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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5年时间，从全省4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
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2003年6月，浙江省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八八战略”指引下，
这项工程二十年来扎实推进，重塑了浙江农村环境，造就万千美丽乡村。

“千万工程”如何驱动浙江山乡巨变？为何是启动浙江乡村振兴循环的基础工程、
龙头工程？又何以在二十年后依然生机勃勃？答案就在以下十组数据之中。

1 连续二十年召开现场推进会

按省内最高规格，浙江省连续二十年召开“千万工程”现场推进会，省市县党政“
一把手”悉数出席。

浙江省委、省政府每5年出台一个行动计划，每个阶段出台一个实施意见，针对主
要矛盾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工作任务。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浙江以“千万工程”为主线推进农村
环境建设，堪称“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典范。

浙江形成了促进“千万工程”持续高质量推进的组织机制：一是党政主导、各方协
同、分级负责的责任机制；二是规划先行、标准规范、分类指导的引导机制，三是
循序渐进、丰富内涵、迭代升级的发展机制。

2 全省各级财政累计投入超过2000亿元

据统计，二十年来浙江全省各级财政累计投入村庄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资金超过
2000亿元。

真金白银投入。浙江建立政府投入引导、农村集体和农民投入相结合、社会力量积
极支持的多元化投入机制，省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市级财政配套补助，县级财政
纳入年度预算。

透过“千万工程”二十年实践看，浙江始终坚持以民为本的发展观、政绩观，持续
推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进步，把增进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
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

3 九成以上村庄达到新时代美丽乡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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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浙江省委农办摸排，2002年的浙江仅有约4000个村庄环境较好，剩余3万多个村
庄环境普遍较差。

这是一种发展现象。浙江改革开放先行，彼时当地农民已经较为富裕，纷纷盖起小
别墅，但家里现代化、屋外脏乱差，村里“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老百姓对
环境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

这又是发展方式多年累积的结果，如何有效扭转，考验执政能力。对此，“千万工
程”采取务实、渐进式的路径，规划先行，以点带面，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建设
：“污水革命”率先全面完成、“垃圾革命”实现全域分类、“厕所革命”实现全
面覆盖、美丽乡村形成全域格局。

基于此，浙江成为首个通过国家生态省验收的省份，农村人居环境测评持续位居全
国第一。截至2022年底，浙江全省90%以上的村庄达到新时代美丽乡村标准；创建
美丽乡村示范县70个、示范乡镇724个、风景线743条、特色精品村2170个、美丽
庭院300多万户，浙江美丽大花园映入眼帘。

4 农村等级公路比例100%

与“千万工程”配套，浙江省还创新实施农村指导员、科技特派员、“四好农村路
”等机制，多层次支持农村加快发展。

浙江“四好农村路”建设全国示范；农村等级公路比例100%，县域内跨乡镇、跨
行政村断头路基本打通；农村电网持续改造升级，供电可靠性达到99.99%，显著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率先基本实现城乡饮水同质，城乡规模化供水覆盖率90%。

浙北水乡、浙中丘陵与浙西南山区各美其美，美丽公路串起“美丽乡村创建先进县
示范县”“整乡整镇美丽乡村”“精品村”“美丽庭院”，“千万工程”引领浙江
美丽乡村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5 农民收入连续38年领跑全国省区

2022年，浙江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7565元，已经连续38年领跑全国省区。
实践证明，浙江农村人居环境的大力整治与持续建设，并不是以牺牲农村产业发展
与农民增收为代价。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顾益康认为，“千万工程”是造福浙江千万农民的
民心工程，给农民带来美丽生态、美丽经济和美好生活。农旅融合、民宿经济、生
态工业……浙江乡村产业百花齐放，整体走在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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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浙江全省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接待游客3.9亿人次、营业总收入469亿元
，从业人员33.4万人。

如今在浙江，美丽乡村成为当地发展的又一张金名片。农民有切身的获得感幸福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也在实践中深入人心。

6 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1.90

统计数据显示，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3年的2.43缩小到2022年的1.90，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的2.45，连续十年呈缩小态势。

田园变公园、村庄变景区、农房变客房、村民变股东、资源变资产……在“千万工
程”引领下，村美人和共富成为浙江乡村发展最动人的形态，这也为浙江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打下了扎实基础。

“千万工程”迄今可划分三个阶段：2003年至2010年示范引领，综合整治村庄环
境，推动乡村更加整洁有序；2011年至2020年深化提升，推动乡村更加美丽宜居
；2021年以来迭代升级，形成“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城乡促融合、全域创和
美”的生动局面。

今年浙江省委一号文件提出，以“千万工程”统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并部署
把提高县城承载能力与深化“千万工程”结合起来，在城乡融合中提升乡村建设水
平。

7 建成农村文化礼堂20511家

截至2022年底，浙江累计建成20511家农村文化礼堂，实现500人以上行政村全覆
盖；建成农家书屋25335个，全省行政村农家书屋全覆盖。

此外，浙江农村建有图书馆102家、文化馆102家、博物馆142家；从省到村的五级
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布局日臻完善，“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15分钟文明实践服
务圈”遍及城乡。

农村环境建设由点及面，乡村振兴发展由表及里。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到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是自然生发、迭代升级的过程。

伴随“千万工程”持续深化，结合广大农民精神生活需要，浙江省2013年启动农村
文化礼堂建设。如今，浙江建设新社区、培育新农民、树立新风尚、构建新体制等
全面推进，乡村人文善治的局面生动呈现、活力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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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农村集体经济年总收入760亿元

截至2022年底，浙江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760亿元，全面消除了集体经济总收
入20万元以下、经营性收入10万元以下的行政村。这组数据从侧面反映出浙江乡村
的组织化、市场化水平。

集体经济实力强，基层领导班子强，是实施“千万工程”的重要保证和前提。二十
年来，以环境建设为载体，浙江农村组织力持续提升，这对于产业发展、基层治理
等都十分关键。

乡村建设迭代升级，浙江省正在大力实施“强村富民”集成改革，助推农村集体经
济改革发展，并将其作为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十大标志性成果之一。

目前，浙江全省村级集体总资产8800亿元、占全国十分之一强，集体经济收入30
万元以上且经营性收入15万元以上行政村占比85%以上，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村
占比51.2%。

9 培育超过4.7万名农创客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目前浙江省已累计培育农创客超4.7万名。农创客是指
大学毕业后投身农业农村创业创新的乡村人才，这一概念由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

在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助推农业高质量
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农创客发挥着生力军作用。

要素跟着市场转。这组数据反映出浙江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基于“千万工程”打
下的基础，发展要素加速流向乡村——2019年浙江省提出实施“两进两回”行动
计划，即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

2021年，浙江省正式启动实施“十万农创客培育工程”，着力留住原乡人、唤回归
乡人、吸引新乡人，乡村振兴的蓬勃局面加速形成。

10 县级以上民主法治村占比90%以上

目前，浙江全省累计建成省级以上民主法治村1643个，县级以上民主法治村占比9
0%以上，17784个村实行“一村一辅警”制度，18886个村建立法律顾问、法律服
务工作室。

“千万工程”持续深化，乡村建设迭代升级。在美丽乡村外在建设、产业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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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伴随老百姓需求不断提升，近几年浙江基层治理领域创新也不断结出硕果。

德润民心引领风尚，浙江有序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创建。“智治”支撑精准有
力，“雪亮工程”精准定位，农村公共区域视频监控覆盖率、联网率分别达到100
%。行政村党务、村务、财务“三务”公开水平达99.8%，村级治理智能化水平稳
步提升。（记者方问禹、黄筱、郑梦雨、许舜达）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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