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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孝感市孝南区朱湖办事处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

2020年度咸宁市咸安区向阳湖奶牛良种场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

2022年度当阳市玉泉街道办事处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

2020年度应城市杨河镇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

2022年度公安县麻豪口镇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

2020年度保康县马桥镇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

2020年度鄂城市鄂城区汀祖镇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

2022年度仙桃市郭河镇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

2022年度安陆市木梓乡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

2020年度宣恩县椒园镇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

2024年湖北省全域国土综合整治优秀范例

“规建管”融合机制。将全域国土综合整治作为
落实空间规划、优化空间布局的重要抓手，发现空间
矛盾，识别空间风险，解决空间问题，提升空间价值，
转动空间“魔方”，以空间布局的有序促进发展的有
序。在项目建设中探索设置5-10年运营期，推进
投、融、建、管、运全生命周期运行，提高项目规划、建
设、管理融合水平。

“政银企”合作机制。省自然资源厅携手省农发
行、省农发集团等金融机构和省属平台公司，构建

“政府把方向、银行保资金、企业管建设”的合作机
制，多元化筹措资金。今年，又推动成立全域国土综
合整治产业联盟，汇聚技术、产业、资金、人才等资源
要素服务项目建设。全省累计引进社会资本168亿
元，全国首笔国开行全域国土综合整治融资贷款落
户湖北仙桃。省农发行已授信近200亿元，实际发
放贷款120亿元。

“全链条”管理机制。先后出台项目规划、设
计、实施、验收、绩效评价、资金奖补、风险防控、

景观营造等系列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建好制度
标准护栏。《湖北省农村地区全域国土综合整治
规划设计导则》，成为全国首个发布的地方行业
标准。

“产学研”协作机制。依托自然资源部在我省设
立的“江汉平原一体化国土整治修复科研工作站”，
实施“部+省+科研院所+市州局”一体化产学研模
式。开展联学联建，扩大朋友圈，先后4次在全国会
议上典型交流，推广湖北经验和品牌。

全域整治惠荆楚全域整治惠荆楚 一子落下满盘活一子落下满盘活

近期，经省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实地考察和
综合考评，评选出湖北省全域国土综合整治十大优秀范例，其中孝南朱
湖、应城杨河、宣恩椒园三个项目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优秀范例涵盖平
原、丘陵、山区等地貌类型，覆盖小流域治理型、生态修复型、耕地保护
型、城乡融合型、共同缔造型等多种整治类型，均结合本地实际需求，立
足资源禀赋，在服务乡村振兴、耕地保护、产业发展、空间治理、重点项目
落地等方面，探索了一系列特色鲜明、成效显著、可复制、可借鉴的成功
模式和先进典型。

我省2020年正式启动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试点，按照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的理念，综合运用占补平衡、增减挂钩、空间优化等政策工
具，统筹实施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生态保护修复、历史文化保护
等工作，着力解决农村地区耕地碎片化、空间布局无序化、资源利用低效
化、生态质量退化等问题。截至目前，全省共实施107个全域国土综合
整治项目，总规模537万亩，位居全国第二，已实际投资223亿余元，建
成一批示范项目，形成了“政银企”合作、乡村振兴、小流域治理、共同缔
造、产业联盟等湖北特色亮点。

一是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理念，推进小流域治理，守护绿水
青山。孝感市孝南区朱湖项目围绕朱湖国家湿地公园，加强全过程保护
修复和适宜利用，打造2000亩湿地大湖、1200亩多功能圩田、2800亩生
态旅游观光景区，湿地流域水质从劣Ⅴ类提升至Ⅲ类。咸宁市咸安区向
阳湖项目通过小流域综合治理，疏浚河道15公里，完成800亩退渔还湖、
两湖连通工程，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环境整治目标。

二是坚持耕地“三位一体”保护，建设千亩方万亩方工程，助力农业
现代化。应城市杨河项目，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通过实施小田并大田工程，建成1.5万亩“万亩方”和5000亩“千亩方”的
高标准农田，成为全省首个通过省级绩效评价的项目。当阳市玉泉项
目，统筹旱改水工程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建成1个万亩丰产带、2个
千亩示范片、3个百亩高产方，累计减少5亩以下零星耕地200多块。

三是优化资源配置，保障产业用地需求，促进三产融合。鄂州市鄂
城区汀祖项目通过矿山生态复垦，产生增减挂钩指标1700余亩，建设

“十里画廊”旅游示范带，建成岳石洪村休闲旅游示范村，在保障项目区
二三产业发展用地需求的同时，为县域经济发展腾出空间。咸宁市咸安
区向阳湖项目，通过实施增减挂钩工程，腾挪约100亩建设用地指标，建
成4.3万平方米农产品加工场用于粮食储存和加工，建设“向阳湖五七干
校”文旅基地，传承和发扬厚重历史文化底蕴。宣恩县椒园镇项目通过
整治800多户农村废弃宅基地，盘活建设用地空间，保障三产融合用地
需求，推动乡村旅游，带动发展民宿48家，农家乐32家，实现整治服务产
业，产业反哺整治的双向奔赴。

四是践行“五共”理念，推进共同缔造，探索乡村治理新格局。当阳
市玉泉项目按照“扩宽一条路、整治一条河、美丽一条塆”的总体目标，发
动党员群众共同参与，从房前屋后的实事、小事做起，推动山边、路边、塆
边、水边环境整治及小菜园、小花园、小果园、小游园等“四边四园”建设
行动，努力构建“房前花果香、屋后树隐房”的美好环境。安陆市木梓项
目践行“五共”理念，对老旧村湾进行拆除，对保留村湾和新建安置区进
行环境美化亮化，实现了村湾看不到乱倒垃圾、污水、农业废弃物等“脏、
乱、差”现象，塘坝沟渠修葺一新，初步建成环境优美的和美乡村。

五是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服务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公安县麻
豪口项目，实施“小田并大田”和“一户一田”工程，整治标准化格田
14000亩，扩大稻虾产业面积5215亩，打造虾稻规模化种养产业，壮大
村集体实力，促进农户增收致富。仙桃市郭河项目以农地整治为重点，
打造集中连片、整齐划一、设施配套的近4000亩高标准农田，引入中磐
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对高标准农田进行统一经营，形成“公司+农户+服
务”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运营模式，实现集体、农民、公司多赢。保康县
马桥项目通过实施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整治，将高山露天废弃矿山整治为
高山休闲观光综合场、将废弃矿洞整治为大型地下恒温食用菌培育基
地，推动矿区变景区、资源变资产、村民变股民。

坚持“四个率先”高位谋篇起势

2018年我省率先在嘉鱼、公安、仙桃和天
门探索从单一要素的农田整治到山水林田湖
草多要素综合整治，2019年率先出台推进全
域国土综合整治的意见，成为继浙江之后全国
第二个由省政府发文部署的省份，2021年率
先编制全域国土综合整治专项规划、搭建“政

银企”合作平台，2022年率先开展工业园区和
流域单元国土综合整治试点。

全省107个项目串连成珠、起势成势，建
设总规模537万亩，已完成投资223亿元，项
目数量、整治面积、投资额度全国靠前，一批项
目取得积极成效。

聚焦耕地保护，守牢粮食安全。耕地是粮
食生产的命根子，牢记“国之大者”，重点在江
汉平原开展“千亩方、万亩方”耕地集中连片整
治，守护湖北黑土地。推动林耕置换试点，优
化耕地布局。全省累计整治农用地242万亩，
新增耕地13.8万亩，减少碎片化耕地11.2万
亩，提高粮食产能2.8亿斤，牢牢守住耕地和
永久基本农田底线。

聚焦流域治理，擦亮生态底色。水是湖北
最大特色，探索以水为脉，以小流域为整治单
元，推动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治理，形
成“全域+流域”的整治模式。累计在19个三、
四级小流域开展国土综合整治，修复水系
1300多公里，修复生态面积24万多亩。

聚焦产业振兴，激活乡土价值。产业是乡
村振兴的核心，统筹做好农村“人、地、钱、产”

四篇文章，深入挖掘乡村生态价值、生产价值、
生活价值、文化价值，强化产业导入，盘活闲置
土地，改善人居环境，保护历史文脉，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服务项目落地。全省累计整
治389个乡村，减少建设用地4.6万亩，引进
287个新产业、新业态，唤回乡村的诗意与富
足，缔造“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
美丽家园。

聚焦共同缔造，强化基层治理。坚持规
划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
共享，探索在36个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中
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试点，采
取“项目补一点、政府筹一点、能人捐一点”的
方式筹措资金近1.2亿元，解决群众房前屋
后、急难愁盼小事实事，实现政府和群众双向
奔赴。

突出“四个聚焦”打造荆楚品牌

构建“四个机制”保障行稳致远

近日，自然资源部
在重庆召开全国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经验交流
会，湖北省自然资源厅
相关负责人在会上发
言，分享了全域国土综
合整治湖北经验。

湖北是中部崛起的
重要战略支点，在自然
资源部和省委省政府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下，湖北省自然资源厅
因势而谋、顺势而动，深
入贯彻生态文明建设和
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全
方位推动全域国土综合
整治。

咸宁市咸安区向阳湖农场全域国咸宁市咸安区向阳湖农场全域国
土整治后喜获丰收土整治后喜获丰收。。

全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湖北省自然资源厅代表发言。

鄂州汀祖镇国土综合整治后，矿区变景区。

保康县马桥镇冷水稻丰收。

孝感市孝南区朱湖办事处全域国土综合整治整出大田好种粮孝感市孝南区朱湖办事处全域国土综合整治整出大田好种粮。。 撰文：连子康 叶峻岭
策划：湖北省自然资源厅 省国土整治中心

湖北评出全域国土
综合整治十大优秀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