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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土地账规范“引”民宿
作为“百千万工程”省级典型村，崖口村

凭借连片稻田风光在农文旅融合方面走出
了自己的路子，每到节假日，村内游人如织，
带动了民宿、餐饮业态的发展。为了进一步
提升业态“含金量”，崖口村两委谋划在村内
三块“建设用地”上建设高端民宿和停车场。

今年初，崖口村党委书记谭锦鹍接到
市自然资源局送来的“崖口村土地利用
图”和一本《实施“百千万”工程助力乡村
振兴用地指南图解》（以下简称《用地指南
图解》）内测版。“拿到图才发现，我们想用
来建设停车场的土地是公用设施用地，只
能建设功能型配套，比如消防、污水处理
之类，想建设高端民宿的土地是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地，只能用于公共服务。”谭
锦鹍只觉得村干部对村内的土地家底了
解得太少了，“也是因为土地性质和各种
政策实在是太复杂了。”

随后，崖口村迅速在自然资源部门的
指导下调整三块地的利用方向，108亩的
公用设施用地，用来建设三条总长度 7.5
公里的农路，用以缓解游客入村与村民

“争道”的压力，同时在农路边设置停车
位。目前项目一期 1.5公里已完工，余下工
程预计下半年完工，届时市民游客进入崖
口村将有多个入口可供选择。

清明刚过，细雨天气未散，站上崖口村
新建的天蓝色观光栈道，新种稻田风光尽收
眼底，底下的玻璃房投用后将会提供轻餐饮
配套。观光栈道用地正是之前被“误谋划”的
公共服务用地的其中一块。不远处的26亩公
共服务用地，崖口村两委则计划用“点状供
地”政策，延续之前的高端民宿谋划。“点状
供地政策去年已经出了，但我们确实是没搞
懂土地这盘账，这次发现这些政策真有用。”
谭锦鹍手握《用地指南图解》，如获至宝。

■“一图一册”激发“一村一策”
在给包括崖口村在内的多个村送《用地

指南图解》内测版并收集意见的同时，市自
然资源局正在同步开展各区域土地利用图
的自动出图技术攻关。即通过梳理涉及乡村
振兴的用地管控政策，整合土地现状、规划
数据和高清卫星遥感数据资源，推出村级自
动出图模块，且达到数据的实时更新。

“我们从去年12月开始组织相关科室
和信息中心联合开发，今年一月找部分镇
街和村进行内测，3月初正式上线，并推出
用地指南图解正式版。”市自然资源局国

土空间管制科副科长罗竞哲解释，“一图
一册”配合使用，“图”管地类性质，“册”管
哪种性质的土地应该怎样利用，各有哪些
政策可以用。目前该局为第一批“百千万
工程”省市级典型村提供了线下“送图入
村”服务，因为数据不断动态更新，其他村
则可以向属地自然资源部门或就近办事
点申请出图，“自动出图功能上线到现在，
已经有很多镇街全镇申请了出图，也有不
少以村为单位申请的。”

谭锦鹍随时摆放在办公桌上的《南朗
街道崖口村土地利用图》，在后来的自动
出图功能正式上线后已统一名称为各村

“国土空间管制规则分区示意图”，叠加了
土地现状数据和规划数据，清晰对应了全
域每一块土地的地类性质。

记者翻看《用地指南图解》，发现复杂
的政策被提炼为要点概括、产业黑白名
单、用地管制规则、用地手续流程及用地
政策名词解释五部分，并且使用了大量的
图表抓取重点。“比如这个‘进出平衡’政
策，就很清楚地解释了，耕地在什么情况
下可以动。‘点状供地’政策，就是那个帮

我们解决了高端民宿落地的政策，一看就
能明白申请门槛和流程。”谭锦鹍说。

中山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技术人
员杨钰梅眼下正在为南朗街道白企村、冲
口村和左步村编制村庄规划。以往服务乡
村时，如果需要对空间管制分区进行分
析，她要向自然资源部门申请相关土地数
据，然后再通过一套复杂的分析规则制
图，前后可能需要花 10天的时间。现在直
接到镇村自然资源部门或办事点申请，则

“立等可取”，并且数据都是最新的。“村里
也很需要这种资料，用来制定发展计划和
向村民解释，以往都是委托我们来制作，
现在也可以直接申请出图。”杨钰梅说。

罗竞哲解释，乡村振兴始终还是要让村
两委能看懂政策，明确知晓各种用地政策在
本村如何落图，进而结合本村需求和农业农
村发展规律，谋划一村一策。“一句话概括，
村里用好土地的路径就是先获取本村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分区示意图，然后对照产业黑
白名单和空间管制规则展开谋划，接着市镇
村三级联动、明确方案可行性，依法办理相
关手续后，开展利用和建设。”

我市专为村干部编写的土地利用图册上线，帮助科学制定村庄发展路线
眼下，中山“百千万工程”正如火

如荼推进中。不少村庄的干部谋划发

展时，遇到的第一个“拦路虎”便是复

杂的土地政策，看不懂、不会用。

最近，这个难题正在被化解。市

自然资源局通过“数智”技术，将专业

的土地空间信息制成村级用户“立等

可取”的分区示意图，实现“送图入

村”。加上同步发送的用地指南图解，

“一图一册”配合使用，村干部可以快

速掌握本村土地家底，结合实际需

求，科学组织村庄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李红 通讯员 陈健儿

在“一图一策”的指导下，崖口村新建了观光栈道。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农业专家现场指导桑树种植
一边是悠悠海岸线，一边是连片的鱼

塘，中间被狭长的崖口海堤划开。上午 10
点，大家一到崖口海堤旁的鱼塘植树地
点，就立马拿起铁锹，填土夯苗，进入紧张
有序的植树活动中。

“这里土不够，需要再添加一点。”站
在田埂上，来自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教授唐翠明正指导

大家种植。她皮肤黝黑、一头干净利落短
发，戴着一个细框眼镜，在田埂上走走停
停，看到需要修剪枝丫的地方，便随手从
口袋中拿出剪刀修剪，“这里靠近海边，风
大，要给桑树多培土，并且适当修剪侧枝，
才能提高桑树的存活率。”

唐翠明介绍，市面上桑树品种有上百
个，他们团队经过前期实地走访取样研
究，选取了当前市面上最流行且适合中山

种植的长果桑和粤椹大10号两个品种。其
中，粤椹大10号的产量大，果实无籽，甘甜
多汁，是全国推广种植面积最大的果桑品
种，能最大程度上帮助农户提高经济效
益。此外，桑树发达的根系，也能帮助农户
进一步巩固塘基。

桑树苗填土、浇水完毕，崭新的绿叶
成为鱼塘上别样的风景线。南朗街道农业
服务中心负责人简桂宏介绍，此次连片种
植桑树的鱼塘水面面积达到1200亩，分为
15条塘基，每棵桑树苗之间间隔 3.5米左
右，计划种植桑树 1500多棵，是整个崖口
村桑树种植面积最大最集中的桑基鱼塘。

■桑基鱼塘为农文旅融合发展蓄势赋能
崖口村是“百千万工程”省级典型村。

前几年，崖口村挖掘整合海堤、美食和历
史人文等资源，精心打造以稻田观光、农
耕体验、休闲民宿、海堤风光为主题的休
闲旅游项目，带动了村民致富增收。数据
显示，由于新业态的持续引进，崖口村的

“过夜”游客不断增多，2023年游客量同比

增长约 25%，形成了集体努力、村民支持、
游客近悦远来的良性循环。

“种植桑树发展桑基鱼塘，能让崖口村
的农文旅发展更加多元化，为崖口农文旅
发展再添‘一把火’。”崖口村党委书记谭锦
鹍透露，此次种植桑树，养殖户都非常支
持，不仅自愿拿出田埂种植，且还负责后续
管理。他说，以往崖口的农耕体验主要以稻
田为主，现在有了桑树，农户不仅可以采摘
售卖桑叶，还能供游客休闲采摘或者直接
在河堤设点售卖桑果，对于养殖户而言，桑
基鱼塘让他们实现了一池多收。

和煦的阳光穿过云层，拂过田野间的
点点翠绿，星星点点的白鹭点缀其中，一幅
乡村绿美画卷徐徐展开。“重现桑基鱼塘风
貌，是践行绿美中山生态建设、深入实施

‘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也为后续全市
农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张严发介
绍，目前中山切实念好“强、美、治”三字经，
将以点带面持续推进“万棵桑树进田园”的
植树活动，进一步绿化美化乡村人居环境，
擦亮中山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中山结合“万棵桑树进田园”植树活动，拟在崖口村打造连片超千亩桑基鱼塘

重现“桑基鱼塘”美景 为农文旅发展赋能
一片片鱼塘、一畦畦桑树，是珠三角农户独特的水乡记忆。

如今，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推进绿美中山生态建设，中山正持续

开展“万棵桑树进田园”植树活动，重现珠三角传统“桑基鱼塘”美景。4月11
日上午，南朗街道崖口村海堤旁鱼塘边，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南朗街道的党

员干部、志愿者种下一批桑树，再次为绿美中山增绿。中山市农业农村局渔

业管理科副科长张严发介绍，崖口村在全市有着良好的农文旅基础，今年结

合“万棵桑树进田园”植树活动，计划在崖口村打造连片超千亩的桑基鱼塘，

为中山农文旅发展蓄势赋能。

本报记者 陈雪琴

“一图一册”送入村“土地家底”弄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