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里，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田洼智慧农业产业园、德利尔火龙果休闲农庄、蝴蝶兰大世界等大型农业产业项目相继投产，月
堤湖、牛角淹、朱海三个核心景区惊艳无数游人，奇瓦丽电子商务、万家翔工艺品等文化产业项目提供千余个就业岗位……这样的美丽画卷，
正生发成强劲的“美丽经济”动力，持续掀起宿迁乡村振兴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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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征程上跋涉，瘸着腿走不好，更走不远。

如何正视并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这只“拦路虎”，是长久以来摆在各地面前的一

道考题。

“统筹城乡”，嘹亮的号角早已吹响，先行之地勇于探索前行。

2007年，“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典型地区——四川省成都市获批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等领域先行先试，一个同发展、共繁荣的新型城乡形

态，如烂漫山花在天府之国大地上绽放。

2012年，在江苏省典型的“洼地中的洼地”——省“十二五”农村扶贫开发六大重点片区之一的成

子湖片区，宿迁市宿城区启动城乡统筹试验区建设，率先在屠园、中扬两个乡镇探索实施人口向镇区

集中、土地向规模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的“三个集中”，“穷疙瘩”脱胎换骨成了新农村建设先行区。

岁月为证，奋斗不止。改革之犁开辟希望田野，以成都、宿迁统筹城乡发展经验为蓝本，我们深入

两地乡村，捕捉变迁路径，触摸城乡互动脉搏，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城乡统筹发
展，让曾经沉寂无声的土地，为农民带来

“真金白银”。
按照“确权是基础、流转是核心、配套

是保障”的工作思路，鹤鸣村率先完成了
96%农民 集 中 居 住 的 鹤 鸣 新居建设，流
转土地 3000 余亩。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
农民，通过就近或外出上班，有了稳定的
土地租金，过上了比城里人还要安逸的
生活。

产权制度改革带来的巨大活力，让鹤
鸣村“拼”了起来。这个曾经群众依靠种地
维持温饱的自然村，先后发展起珍稀水果
园、花卉基地、蘑菇基地、稻麦轮作现代农
业、糖忆庄园、原始部落、客沙绿岛等农文
旅产业项目，摇身一变，成为集特色观光农
业、旅游休闲业等多种产业于一体的现代
化新农村。

统筹发展，重在统筹，意在发展，关键
是产业。

在江苏吉龙运动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的
生产车间里，工人们分工有序，生产机械不
停运转。卢巧云认真检查着手中的产品，
满意地说：“成家后就想找个离家近的工
作，从家到这里只要 10分钟，下午 6点钟就
下班，方便照顾老人和小孩，挺好。”

2015 年 10 月，江苏吉龙运动休闲用品
有限公司落户宿城区中扬镇城乡统筹配套
产业园，用工 2000 多人，生产场地近 20 万
平方米，是一家通过产业整体转移宿迁、实
现技术转型的高新技术企业。

江苏吉龙运动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卫东自豪地说：“公司去年产值突
破 15 亿元，员工平均薪资达 5000 元。立
足宿迁，我们对未来发展信心更强、底气
更足。”

瞄准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深加工型等
企业，近年来，宿城区城乡统筹试验区开展
具有针对性的招商引资工作，招引企业 40
余家，5000余名安置群众成为产业工人，实
现家门口就业；常态化开展劳动技能培训、
劳务输出，结合本地建筑业、家政服务业市
场，实现 4000余名剩余劳动力走出去就业、
高薪资就业。

2012 年至 2021 年，宿城区城乡统筹试
验区通过抓扶贫搬迁、抓产业富民、抓民生
实事、抓党建引领，助力成子湖片区的屠园
镇、中扬镇全面完成脱贫攻坚，实现“换道
超车”。

在 国 家 博 物 馆 的 展 厅 里 ，有 一 张 编 号 为
“510001”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是我国
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确权颁证”的第一张权
证，持证者是成都市辖下都江堰市石羊镇鹤鸣
村带头开展确权颁证改革试点的时任村委会主
任余跃。

已是古稀之年的余跃还清晰记得拿到证的
时间——2008年 3月。

2008 年初，成都市启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实现农村资产资本化，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
保护农民的财产权益。

“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起下发的，
还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林
权证。”在鹤鸣村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陈列室”，
余跃一一为我们介绍被村里收藏的“红本本”。

“红本本”，不仅意味着农民对土地有了使用权、
经营权以及转让权，更意味着农民产权有了更为
全面和多样的权能和价值。

和余跃一起漫步鹤鸣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让人流连忘返。这里，村民“组团”住上了错落有
致的小洋楼，房前屋后绿树成荫、果蔬飘香，整洁
的道路通到每家每户，现代都市农业、乡村旅游
业蓬勃发展。

这样美好的画面，在宿城区屠园镇也同样展现。
10 月的屠园镇，秋意正浓惹人醉。蔚蓝的

天空下，连片的高标准农田像无垠的金色海洋，
微风吹拂，带来阵阵稻香；在屠园镇文体广场上，

三五成群的人们拉着家常，不时响起孩童银铃般
的笑声；宽敞明亮的楼房里，文明新风与浓浓乡
情，把日子搅动得越发红火。

“屠园镇的变化，天翻地覆！”“住得好，环境
美，过上了与时代同步的现代化城镇生活！”……
在公园广场、田间地头，群众就“屠园镇最大的变
化”给出答案如出一辙：是乡村面貌、生态环境和
生活品质的华丽蝶变。

“我是 2013 年第一批住进古山河小区的，三
室一厅，到现在仍亮亮堂堂。”小区居民王召金笑
着说。谁能想到，曾经这里贫困人口集中、耕地
经营分散、生产生活落后。

2012 年，宿城区城乡统筹试验区以“政府主
导、先建后迁”形式，通过“整村推进”引导群众搬
入集中居住区——古山河小区。古山河小区建
成并投入使用后，中楼村、新路村、合兴村、徐敦
村、陈海村的群众搬迁入住，如今居住人口超过
2万人。

按照城市小区标准，古山河小区一步到位建
设污水处理、智能监控、有线电视、宽带网络、管
道燃气等配套设施，还配套建设了幼儿园、医院、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不断增强。

好的经验不断复制。截至目前，该片区已建
成安置小区 13 个，建筑面积超过 150 万平方米，
安置农户 1.3 万余户近 6 万人，城镇化率由原来
的不足 20%上升为超过 80%。

——成宿两地统筹城乡改革的先行启示

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岷江村曾是经
济发展落后的“尾巴村”。惊艳一变成为

“明星村”，岷江村靠的是探索“社会资
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全链条利
益联结机制。

一炮而红、打出名气的是川西建筑
风格院落——“九坊宿墅”。“以石铺路，
花木成畦，每个独立院子每天租金超过
2000元。节假日前，城市白领都忙着‘抢
单’。”返乡大学生、民宿管家芦雪说，该
项目由投资方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组
建公司，采用“背靠背”安置方式，宅基地
三分之二入股、三分之一自住，员工都是
当地人，不用离家就能拿土地租金、股份
分红、薪资福利。

“农村有土地，但要把人和资源融
起来，走出一条融合发展之路。”岷江
村党支部书记陶勋花认为，企业要把
市场做好，村集体要把“好生态”品牌
擦亮。

依河而建的灯塔营地在雨后与雪山
融为一体，是亲子、团建绝佳之地；作为
四川省图书馆国学研究基地的岷江书
院，成为学者对话交流、思想碰撞的平
台；24 小时留灯书舍，隐于田野的指尖
生活馆，让人尽情体验纯手工钩编、蜀
绣、剪纸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项目的魅
力……一批农商文旅体养融合发展项目
相继在岷江村建成投运。陶勋花自豪地
说，村子现在是一座游客来了就不想走
的公园。

一村，观全域。把农村变景区、田园
变公园，一幅“岷江水润、茂林修竹、美田
弥望、蜀风雅韵”的田园画卷正在成都大
地上徐徐展开。2022 年，成都市实现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业收入 395 亿元，
接待游客 1.32亿人次。乡村正唤醒更多
关于幸福的新期待。

成都成为雪山下的花园城市，宿城
区城乡统筹试验区则成功创建宿迁市首
个“中国农业公园”。

宿城区王官集镇，是这座“中
国 农 业 公 园 ”的 美 丽 投 影 。
走进该镇唐圩新型农村
社 区 ，古 亭 老 井 与

白墙黛瓦相映成趣，潺潺流水环抱
着质朴别致的农家小院，棵棵枝繁
叶茂的百年大树怡然自得。一步一
景，步步皆景。谁也想不到，几年前
这里是产业萧条、房屋破旧的“省定经
济薄弱村”，如今蜕变成宜居、宜业、宜
游的特色田园乡村。

“现在不一样啦，城里人都想在我
们这里买房养老。”当地居民笑着说，

“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美丽的乡村，“绽放”出全国单体规

模最大的蝴蝶兰 项 目 。“ 我 们 项 目 是
‘中国农业公园’的龙头项目，形成了
品 种 研 发 、种 苗 培 育 、各 种规格苗种
植、成品花展示、线上线下直播销售的
完整产业链，并建成 5500平方米的蝴蝶
兰主题展馆和 1200 平方米的蝴蝶兰主
题餐厅，着力打造农文旅高度融合的

‘打卡地’。”在蝴蝶兰大世界展馆，江
苏国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
人梁康说。

2021 年 8 月，宿城区城乡统筹
试验区“转战”西片区，集中精力
建 设 品 牌 形 象 优 、服 务 设 施
齐 、规 划 协 调 好 的 乡 村 旅 游
核 心 区 、城 乡融合发展样板
区和乡村振兴先导区。2022
年 8 月 ，经中国村社发展
促 进 会 专 家 现 场 调 研 、
验 收 ，宿 城 区 王 官 集
镇、蔡集镇全域和双
庄街道、支口街道
部分区域，成功
创建“中国农
业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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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园镇高标准农田

王官集镇唐圩新型农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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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筹城乡”到“城乡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