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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特色鲜明——

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常州样板
高位谋划，联动推进。将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纳入我市
“532”发展战略，并作为我市乡
村片区整治更新的重点项目，
持续为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加强部门政策
联动，强化与镇村良性互动，紧
紧抓住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契机，分阶段、有梯度做好特色
田园乡村创建项目储备。

要素互联，建管并重。积
极推动创建向区域化延伸，加
强片区资源要素关联性和互动
性探索，引导有条件地区特色
田园乡村连点成片。重点推动
溧阳市、金坛区开展特色田园
乡村示范区建设，并积极争取
省级培育试点。鼓励有条件的
省级传统村落创建省级特色田
园乡村，推动形态保护与产业
发展融合。加强动态管理，持
续提升村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
水平，着力促进乡村全面发
展。密切关注乡村产业发展动
态、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状态，不
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持续为
乡村发展赋能。

在2023年省级特色田园
乡村回顾评价中，我市前三批
次11个省级特色田园乡村评
价等次为“好”的有 9个、“较
好”的有2个。

建设特色田园乡村，重点
在特色，根本在于提升乡村品
质，保留和发扬乡村美好形态，
实现“都市里的村庄”和“田野
里的都市”交相辉映。

抓“生态+”，乡村更有气
质。在建设中，注重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凸显乡村生态价值、
美学价值的导向，努力做到提
升“颜值”与涵养“气质”齐头并
进。金坛区薛埠镇泉江村泉江
以改善村民生活生产条件为出
发点，以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提升为抓手，对村庄绿化整
体提档改造，村庄含绿量大幅
提升。新北区西夏墅镇东南村
大薛家、韩村坚持“生态优先、
保护优先、节约优先”的原则，
通过土地综合整治，有效解决
土地利用碎片化、无序化、低效
化的问题，从而激活土地要素、
释放发展活力，形成“稻花香里
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生态
美景。

抓“产业+”，乡村更有活
力。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加快
镇村流动互通，把改善村容村
貌与发展生产、富裕农民结合
起来，推动农业生产、农村建
设、乡村生活生态的良性循环，
实现企业、集体与个人的持久
共赢。溧阳市竹箦镇陆笪村陆
笪持续做优做特传统产业，积
极推广见效较快的菊花种植，
以及北山竹和手指小香芋等特
色产品，开发陆笪牌“陆油味
道”菜籽油和芝麻油系列、“陆
笪牌山阳香薯”，并通过“电
商+”方式拓宽销售渠道，逐步
由单一种植业向多元化品牌化
发展，产品销售额持续增长，村
民收入增长明显。武进区牛塘
镇丫河村强家利用临近城区的
地理优势，积极搭好特色农产
的展销平台和休闲度假的体验
平台，在现有果蔬培育种植的

基础上，引导建设“农业工厂”，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高效农业、
休闲农业和体验式农业，持续
丰富农业产业体系，既“卖产
品”又“卖体验”，实现农民人均
纯收入连续三年增长。

抓“长效+”，乡村更有生
命。在建设过程中，通过倡议
美好环境和幸福生活共同缔造
理念，引导各村建立健全“共
建、共治、共创、共享”工作机
制，进一步显现“人民乡村人民
建，人民乡村为人民”的生动格
局。钟楼区邹区镇泰村村苏家
桥组引导村民当家作主，共同
参与农房和村庄的整体打造，
在规划设计上立足长远，从村

民最关注、最迫切、最急需改进
的地方入手，充分收集民情民
意，并将合理的意见建议纳入
规划建设中；组建“太阳花”志
愿者服务队，定期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等志愿服务，“心连心”

“肩并肩”共建美好家园，群众
支持度和满意度双提升。武进
区湟里镇葛庄村下场着手“小”
事塑特色，坚持从村民需求出
发，延续传统肌理，塑造特色别
致景观，传承保护非遗文化和
传统习俗；集聚“小”力树新风，
创建“击鼓议事”品牌，创新开
展“时间银行”互助式养老志愿
服务，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
有专责”。

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对
田园乡村的向往，是千百年来
深刻在中国人心底的烙印。
建设特色田园乡村，就是留住
青山绿水，留住乡愁，留住魂
牵梦萦的根。

近年来，常州市住建局认
真履行牵头部门职责，积极统
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
兴，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
经验，牢牢把握新时代乡村建
设方向，聚焦发展、突出特色、
兼顾保护，以系统化、整体化
思维着眼乡村未来，紧扣特色
生态、产业、文化等“关键词”，
高质高效推进特色田园乡村
建设，不断增强乡村建设促振
兴的推动力、支撑力，着力绘
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江
南水乡美丽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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