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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乡村是啥样？

根据《意见》，未来乡村以原乡人、归乡人、新乡

人为建设主体，以造场景、造邻里、造产业为建设途

径，以有人来、有活干、有钱赚为建设定位，以乡土

味、乡亲味、乡愁味为建设特色，本着缺什么补什

么、需要什么建什么的原则，集成“美丽乡村+数字

乡村+共富乡村+人文乡村+善治乡村”建设，着力

构建引领数字生活体验、呈现未来元素、彰显江南

韵味的乡村新社区。

主导产业兴旺发达。现代农业、美丽经济、村

庄经营成效显著。数字化改革率先推进，“两进两

回”全面深化，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创业创新

体制机制健全完善。项目村常住居民收入县域领

先，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入为县域村均 1.5 倍以

上。常住人口实现净增长，青壮年人口占比有所

提高。

主体风貌美丽宜居。片区化、组团式整体谋划

村庄规划，城乡风貌整体优化。深化农村垃圾、污

水、厕所整治“三大革命”，长效管护机制健全。美

丽庭院建设比例超过60%，违法建设全面杜绝，总

体风貌和谐秀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践行，

文明乡风管理机制和工作制度完善。统筹发展与

安全，牢牢守住未来乡村发展安全底线。

主题文化繁荣兴盛。农村公共文化设施、队

伍、活动、投入有效保障，文化服务丰富多彩，农民

文化素质明显提高。历史文化遗存有效保护，乡村

优秀文化全面传承，地域特色文化充分展示，乡村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四年要建千个以上未来乡村

《意见》提出，有农村区域的县（市、区）每年开

展1-3个未来乡村建设。自2022年开始，全省每年

建设 200 个以上未来乡村。到 2025 年，全省建设

1000个以上未来乡村。

九大场景打造未来乡村

《意见》提出，未来乡村建设围绕打造未来产

业、风貌、文化、邻里、健康、低碳、交通、智慧、治理

等9大场景。

打造未来产业场景。实施科技强农、机械强农

行动，培育提升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农创客和农业服务组织等经营主体，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全面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推

进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更新升级农田灌溉泵站机

埠、堰坝水闸，推进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发

展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创意农业、体验农业。推广

强村公司做法。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村建设特色

产业园、小微创业园，利用闲置厂房、农房等建设共

享办公、共享创业空间，吸引年轻人回来、城里人进

来。加快三产融合、产村融合，做优做强农家乐民

宿，壮大电子商务、养生养老、文化创意、运动健康、

乡村旅游等业态。

打造未来风貌场景。健全“县域乡村建设规

划+村庄布点规划、村庄规划、村庄设计、农房设

计+农村特色风貌规划”乡村规划建设体系，加强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尊重乡土风貌和地域特

色，保留村庄原有纹理，以“绣花”功夫推进乡村微

改造、精提升。加强对新建农房式样、体量、色彩、

高度等的引导，迭代优化农房设计通用图集。

打造未来文化场景。开展文明村、文明家庭、

身边好人等选树活动，积极参与“浙江有礼”省域品

牌培育。全面提升农村文化礼堂，配置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乡贤馆、百姓戏台等，推动县级图书馆、文

化馆在乡村设立服务点。建好乡村文艺传承队伍，

培育好乡村文化产业，打响“我们的村晚”“我们的

村歌”“我们的村运”等乡村文化品牌。推进历史文

化（传统）村落和二十四节气等农耕文化保护利

用。鼓励高校、艺术团体在乡村设立实践基地。高

水平建设等级幼儿园、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依托

乡镇成人学校（社区学校）建设农民学校、老年学校

（学堂）、家长学校等。

打造未来邻里场景。利用公共空间和场所，改

造提升配套设施，建好村民茶余饭后互动交流的

“乡村会客厅”。弘扬邻里团结、守望相助的传统美

德，加强对优抚对象、困难家庭、独居老人、残疾人

等的帮扶。完善购物、餐饮、金融、电信等生活配

套，打造15分钟幸福生活圈。依法完善村规民约

和自治章程，推广邻里贡献积分等机制，让有德者

有所得。

打造未来健康场景。健全农村疫情常态化防

控机制，高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科学防制病媒

生物，保障饮用水与食品安全，提高农民群众健康

素养。加强政府办村卫生室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全面落实乡村一体化管理，打造20分钟医疗圈，高

质量供给公共卫生服务和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完善体育健身设施配置，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建成

15分钟健身圈。实施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提供紧急呼叫等智能化服务，扩大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覆盖面，打造15分钟养老圈。

打造未来低碳场景。全面保护和修复生态环

境，使绿水青山成为未来乡村最显著的标志。推广

“一村万树”做法，发展乡土树、珍贵树、彩色树、经

济树，建设森林村庄。夯实农村供水县级统管机

制，健全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全面普及生

活垃圾分类，深入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强基增

效双提标”行动和厕所革命。加快农业绿色发展，

深化“肥药两制”改革，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控。扎

实做好农业农村领域节能减排工作，大力提倡节约

用水，积极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优化电

网、气网等基础设施布局，提高乡村生产生活的电

气化、清洁化水平。

打造未来交通场景。高水平建设“四好农村

路”，建制村公路原则上达到双向车道以上。加密

城乡公交班次，推广公交数字化服务应用，提升城

乡公交一体化水平。重视村内支路建设，科学布

设停车场（位），户均车位达到1个以上，建设新能

源汽车充电设施。设立快递综合服务点，收寄快

递不出村。

打造未来智慧场景。加快推进乡村新基建，实

现千兆光纤网络、5G移动网全覆盖。推动更多农

业生产、经营、服务、监管等多跨场景落地应用，形

成“乡村大脑+产业地图+数字农业工厂（基地）”发

展格局。完善农村电子商务配套设施，壮大社交电

子商务、直播电子商务等新业态。迭代乡村教育、

健康、养老、文化、旅游、住房、供水、灌溉等数字化

应用场景，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同质化，基本实现村

民办事不出村。建设乡村气象、水文、地质、山洪、

旱情等数据实时发布和预警应用，实现农村应急广

播和“雪亮工程”全覆盖。

打造未来治理场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顺应基层治理体系变革，全面实施阳光治理

工程，深入开展平安乡村建设和省级善治示范村创

建，规范提升全科网格建设，推动自治、法治、德治、

智治融合。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

我教育、自我监督，发挥好各类社会组织作用，强化

农村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云监管、“三务”

（党务、村务、财务）云公开。大力推进移风易俗，有

效革除陈规陋习。

四大保障助力未来乡村建设

为确保未来乡村建设顺利推进，《意见》强化了

四大政策保障：

强化组织领导。未来乡村建设与城乡风貌整

治提升、未来社区建设一体实施，由省城乡风貌整

治提升（未来社区未来乡村建设）工作专班统筹协

调，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组织推进。

强化实施推进。根据未来乡村建设目标要求，

省农业农村厅牵头制定推进办法，进一步明确建设

条件、申报流程、建设管理、评价验收等事项。每年

下达建设计划，按照县申报、市比选、省审核的程序

确定建设对象。建设周期原则上为2年，到期后组

织成效评价。

强化要素保障。各级财政积极支持未来乡村

建设。项目村通过土地整治等方式获得的节余建

设用地和补充耕地指标收益，优先用于耕地保护、

高质量乡村建设、美丽田园建设和生态修复提升，

整治产生的节余指标优先用于农村产业用地需求，

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向未来乡村建

设倾斜。加强各类项目资金整合，引导工商资本、

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积极参与。严禁新增村级不

良债务。

强化落地落实。建立未来乡村、未来社区全面

衔接机制，统一谋划、同步推进、统筹运营，统筹抓

好未来乡村与县域风貌样板区建设，协同打造共同

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开展常态化调查研究、分析

研判、协调服务，及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建立专

家决策咨询制度，加强理论研究。鼓励大胆改革创

新，建立容错纠错制度，及时纠偏苗头性问题。

本报记者整理

未来乡村是啥样？应该怎么建？
我省发布未来乡村建设指导意见

未来乡村应该怎么建？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发

布《关于开展未来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提出以党建为统领，以人本化、生态化、数

字化为建设方向，打造未来产业、风貌、文化、邻里、

健康、低碳、交通、智慧、治理等场景。自2022年

开始，全省每年建设 200个以上未来乡村。到

2025年，全省建设1000个以上未来乡村。

被列为全省首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村的杭州市余杭区径山村禅茶新村一角被列为全省首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村的杭州市余杭区径山村禅茶新村一角。。

被列为全省首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村的杭州市被列为全省首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村的杭州市

富阳区春江街道八一村建设效果图富阳区春江街道八一村建设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