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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4_A8_E5_9F_8E_E5_c67_471707.htm 眼下，新农村建设正

在各地如火如荼地推进。6月下旬，江苏省建设厅副厅长张泉

在南通参加全省规划全覆盖讲座时特别提醒，新农村建设离

不开科学规划的指导。 节约型集约化是新农村规划的核心 城

乡规划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各地存在的共性问题

。目前，江苏省省辖市规划建设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覆盖率

仅为68.68%，县级规划建设用地覆盖率仅为43.88%。为此，

省委、省政府作出了"三年实现城乡规划全覆盖"的重大决策

，即将城乡规划调控和管治范围从城镇深化到整个城乡空间

，避免在新农村建设中再出现大规模搬迁等社会资源严重浪

费的问题。从全国范围看，江苏又一次走到了前面，这一举

措必将对全省新农村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新农村建设不是造

新农村。就江苏省而言，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有差异，南

北有差异，东西有差异，这都需要分层次、分区域地推进。

当前，城乡规划的核心是空间上集聚发展，方式上节约经营

。比如，南通目前有120多个乡镇，存在很大的缩并空间。通

过撤并、连片等办法，使乡镇的"点"逐步减少，规模逐步加

大。各地在制定城镇规模、村庄发展布局时，应统筹考虑经

济、社会、环境三个效益，使全省新农村建设成为节约型集

约化的典范。 因地制宜，乡土气息扔不得 新农村的本质还是

农村，那种想扔掉乡土气息把农村当作城市做的规划，要么"

国内一流"，要么"五十年不落后"，这种靠拍脑袋、想当然编

制的城乡规划表面上看很时尚，实际上却脱离了乡情民意，



结果必然是劳民伤财行不通。 江苏省各地特色千差万别，既

有江南水乡的婉约，也有苏北平原的豪放。城镇之间，既有

共性特征的存在，也各有差异。体现在制定城乡规划上，就

要求我们因地制宜，千方百计保留这些乡土气息浓郁的地方

特色。 但把因地制宜简单地理解为结合地形是远远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要在发展区位上因地制宜。发达地区有发达地区

的要求，滞后地区有滞后地区的路径，城有城的特色，村有

村的味道。城乡规划全覆盖，首当其冲就是要统筹城乡空间

布局，把城乡空间特色分开，城就是城，乡就是乡。要防止

照搬照抄城市的技术标准和方法去规划村庄，在符合农民生

产和生活要求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农村资源、自然形态特征

、产业特色以及风土人情等多方面的因地制宜，建设既具有

现代气息而又富有浓浓乡土风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拓宽视

野重点解决五大问题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急

不得。但作为指导城乡建设龙头的城乡规划却慢不得，必须

先行一步。当前江苏省城乡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许多新的问

题和矛盾需要以规划全覆盖来解决或避免。 城乡规划全覆盖

面对的是全社会、全空间，必须更新观念，拓宽视野，科学

预测人口流动与布局、产业发展及空间安排、资源需求与配

置、交通组织和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发展趋势，重点解决好

五大问题。首先是交通问题。城市化模式、城市的发展方向

、城市的运行机制都是交通，包括居住环境、产居关系、服

务业布局等等都是交通问题，这同样适用于新农村规划，要

综合理解。其次是居住问题。要按照适度集聚、节约用地、

有利农业生产、方便农民生活的要求，科学确定村庄的数量

、布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集居点的规划建设。第三是产



业问题。要结合发展趋向，给新农村产业理性的空间，包括

布局、规模、结构。第四是空间环境问题。这次城乡规划全

覆盖，不仅要覆盖城镇，还要覆盖到乡村，不仅覆盖建设空

间，还要覆盖保护空间。第五是文化问题。文化并不单纯是

历史文化保护，而要通过规划使整个地区文化精神、文化气

息得到传承、延续和创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