记者，今年在
镇村干部的协调下，根据农户的实际情
况，采取自愿互惠原则，安泰农机服务
专业合作社在村里共流转土地 1000 亩
左右，托管耕地 600亩左右，“从种植到
收获，从技术服务到物资供应，合作社
全程提供‘保姆式’托管服务，这样农
民也可以就地在合作社打工或者外出务
工增加收入。”

“目前，称钩驿镇共培育运行新经营
主体 15 户，土地流转面积 3000 亩，涉
及农户 316 户，托管耕地 2000 亩。”该
镇党委书记孙志江说，在不改变土地所
有制性质、不改变土地承包关系及土地
用途的基础上，土地托管把各家各户撂
荒闲置的零散土地集中起来，实现了化
零为整，机械化作业，规模化发展，达
到了提质增效的目的，“这既符合培育新
型经营主体、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也
高度契合了农村实际。”

甘肃定西市安定区称钩驿镇探索“土地托管”——

种 地 有 了“ 田 保 姆 ”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曹应森

山清水秀，岸绿景美，这里的每一个
城镇都有自己的秉性。

村美人靓，一步一景，这里的每一个
村庄都有动人的故事。

近年来，江西坚持全面深入推进以
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描绘出一
幅以人为本、四化同步、布局优化、生态
文明、文化传承的特色新型城镇化蓝图，
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了百
姓的幸福指数，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
供了持久强劲动力。

从“村民”变“市民”

上饶县“新市民”吴希敏不久前搬进
了梦寐以求的新家，他告诉记者：“我在
县城一家工厂上班，买了房，上班更方便
了。孩子今年 10 岁，也在县城学校上
学。下一步，我准备把老家的父母也接
到城里来住。”为解除进城农民的后顾之
忧，上饶县出台多项政策，有效保障进城
农民享有与本地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与
资源。同时，农民还可自主选择在原籍
或购房所在地落户，原有土地承包权、宅
基地使用权等一切权益不变，使他们

“进”得放心，“住”得安心。
随着新型城镇化推进步伐加快，江

西越来越多的农民像吴希敏一样，实现
了 进 城 安 家 的 梦 想 。 2001 年 至 2015
年，江西城镇人口从 1149 万增加到 2357
万 ，净 增 1208 万 人 ；全 省 城 镇 化 率 从
27.69%上升到 51.62%。

“新型城镇化，关键是‘人’的城镇
化。过去，我们推进城镇化看重的是规
模和数量，现在关注的是质量。”江西省
住建厅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江西在推进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充分考虑群众就业、
基础设施、环境治理、公共服务等因素，
努力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
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
转变。

留住美丽乡愁

在江西，各地在建设小城镇过程中，
都坚持规划先行，自觉保留传统文化，守

住自然风貌，呵护那份弥足珍贵的“乡
愁”。

始建于秦末汉初的南昌市进贤县李
渡镇，曾因繁荣的工商业盛极一时，被列
入“江西四大名镇”。近年来，李渡镇不
断提升建设品位，昔日古镇再现勃勃生
机。走在宽阔的李渡大道上，只见各式
各样的品牌专卖店林立，而老街的尽头
还有一排百年前的老宅，古色与新姿相
得益彰。

上饶市婺源县篁岭是有着 500 多年
历史的古村落，2009 年，当地政府引进
民间资本对篁岭村村民进行异地安置，
对古民居进行保护性开发。短短几年，
篁岭就成为婺源热门景点。

湾 里 区 被 誉 为 南 昌 市 的“ 生 态 氧
吧”，旅游资源是其最具特色的资源。“我
们在小城镇规划建设时更加注重与景区
的融合。”湾里区有关人员向记者介绍，
太平镇就是湾里区精心打造的典型小镇
之一。太平镇专门邀请广东建筑设计院
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确定了立面改造以
仿古木格门窗为主，集镇建设风格体现
江南水乡赣派风格的建设方案。

在集镇改造的设计中，湾里区还结
合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先后投入
数亿元，对梅岭旅游公路沿线的山、水、
路、村和集镇进行了环境综合治理改造。

“我们要求各地在推动小城镇建设
过程中，既要尊重历史文化，彰显地域特
色，也要融入现代理念和现代元素，要将
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城市景观设计、实体
建筑结合起来。”江西省住建厅有关负责
人介绍说。

强化产业支撑

“江西打造特色小城镇，核心之举在
强化产业支撑。”在江西省住建厅有关负
责人看来，江西不少小城镇经济基础较
为薄弱，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必须扬长避
短，以特色产业兴镇。

在赣州市定南县天九镇九曲村的农
家乐饭馆里，黄莉萍和家人正忙着招待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九曲村，还有
20多户农户像黄莉萍一样从事农家乐。

“小城镇建设如果没有产业的支撑，
当地劳动力还要外流，那么小城镇建设
起来也可能是空城”。天九镇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在规划之初，该镇就将“产
城融合”作为推动重点示范镇建设发展
的立足点，在注重城镇的基础设施与公
共服务建设的同时，将推进重点示范镇
建设和工业园区发展等工作同步进行。

南昌市湾里区招贤村转型发展花卉
苗木产业，形成了“公司+合作组织（协
会）+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全
村花卉苗木种植面积 4200 多亩，产品畅
销上海、江苏、浙江等地。

进贤县根据各城镇资源特色，打造
出了一批特色鲜明、影响力广的特色产
业，如李渡镇的医疗器械，文港镇的文化
用品，张公镇的钢网结构等。

“我们将城镇总体规划与产业规划、
要素规划统一起来，各重点示范镇坚持产
业带动战略，将农业产业化、工业化与城
镇化紧密集合，依托城镇布局产业园，大
力发展县域经济，夯实城镇化发展的产业
基础。”南昌市发改委总经济师柳华说。

守住生态“红线”

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的财富、最大
的优势、最大的品牌，也是江西新型城镇
化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公约数。近年来，
江西按照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总体
要求，在发展中保护生态，在保护生态中
加快发展，构建山水相宜、人与自然和谐

共融的生态人居环境。
深秋时节，走进定南县岭北镇黄金

坳油茶基地，仿佛置身于绿海。定南县
黄金坳高山茶油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
者，公司已建成油茶种植基地 4 万余亩，
昔日的荒山秃岭摇身一变，已成为当地
百姓致富奔小康的“金山银山”。

定南县位于东江源区，是我国南方
重要的生态屏障，生态保护责任重大。
定南县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小城镇
建设中，定南秉持“生态是金”的理念，严
守环境红线，让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成
为硬约束，启动了生态自然、生态工业、
生态养殖等生态工程建设。与此同时，
依托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生态
农业、生态工业，推广经济林木，精心打
造绿色生态高效农业示范区，探索建立
出一套生态产业带动机制。

有“中国最美乡村”之称的婺源为了
保护生态，关闭了 200 多家污染和高耗
能企业，对天然阔叶林“十年禁伐”，森林
覆盖率高达 82.6％；为了不破坏旅游资
源，婺源坚决拒绝污染企业入驻，确保污
水达标排放，守住了一江清水。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江西充分发
挥生态优势，实现城镇自然环境和人工
环境有机结合，体现城镇生态美、空间景
观美和环境艺术美；将森林引入城市，把
自然山体、城市水系、城区组团边界和城
市交通干线等精心打造成绿量大、品位
高、层次丰富的绿色走廊和生态林地，形
成点线面结合、林相丰富的绿地系统。

推动非户籍人口落户城市

江西城镇化：从重规模和数量走向重质量
本报记者 刘 兴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近日，陕西省为加快推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实施意见》。

意见提出，要围绕让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安居乐业的
目标，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通过加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镇功能，在加快中小城
市发展的同时大力建设美丽乡村，到 2020 年累计实现
1000 万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在更
高水平上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陕西力争 5 年实现千万农民市民化

本报讯 记者刘兴报道：江西规划
到 2020 年，全省城镇化水平为 60%左
右，城镇人口为 2900 万；户籍人口城镇
化率达到 40%左右，实现 630 万左右农
业 转 移 人 口 和 其 他 常 住 人 口 在 城 镇
落户。

到 2030 年 ， 全 省 城 镇 化 水 平 为
68%左右，城镇人口为 3500 万左右；

全省人均 GDP 超过 1.6 万美元，全省城
乡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九年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100%；全省建设
20 个左右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和全国绿
化 模 范 单 位 (城 市)、 200 个 生 态 示 范
镇、2000 个生态示范村和 50 个生态工
业园区；全省所有县(市、区)达到生态
县(市、区)标准。

2020年江西城镇化水平将达60%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

《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

户方案》，从拓宽落户通道、制定

实施配套政策、强化监测检查等

三个方面，提出了推进 1 亿非户

籍 人 口 在 城 市 落 户 的 具 体 举

措。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

如何让农村人口融入到城市中

去，江西省进行了有益探索,下

大力气破除户籍制度等体制障

碍，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

入学、社会福利等方面享有平等

的权利和待遇，让他们有尊严地

实现城市梦想

江西省进贤县温圳镇万家村风景如画。 万朝晖摄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广西百镇建设示
范工程实施方案》近日出台。广西将统筹推进 100 个经
济强镇、特色名镇、特色小镇建设，力争到 2020年培育出
一批布局合理、经济发达、设施配套、功能完善、环境优
美、特色鲜明，进入全国先进行列的小城镇。

据悉，《方案》把培育主导产业确定为小城镇建设的
着力点，因地制宜地发展工业、商业、边贸、旅游、文化、科
技等各类产业，建设一批特色小镇、旅游名镇、工业重镇、
商贸大镇、边贸强镇，强化产业支撑，增强小城镇经济实
力，形成与周边农村和区域中心城市协调发展的城乡新
格局。

广西 5 年内建百个特色示范镇

本版编辑 陶 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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