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前　言

前　言

２０１３年，成都市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大部署和国
务院 《关于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批复》的精神，
深入贯彻实施省委 “三大发展战略”、市委 “五大兴市战略”，紧紧围绕打
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的发展定位，深入推进全市统筹城乡改革发展工
作，着力打造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升级版。一年来，成都统筹城乡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取得了新进展。

为反映和总结２０１３年成都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探索和实践成果，四
川大学成都科学发展研究院和中共成都市委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
了 《成都统筹城乡发展年度报告 （２０１３）》。报告汇集了成都市２０１３年统
筹城乡发展的主要改革和实践、专家的研究成果、实践案例及统筹城乡发
展评价监测报告等内容。

报告的编写得到了市级有关部门和区 （市）县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
致谢。由于时间仓促，本报告如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我们将在以后的年度报告编写过程中加以改正。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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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２０１３年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工作情况

２０１３年，成都市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大部署，以及省、市
党代会和省委王东明书记来蓉视察的重要讲话精神，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整个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总要求下去考虑，认真贯彻实施省委 “三大发展战略”、市委 “五大兴市
战略”，紧紧围绕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的发展定位，抓好事关城乡群众福祉的重
点项目、民生工程，积极稳妥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以更宽视野、更高层
面、更大力度深入推进全市统筹城乡改革发展工作，推动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由点到
面、由浅入深，加快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努力形成城乡同发展共繁
荣的新格局。

一、推进城乡规划统筹

（一）优化完善城乡规划体系

进一步修编规划体系，加快构建 “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走廊形”的城镇空
间格局和梯次分明、结构合理、功能互补、衔接配套的市域城镇体系。进一步完善城
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等专项规划。

（二）科学编制新农村建设规划

编制完成 《成都市全域村庄布局总体规划》，研究制定 《成都市城镇及村庄规划
管理技术规定》，对卫星城、区域中心城、特色镇、村庄的规划制定和实施作出具体
要求。同时，进一步健全群众参与新农村规划机制，切实保障群众在新农村综合体选
址、设计和建设中的参与权、监督权。

（三）探索推广新农村建设 “小规模、组团式、生态化”新路子

纠偏过分追求集中度而贪大求高的倾向，按照 “四态合一”理念，推进 “小规
模、组团式、生态化”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在２０１２年启动了８个市级示范点建设的
基础上，２０１３年又启动２０个市级示范点建设，总投资额达到９．３９亿元，打造出郫
县三道堰镇青杠树村新农村综合体、新都区玲珑锦苑新农村综合体、大邑县苏家镇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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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村新农村综合体等一批 “体现田园风貌、体现新村风格、体现现代生活、方便农民
生产”的幸福美丽新村。这一新的理念和措施，得到了中农办、国家发改委领导的高
度评价。截至２０１３年底，２８个示范点累计完成投资１１．１３亿元，项目建设进展顺
利，效果明显。坚持城乡一体规划、一体建设，将近郊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建设有机结
合，启动环城生态区 “六湖八湿地”建设，首期建成的白鹭湾湿地深受各方好评。

二、推进城乡基础设施统筹

（一）更大规模、更高标准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深入推进农村公路联网加密和提档升级，２０１３年新建村组道路２０１５公里，３万
余个村民小组有８５％已通达水泥 （沥青）路；乡镇公交覆盖率达１００％，行政村 （社
区）公交覆盖率达９５％以上。实施城乡居民饮水保障提升工程，推进平原浅丘区自
来水满覆盖、深丘区小型设施供水达安全，建成村镇集中供水工程４５０余处，５６０余
万农村群众喝上安全卫生水，基本解决了我市农村地区饮水安全问题。加快建设乡镇
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实现中心城区、郊区 （市）县城、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全覆
盖。加快农村电网改造、天然气管网建设，已完成农村电网新建 （改造）４６４５公里，

农村居民基本实现安全用电；完成乡镇天然气供气管网建设９９０公里，基本实现天然
气管网和液化石油气供应网络满覆盖。在基本完成 “村村通光纤”的基础上，推进了
光纤向新农村综合体和农村新型社区覆盖。

（二）推动小城镇建设

推动有条件的重点镇向小城市发展，启动３４个重点镇建设，重点镇建设总投资
达７５６亿元，建成区面积达１４７．３平方公里，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的城镇组团已初具
规模。推动有条件的小城镇建成特色镇，全面启动１７４个小城镇改造工作，完成总投
资２０７．３亿元，有力推动了小城镇向产镇一体、产村相融，主导产业支撑有力、生态
文明持续发展、文化特色鲜明、宜居宜业的特色镇过渡发展。开展统筹城乡示范镇综
合改革试点，实施以整镇推进城镇建设、产业发展、农民转移的探索创新，集成推广
改革已有经验，集中试验改革新举措，带动统筹城乡改革发展工作由点到面、由浅入
深。崇州市白头镇、大邑县斜源镇、郫县三道堰镇等首批８个示范镇按照共性改革和
个性改革有机结合，已初步探索形成整镇推进小城镇建设、产业发展、促进农村人口
转移的一些途径和办法。

（三）加快推进生态移民

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运用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思路和办法，突出以人
为本，鼓励和引导 “两龙”（龙门山、龙泉山）地区不适宜居住的 “禁建区”实施生
态移民工程，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强还耕、还林，促进 “两龙”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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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恢复、生态涵养，积极引入社会资金发展现代农业，实现防灾避险、生态保护、

富民安民的综合效益。截至２０１３年底，龙泉驿区已完成６个村、１．９６万人移民进
城，保障了山区群众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幸福，促进了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

（四）集成政策推进 “４·２０”芦山地震灾后重建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关于灾后恢复重建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按照
“将受灾区域建设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示范镇、特色村”的要求，扎实推进住房、基
础设施、产业、文化和生态重建。坚持 “四态合一”的系统规划理念、“小组生”的
选址布局理念和 “产城一体、产村相融”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组织高水平的规划单位
统筹编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坚持把灾后重建与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生态
移民、深化改革相结合，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着力围绕 “茶叶、林竹、蔬菜、水
产”四篇文章，推进产业恢复重建，确保灾区可持续发展。集成灾后重建、“增减挂
钩”等政策，强化资金保障。建立重建议事会，充分发挥灾区群众的主体作用。２０１３
年，全市灾后重建项目开工２１９个，累计完成投资４９．０４亿元。

三、推进城乡产业发展统筹

（一）创新现代农业规模经营机制

按照 “全产业链”思维，打造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规划建设了１０个集中连片
达十万亩规模的粮经产业新村建设成片推进综合示范基地、６个集中连片两万亩以上
规模的产村相融现代农业精品园区和成新蒲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带。探索推广土地股份
合作、家庭适度规模经营、“大园区＋小农场”等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模式，总结推广
“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截至

２０１３年底，全市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达３３６．９万亩，土地规模经营率达５２．８％，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２６．８个百分点。加快构建覆盖主要农业品种的农业保险体系，开
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为全市投保农户提供了２２８亿元风险保障。

（二）推进三次产业互动发展

大力发展 “农工贸旅一体化、产加销服一条龙”的都市现代农业，２０１３年全市
农产品精深加工产值突破８００亿元，绿色有机农业产值达到３５．５亿元，现代种业产
值达到５６．３亿元。大力发展观光农业、休闲农业，２０１３年全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
过８９００万人次，乡村旅游总收入达到１４３．６亿元。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推进都市现
代农业 “一线一品”打造，实现全市都市现代农业 “一线一品”，打造 “一张图”规
划，连线成片地推进。重点打造北新干道、天府大道—东山快速路—双黄路、沙西线

３条示范线并促进其成为全市范例。截至２０１３年底，４４８个 “一线一品”打造重点项
目完成投资１７７．３亿元，３条示范线中心城区段道路改扩建及沿线景观绿化提升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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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风貌整治等工程已基本完成，近远郊段都市现代农业正向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
营、标准化建设迈进，集中连片的农业风光逐步显现，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工作成效明
显。

（三）积极培育农村市场主体

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专业大户、劳务公司等多种形式的新型
市场经济组织。２０１３年，新增市级以上重点企业５７家，累计达到５３５家，全市龙头
企业产值或销售收入突破２０００亿元；新发展农民合作社５６１家，累计达到３５１９家；

家庭农场发展到８３３家；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带动农户面超过８０％。

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统筹

（一）继续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加快健全城乡一体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社会保险体系、住房保障体系、社会救
助体系，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常住人口。加强就业培训、就业援助、就业
服务，２０１３年全市培训农民工１１．８万人，城镇新增就业２０．１３万人，农村富余劳动
力新增转移就业９．２１万人。健全社会保险制度和经办服务体系，进一步加大补贴力
度，优化参保结构，提升参保质量，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超过９７％；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１２５９．２３万人，已超过全市户籍人口数量。同时还构建
起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以帮困助学、助医和建房三大救助为配套的综合型社会救
助体系；以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为主的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
系。

（二）深化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

为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积极投入，强化民生改善与基层治理
创新的互动互促机制，２０１３年调整专项资金最低标准至４０万元／村 （涉农社区），全
市预算下拨村级专项资金１２．４９亿元。进一步明确项目征集、民意征集、议决公示、

组织实施、项目监督、评议整改 “六步工作法”民主程序要求，规范专项资金核定、

拨付、管理和使用。加快推进村级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融资建设项目，新启动村级公
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融资建设项目７３个，融资金额达到１．２亿多元。

（三）全面推行农村小型公共基础设施村民自建改革

为落实农民对农村小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自主权，解决政府项目和农民需
求脱节的问题，同时推动政府部门对农村项目服务方式的转变，解决普遍存在的重建
轻管问题，将各级政府投入农村小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选择权、实施权 （建设、管
护）、评价权交给农民，对全市２００万以下的项目在全市范围全面推行农村小型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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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村民自建。完善民主管理机制，保障项目实施的公开、公正、规范；完善村
民自建工作机制，建立项目整合、主动服务、规范实施的新型管理办法；启动建设村
民自建ＧＩＳ管理系统，形成项目管理支撑平台。２０１３年，全市共实施１５６个村民自
建项目，总投资１．９７亿，涉及７３乡镇２０８村 （社区）。

（四）提升农村公共设施的配置标准

全面完成农村中小学、城乡基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站）、乡镇公立卫
生院和村卫生站、村文化站、基层农业综合服务站的标准化建设，１９个县 （市、区）

全部建有社区服务中心，建成街道 （乡镇）级社区服务中心３４０个，社区管理服务站

３３６４个，老年人、残疾人服务设施２０００多个，基本实现优质教育、社保、卫生、文
化等公共资源城乡满覆盖。在制定了系统、全面、多层次的重点镇、一般镇 “１＋
２８”、“１＋２７”，涉农社区和村 （农民集中居住区）“１＋２３”、“１＋２１”的农村公共设
施配置标准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完善内容、配置标准和指标，并新确定了３８０
个村、涉农社区为全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设施标准化建设达标点位。２０１３年，３８０
个点位已基本达标，完成投资１．６７亿元，龙泉驿区、温江区、双流县等地还因地制
宜增配健康感知仓、居家养老服务站、商业示范街等设施，实现在现有标准基础上
“＋Ｎ”配置，让农民群众享受到了与城市同质化的公共服务。

五、推进城乡社会管理统筹

（一）继续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扎实推进 “深化确权”工作，全市确权颁证工作已基本完成，截至２０１３年底，

累计颁发各类产权证和股权证共计８８３．５４万本；共有３２００１个村民小组达成农村各
类产权 “长久不变”决议。健全农村产权登记管理体系，在区 （市）县、乡镇设立农
村登记管理服务平台，提升农村产权登记管理信息系统，推进农村产权登记管理的常
态化、信息化。完善成都农村产权仲裁院、农村产权维护法律援助中心、农村产权咨
询投诉等机构的职能和责任，农村产权咨询投诉的处理办结率达１００％，农民在产权
纠纷中有法律援助需要的，法律援助率达１００％。及时规范发放耕保基金，全市累计
发放耕保金６１．１亿元。我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荣获第七届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优胜奖。

（二）推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改革试点

着力打开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 “闸门”，进行了一系列引入市场机制的
探索。开展农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改革试点，金堂县竹篙镇农
民引进社会资金共建农产品精深加工园区，实现了集体建设用地开发方式的多样化和
农村产权价值的提升。鼓励农民以产权为纽带组建资产管理公司或土地股份合作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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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开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郫县古城镇指路村农民采取自我融资、自我整理、自我建
设、自我开发、自我收益的 “五自”做法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保障了农民的自主流转
权。加快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成都农交所运行机制，健全市县乡三级农
村产权交易服务体系和一整套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的程序、规则、流程，构建基于电子
商务模式的网络交易服务平台，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截至

２０１３年底，全市通过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实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７５宗，交易
面积１８９７．６６亩，交易金额６．５６亿元；建设用地指标交易７２６宗，交易面积

７００８３．６７亩，交易金额１３７．９２亿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渠道初步建立。

（三）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试点

创新农村金融产品，探索开展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
房屋所有权、林权抵押融资，农村有效抵押担保物进一步扩大，全市农村产权直接抵
押融资余额达５８．９亿元，其中温江红花紫薇花木专业合作社以１２２．５３亩土地的经营
权获得了３年期６２万元的贷款，成为全省首笔土地经营权贷款。完善风险防范机制，

成立农村产权抵押担保公司，建立农村产权担保和保险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农村产权
抵押风险防范基金，进一步完善风险分担机制，消除金融机构参与农村产权融资的顾
虑。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引导和争取商业银行在成都设立村镇银行，鼓励金融机
构向农村延伸网点，培育发展农村新型合作金融服务机构，基本形成覆盖全域的农村
金融服务体系。截至２０１３年底，全市共成立村镇银行１２家，注册资本金合计１１．５
亿元。在二三圈层区 （市）县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３２家，在保余额７２．８８亿元；组
建小额贷款公司４０家，贷款余额５５．１５亿元。

（四）完善新型基层治理机制

健全村组议事会制度，各村 （社区）村民议事会每季度至少召开１次，村级事务
实现应议尽议、规范议决，村民对议事会的知晓率达９８％，对议事会运行情况的满
意度达９６％，民事民议、民定的运行机制基本建立。增强基层干部服务能力，探索
成立成都村政学院，将乡镇、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纳入全市干部培训体系，实现培
训全覆盖。

（五）深入推进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改革

为进一步剥离户籍与公共服务的关系，加快建立户籍、居住一元化管理的体制机
制，加强外来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在全国率先实现同一区 （市）县城乡低保标准统
一，将全市１６０６１２名城乡居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公民信息管理系统 “五大体系”
（公民信息数据采集体系、系统支撑体系、政策法规与标准规范体系、信息安全保障
体系、公民信息应用和服务体系）已正式运行，归集入库数据５１５７万条。将居住证
制度作为户籍管理制度的重要补充，落实外来人口在子女就学、证照申领、医疗卫
生、社会保险、住房保障等方面享有与市民同等的１２项权利，全市办理临时居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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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３万张，居住证１６．４万张。

（六）着力培育新型农民和新市民

促进农民群众在心理上进城，在社区建立 “心理健康服务站”，因势利导开展心
理辅导和文明新风教育，充分发挥基层组织、职能部门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进城
农民在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的心理抚慰。促进农民群众在技能上进城，广泛开展面向
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的就业创业能力，年均培训１０万人次以上。促进农
民群众在文明习惯上进城，充分发挥新市民学校的作用，广泛组织形式多样的群众性
文化活动，开展 “万名志愿者进社区”主题活动，充分利用 “挂包帮”和 “双报到”

活动、道德讲堂、百姓故事会、“太极蓉城”系列健身活动等载体，着力培育现代市
民意识和文明生活习惯，促使他们充分地融入城市、扎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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