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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委办发〔2020〕3号

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温州市美丽城镇建设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人民政府，市直属各单位：

《温州市美丽城镇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已经市委、市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温州市委办公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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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美丽城镇建设行动实施方案

为高质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改善城镇生产生活生态环境，

加快美丽温州建设，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高水平推进美丽城镇建设的意见》（浙委办发

〔2019〕52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主要目标

以全市所有建制镇（不含城关镇）、乡、独立于城区的街道

及若干规模较大的片区为主要对象，以建成区为重点，兼顾辖区

全域，统筹推进城、镇、村三级联动发展、一二三产深度融合、

政府社会群众三方共建共治共享，推进全市 137个小城镇建设美

丽城镇。各县（市、区）其他街道、城关镇、工作片区参照美丽

城镇要求，作为市级任务加快推进。

到 2020年，在小城镇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10个左右小城镇率先建成美丽城镇样板。到 2022年，30个左右

小城镇建成美丽城镇样板，其他小城镇达到以“十个一”为标志

的美丽城镇基本要求，初步构建以小城镇政府驻地为中心，宜居

宜业、便捷舒适的镇村生活圈，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

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

关系。到 2035年，美丽城镇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市小城镇全面高质量建成美丽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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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任务

（一）实施设施提升行动，实现功能便民环境美

1．深化环境综合整治。持续开展环境卫生、城镇秩序和乡

容镇貌整治，重点抓好卫生乡镇及“道乱占”“车乱开”“线乱拉”

“低散乱”等专项治理，巩固环境整治成果。推进“三改一拆”

行动，打造“无违建乡镇”。（市美丽城镇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各县〈市、区〉政府、省级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以下责任单位均

包含，不再列出）

2．建设全域美丽载体。积极打造美丽民居、美丽庭院、美

丽街区、美丽社区、美丽厂区、美丽河湖和美丽田园，鼓励建设

园林城镇、森林城镇、森林乡村。推进城乡绿道串联成网，建设

公共绿地、滨水景观，打造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优美环境。开

展“一村万树”行动，提倡采用乡土树种。（市生态环境局、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住建局）

3．畅通城镇对外交通。加快构建高速公路网络，实现市区

到中心镇 1小时、中心镇半小时内通达最近高速公路互通口的目

标。加快建设“八纵六横”国省道干线公路骨架网，大力推进国

省道“提标、提速、提质”。加快建设改造“四好农村路”和美

丽公路。（市交通运输局）

4．优化城镇内部交通。倡导 TOD模式，推进各类交通方式

“零换乘”接驳。加快构建城市轨道交通“S+M”网。优化城镇

路网结构、交通组织，协调推进主次干路和支路建设，合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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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停车泊位。完善近距离慢行交通网，合理设置公交线路与站

点，建设智能交通系统，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因地制宜发展水

运交通，合理谋划水上游船航线。（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

5．完善市政设施网络。加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推进市政

综合管线建设，开展综合管廊试点建设。全面提升城镇供水水质，

保障供水安全。因地制宜推进城乡生活污水治理，加快建制镇雨

污分流改造，推进“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完善城镇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体系，加快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置系统建设。倡导

“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和技术应用。推进城镇公厕、农村厕所、

旅游厕所高标准建设管理。加强消防、防洪排涝与应急避灾设施

建设，提升综合防灾能力。（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6．提升城镇信息网络。加快网络设施数字化迭代，提高 5G

网络城镇覆盖率。加强城镇管理数字化平台建设，推进“城市大

脑”向小城镇延伸，加强信息技术在交通、市政、政务、医疗、

教育等领域的实践应用。提高 4K/8K 超高清承载能力，推广智

慧广电建设。推进“雪亮工程”建设，加快形成城乡一体的公共

安全视频监控网络。推进平安乡村、智安小区、智安单位、智安

学校等建设，开展居住出租房屋“旅馆式”管理。（市委政法委、

市经信局、市公安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市通信发展办）

（二）实施服务提升行动，实现共享乐民生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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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提升住房建设水平。开展镇中村、镇郊村改造，实现整

村连片成网改造。城镇建成区严格控制新建单家独户的农民自建

房，提倡多层公寓。加快构建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

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租购双渠道解决住房问题的供应模式。

加强农房设计和建设管理，推进“坡地村镇”建设，打造各具特

色、别样韵味的“浙派民居”。加强建筑科技创新与应用，大力

发展装配式建筑和绿色建筑。（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8．优化商贸服务功能。完善商贸综合设施，传承创新老字

号，培育发展新零售，打造商贸特色街，积极开展放心消费示范

单位建设。培育和引进便利店或连锁超市，因地制宜建设具备复

合功能的综合市场、商贸综合体。加大星级农贸市场和放心农贸

市场建设力度，实现建成区星级农贸市场全覆盖，提升发展专业

市场。（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

9．加强文体设施建设。完善文体娱乐休闲设施，全面落实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推进公共文体设施免费向公众开放，组

织开展以社区为单元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依托地方特色优势，打

造体育服务综合体、文化创意街区、主题化 A级景区村。（市委

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体育局、市教育局）

10．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全面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以强化

急救、全科、儿科、康复和中医药服务等为重点，推进乡镇卫生

院标准化建设，实现基本医疗服务能力达标升级。开展 3岁以下

婴幼儿托育试点服务。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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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农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全覆盖。

推进健康乡镇建设。（市卫生健康委、市医疗保障局）

11．促进教育优质发展。全面推进农村学校与城区学校组建

城乡教育共同体，实施初中全面提升行动计划，持续实施中小学

新改扩建工程。推进“互联网+义务教育”结对帮扶，促进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快构建城乡全覆盖、质量有保证的农村学

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公办幼儿园的辐射带动作用，引

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高办园质量。全面实施温州教育信息化

“151”工程，大力发展城乡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倡导终身学

习新风尚。（市教育局）

12．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加快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展智慧

养老服务，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能力，鼓励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服

务。推进医养结合、康养服务，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鼓

励家政、护理等机构进社区。发展面向城市的旅居养老服务。（市

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委）

（三）实施产业提升行动，实现兴业富民产业美

13．整治提升“低散乱”。依法依规全面整治以“四无”为

重点的“低散乱”企业（作坊），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强化市场

倒逼，引导农村地区的企业或作坊区域集聚化、生产清洁化、管

理规范化。（市经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农业农村局、

市市场监管局）

14．提升产业发展平台。统筹城乡产业布局，推进乡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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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形成产业链分工协作、生活性与生

产性服务业配套的产业集聚区。扎实推进小城市培育试点，高质

量建设特色小镇。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完善激励与倒逼机

制。建设提升小微园，引导特色企业入园集聚，打造集群化和规

模化产业发展平台。推进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培育引进文化企业

发展创意创新。推进农业产业平台建设，深入实施农业品牌“111”

培育计划，全力构建“三位一体”品牌体系。（市发展改革委、

市经信局、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农业农村局）

15．培育发展新型产业。强化产镇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多元

融合主体，发展多类型融合业态，推动镇村联动发展。加快传统

产业提质增效与创新发展，积极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绿

色产业。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提高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大力发

展信息服务、研发设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构建现

代物流体系。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乡贤回归创业。（市发展改革

委、市经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投资促进局）

（四）实施品质提升行动，实现魅力亲民人文美

16．彰显地域人文特色。深入挖掘瓯越文化浓厚底蕴，大力

弘扬特色文化精神。强化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与科学利用，保

护古遗址，整饬老街区，修缮老建筑，改造老厂房，利用一批传

统村落，培育一批乡土工匠。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

一批非遗体验项目，推进地名文化保护，展示人文内涵。组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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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影响力的“温州故事”，展现独具魅力的温州新形象。（市委

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民政局、市住建局）

17．加强景观风貌管控。保护小城镇空间格局、传统风貌、

街巷系统和空间尺度，注重整体风貌设计，坚持山、水、城、人

有机融合，加强建筑方案论证审查，建设一批富含时代气息兼具

地域特色的建筑精品，塑造具有传统风韵、人文风采、时代风尚

的特色风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建局）

18．推进城镇有机更新。开展城镇功能修补与生态修复，促

进空间重构、产业重整、环境重生，全面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大

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完善配套设施，积极发展现代生活服务业。

引导建设功能复合、便民惠民的邻里中心，加快构建舒适便捷、

全域覆盖、层级叠加的镇村生活圈体系。推进未来社区试点建设。

有序实施城镇道路综合整治行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

建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19．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加快推进瓯江山水诗路黄金旅游带

建设，打响“诗画山水·温润之州”旅游品牌。推动旅游配套服

务体系建设，完善旅游标识系统，提高智慧化程度。推动宾馆酒

店提档升级，培育一批特色鲜明、丰富多元的农家乐精品。注重

镇景融合，积极打造景区镇。以“两带”建设为抓手，加快重大

产业项目建设，积极培育打造旅游风情小镇。（市委宣传部、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农业农村局）

（五）实施治理提升行动，实现善治为民治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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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以环境卫生、城镇秩序、乡容镇貌

管控为重点，制定实施小城镇环境和风貌长效管控标准。加强县

（市）域统筹，建立健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机制。

（市美丽城镇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21．全面提升公民素养。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

建立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培育

志愿服务组织和项目，开展理论宣讲进农家、核心价值普及、优

秀文化滋养、移风易俗、邻里守望帮扶等五大行动。推进文明乡

镇建设，不断提升公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市委宣传部、

市民政局、市精神文明指导中心）

22．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

入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加强城乡社区治理，

以党建为引领推动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发展，构建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辖区全程代

办服务全覆盖。深化“基层治理四平台”建设，依托“六清单一

流程一平台”，加快全科网格建设，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市委政法委、市委改革办、市委编办、市民政

局、市司法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美丽城镇建设领导小组统筹组织和

协调推进美丽城镇建设工作，研究解决全市美丽城镇建设重大问

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实行集中办公，负责具体工作。领导小组各



- 10 -

成员单位要明确职责，密切配合。各县（市、区）政府、省级产

业集聚区管委会是美丽城镇建设的责任主体，要加强统筹协调、

政策供给和宣传发动。各乡镇（街道）、工作片区是美丽城镇建

设的实施主体，要落实责任，抓好实施。

（二）加强技术支撑。加快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理清小城镇

在城镇体系中的功能、地位与作用，推进重要街区、重要地段和

重点节点城市设计全覆盖。组织专家团队和专业技术人员开展技

术帮扶，以县为单位推行美丽城镇建设首席设计师制度。

（三）加强要素保障。各责任主体要把美丽城镇建设资金纳

入同级财政预算。依法创新投融资机制和美丽城镇金融服务，积

极引导、吸纳社会资本参与美丽城镇建设。市级财政对建成省级

样板的乡镇（街道）、工作片区给予适当资金支持，奖补办法另行

制定。建立美丽城镇建设项目库，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积极

争取省里年度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优先保障美丽城镇建设用地。

（四）加强督查指导。重点培育美丽城镇样板，积极发挥典

型示范带动作用。建立美丽城镇建设考核评价机制，对工作突出

的县（市、区）、乡镇（街道）、工作片区予以适当方式激励。加

强部门指导服务工作联系机制，帮助解决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

题。强化舆论宣传，积极发动群众参与美丽城镇建设，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

附件：1．温州市美丽城镇建设行动名单

2．温州市美丽城镇三年样板培育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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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温州市美丽城镇建设行动名单

共 137个，其中建制镇 88个（不含城关镇），乡 26个，独

立于城区的街道 20个，规模较大的工作片区 3个。

鹿城区（3个）：七都街道、藤桥镇、山福镇

龙湾区（1个）：瑶溪街道

瓯海区（2个）：丽岙街道、泽雅镇

洞头区（5个）：东屏街道、元觉街道、霓屿街道、大门镇、

鹿西乡

瓯江口产业集聚区（1个）：灵昆街道

浙南产业集聚区（2个）：海城街道、星海街道

乐清市（22个）：盐盆街道、翁垟街道、白石街道、石帆街

道、天成街道、雁荡镇、柳市镇、北白象镇、虹桥镇、淡溪镇、

清江镇、芙蓉镇、大荆镇、仙溪镇、磐石镇、蒲岐镇、南岳镇、

南塘镇、湖雾镇、岭底乡、智仁乡、龙西乡

瑞安市（17个）：汀田街道、南滨街道、飞云街道、仙降街

道、潘岱街道、云周街道、塘下镇、陶山镇、湖岭镇、马屿镇、

高楼镇、桐浦镇、曹村镇、林川镇、平阳坑镇、北麂乡、芳庄乡

永嘉县（15个）：桥头镇、大若岩镇、枫林镇、桥下镇、碧

莲镇、巽宅镇、岩头镇、岩坦镇、沙头镇、鹤盛镇、金溪镇、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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岙乡、云岭乡、溪下乡、界坑乡

文成县（16个）：百丈漈镇、二源镇、巨屿镇、珊溪镇、玉

壶镇、南田镇、黄坦镇、西坑畲族镇、峃口镇、周壤镇、铜铃山

镇、桂山乡、双桂乡、平和乡、公阳乡、周山畲族乡

平阳县（15个）：鳌江镇、水头镇、萧江镇、海西镇、腾蛟

镇、南麂镇、山门镇、顺溪镇、南雁镇、麻步镇、凤卧镇、万全

镇、怀溪镇、青街畲族乡、闹村乡

泰顺县（18个）：百丈镇、司前畲族镇、筱村镇、泗溪镇、

彭溪镇、雅阳镇、仕阳镇、三魁镇、南浦溪镇、龟湖镇、西旸镇、

东溪乡、凤垟乡、柳峰乡、竹里畲族乡、雪溪乡、大安乡、包垟

乡

苍南县（17个）：宜山镇、大渔镇、炎亭镇、望里镇、莒溪

镇、南宋镇、霞关镇、沿浦镇、藻溪镇、金乡镇、钱库镇、马站

镇、矾山镇、桥墩镇、赤溪镇、凤阳畲族乡、岱岭畲族乡

龙港市（3个）：沿江片区、湖前片区、龙江片区

未列入本行动名单的各县（市、区）其他街道、城关镇、工

作片区，参照本《实施方案》的任务和要求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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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温州市美丽城镇三年样板培育名单

共 65个，其中鹿城区 3个，瓯海区 1个，洞头区 4个，乐

清市 9个，瑞安市 9个，永嘉县 6个，文成县 6个，平阳县 7个，

泰顺县 9个，苍南县 8个，龙港市 3个。

一、2020年美丽城镇培育名单（共 18个）

瓯海区：泽雅镇

洞头区：东屏街道

乐清市：柳市镇、北白象镇、虹桥镇

瑞安市：曹村镇、塘下镇

永嘉县：桥下镇、巽宅镇

文成县：百丈漈镇、玉壶镇

平阳县：鳌江镇

泰顺县：司前畲族镇、雅阳镇、雪溪乡

苍南县：霞关镇、藻溪镇、矾山镇

二、2021年美丽城镇培育名单（共 22个）

鹿城区：七都街道、藤桥镇、山福镇

洞头区：鹿西乡

乐清市：雁荡镇、芙蓉镇

瑞安市：马屿镇、平阳坑镇、北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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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县：桥头镇、岩头镇

文成县：铜铃山镇、西坑畲族镇

平阳县：水头镇、万全镇

泰顺县：百丈镇、筱村镇、三魁镇

苍南县：莒溪镇、桥墩镇

龙港市：沿江片区、湖前片区

三、2022年美丽城镇培育名单（共 25个）

洞头区：元觉街道、大门镇

乐清市：大荆镇、仙溪镇、蒲岐镇、南塘镇

瑞安市：陶山镇、高楼镇、桐浦镇、林川镇

永嘉县：岩坦镇、鹤盛镇

文成县：珊溪镇、南田镇

平阳县：萧江镇、腾蛟镇、山门镇、顺溪镇

泰顺县：泗溪镇、彭溪镇、仕阳镇

苍南县：大渔镇、钱库镇、马站镇

龙港市：龙江片区

中共温州市委办公室 2020年 1月 2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