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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府〔2024〕64号
—————— ————————————————————————

2024-2025

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根据《关于印发<浦东新区全域和美乡村建设实施方案

（2024-2028年）>的通知》（浦委农办〔2024〕2号）文件精神，

我镇统筹谋划“示范村、精品村、美丽村”，制定完成了符合本镇

实际的全域和美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同时完成了 2024-2025年度双

店、徐庙村等 4个村的和美乡村建设项目计划编制工作。我镇对

建设方案和项目计划的真实性、可行性、有效性等进行了初审工

作，经讨论同意申报。

惠南镇 2024-2025年度示范村建设为四墩村、六灶湾村；精品

村建设为双店村、同治村（建设项目清单详见附件）；美丽村建

设为徐庙村、黄路村（建设项目清单详见附件），将按照计划节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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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有序有力有效推进建设任务。在项目竣工后将及时组织完成

镇级验收，并组织开展审价审计工作。

特此请示。

附件：1.惠南镇全域和美乡村建设实施方案

2.双店村关于 2024-2025年和美乡村建设项目的申请报告

3.同治村关于 2024-2025年和美乡村建设项目的申请报告

4.徐庙村关于 2024-2025年和美乡村建设项目的申请报告

5.黄路村关于 2024-2025年和美乡村建设项目的申请报告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人民政府

2024年 11月 20日

惠南镇人民政府党政办公室 2024年 12月 19日印发



3

附件 1：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和区委五届四次全

会关于加快构建浦东“精品城区、现代城镇、美丽乡村”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现代化城区新格局工作要求，及《浦东新区全域和美乡

村建设实施方案（2024-2028）》，结合惠南实际，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基本情况

惠南镇位于浦东新区中部，全域面积 65.78平方公里，东邻老

港镇，南接大团镇、万祥镇、书院镇，西倚宣桥镇，北临祝桥镇。

惠南镇下辖 26个行政村，其中城镇开发边界（35.58平方公里）内

有 10个村，开发边界外乡村郊野区域（30.2平方公里）有海沈、桥

北等 16个村，郊野区域围绕城镇边界，自然形成乡村圈层。

根据上海 2035总规，惠南镇是浦东远郊地区重要的新市镇中

心，便利的交通区位给乡村振兴带来发展优势，同时惠南也是浦东

生态廊道建设的攻坚区，北横河、泐马河、大治河生态走廊环抱惠

南。

二、基础条件

全镇现状林地面积 708.54公顷，占镇域面积 10.8%，重点分布

在塘路村、长江村、大治河和泐马河沿线两侧，在其他村落也有零

散分布，主要在镇域东侧。

惠南镇现状耕地面积 1489.12公顷，占镇域面积 22.6%，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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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连片耕地分布于镇域东南部和西北部，相对集中连片，其中水稻

田更多分布于远东、海沈、桥北、同治和双店村。

镇内河网众多，水线纵横交叉，纵向主要有浦东运河、泐马河，

横向主要有大治河、中港河、惠新港，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966.55

公顷，占整个镇域面积 14.7%。

上海绕城高速（G1503）南北向贯穿惠南镇，有两个高速出入

口，对外交通便利；镇区内呈现棋盘式路网格局，地铁 16号线跨越

镇区，并有两个地铁站点。

惠南镇现状农民宅基地 747.16公顷，目前惠南镇海沈、桥北、

远东三村获评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长江村 2023年获评市级美丽乡

村示范村，示范村居住环境干净整洁，农民新村风貌较好；城镇开

发边界周边的村庄，被开发边界切割较大面积，部分村同时呈现“城”

与“村”的功能。

三、发展定位

按照新区“百村示范、百村精品、百村美丽”三大行动，围绕惠

南“一座古城•两河流域”，发挥资源联动，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全域，

力争到 2027年底完成“八村示范”“十村精品”“八村美丽”。将以生态

资源为基础，以城镇资源为底气，以交通枢纽为机遇，积极联动与

服务浦东整个单元，做好中心角色，并逐步导入外部资源和流量，

将惠南全域乡村打造为引领全国的高科技农业与田园商旅枢纽、聚

焦长三角的大健康农旅体验中心、上海城乡融合多元服务集聚地，

实现“多元郊野 万象惠南”。

四、建设计划

惠南镇建立“镇统筹、村落实”工作机制，按照不同标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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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乡村振兴示范村、美丽乡村示范村、城中村改造三大行动并实

现三个“全面覆盖”。

（一）“八村示范”。根据五届区委四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

浦东现代化城区“三个圈层”建设的意见》和《浦东新区推进百村示

范 打造美丽乡村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及“百村示范”建

设要求，对镇域内村庄形态较为完整的保留保护村，按照《乡村振

兴示范村建设指南》《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评分标准》全覆盖开展

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计划 2024年完成长江村创建，同步启动六灶

湾村、四墩村 2村创建工作；2025年启动陆楼村、永乐村 2村创建

工作，力争 2026年底累计建成 8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形成示范集群。

（二）“十村精品”。根据上海市“五好两宜”和美乡村建设工作

方案及新区打造“百村精品”工作要求，对镇域内村庄形态不完整的

保留村、开发边界外 2030年后还将长期存在且相对比较完整的非保

留村，以及所有非保留村中的个别保留队组，将全覆盖开展美丽乡

村建设。计划 2024年启动同治村、双店村 2村创建；2025年启动

团结村、民乐村、陆路村、塘路村 4村创建工作；2026年启动西门

村、城南村、英雄村、汇南村 4村创建，力争到 2027年底累计完成

10个“精品村”并巩固提升形成长效管理。

（三）“八村美丽”。根据《上海市农村人居环境优化提升村庄

清洁行动工作指引》《“城中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指引》，对开发

边界外余下的不完整非保留村区域和开发边界内近期没有储备计划

的村域，全覆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达到“安全、整洁、有

序”要求。计划 2024年启动黄路村、徐庙村 2村环境改造提升；2025

年启动陶桥村、惠东村 2村；2026年启动幸福村、勤丰村、红光村、



6

东征村 4村，计划 2026年底前完成“城中村”整治点位销项，2027

年实现全域人居环境美丽。

五、建设内容

（一）“八村示范”

一是产业兴旺。在农业产业和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深化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农田基础设施和农业装备建设，发展特色产

业，深入打造“印象惠南”品牌，鼓励各涉农企业、合作社组团发展，

形成新型经营主体联合发展模式。注重乡村产业组团式注入，发展

休闲农旅、民宿康养、乡居办公、文化创意等新产业新业态。二是

生态宜居。通过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加大生态环境整治、完善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乡村生态宜居。三是乡风文明。通过文化

挖掘、新风倡导、文化服务等手段，大力弘扬文明乡风。四是治理

有效。通过党建引领、组织发动、村民自治、村民参与、为民服务

等形式，完善村规民约、规范农房管理、提供为老服务等，实现乡

村治理提质增效。五是生活富裕。通过新增或盘活集体资产资源，

探索创新投资渠道，完善健全利益分配方式，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二）“十村精品”

一是优化完善村庄规划，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二是完

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对全村域主路、支路严重破损道路、

公共厕所等进行提升，完善党建、养老、文化、医疗等为民服务阵

地，加强乡村标识引导等。三是开展水系整治、绿化美化、污染治

理、农业废弃物处置等环境整治工作。四是推动农民相对集中居住，

提升村宅风貌提升。五是推进乡村治理。坚持党建引领，以创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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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治理积分制清单制为抓手，推动乡村治理质效水平提升，加快实

现“苗圃变森林”。六是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探索挖掘惠南优秀传统

文化融和到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七是开展村庄清洁行动，落实长

效管护。

（三）“八村美丽”

一是以“安全、整洁、有序”为基本要求，全覆盖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定期开展以“五清一改”为重点的村庄清洁行动，提升“房、

田、水、路、林、村”环境状况。二是改善基础设施，消除安全隐患。

三是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实施公共空间营造、架空线治

理、停车场优化和充电设施建设、农村物业服务等品质提升内容。

四是提升治理能效。通过党建引领，凝聚村民参与自治，持续激发

村民自我管理内生动力。五是持续推进乡风文明建设，通过加强乡

村文化建设，整治移风易俗革除陋习、破除旧俗推动形成文明乡风、

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六、资金管理

规范使用资金，突出以政策目标实现和资金使用绩效为导向，

坚持项目清单化管理、绩效管理和资金管理。镇政府是全域和美乡

村建设资金管理主体责任，配合区级条线部门加强区级条线资金管

理，规范使用区级奖补资金，落实镇级配套建设资金，促进各方资

金、政策、项目等资源聚焦整合。

全域和美乡村建设资金包含各级财政、村集体经济、社会资本，

重点用于农村公益类配套设施、村容村貌、乡村产业等乡村振兴重

点领域，以增强村集体经济组织造血功能，实现集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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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好建设资金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坚持节约高效、合理使用，

建设项目加强事前排摸，避免资金重复投入。项目启动按照建设管

理相关要求，落实好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项目监理、审价审计

等制度，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可控。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部门联动协作

全镇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凝聚共识，在镇党委、

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农发办及相关社区牵头，党群办、规建办、

社工办、精细办、综合行政执法队、城建中心等部门共同参与，按

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密切协作，形成高度统筹、快捷高效的工

作机制。农发办负责牵头推进全镇全域和美乡村建设项目整体工作

（包括策划、规划、设计、建设、运营），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年度计划和实施范围，与区农委协调对接有关事项；各镇管社区负

责牵头组织辖区内各相关村完成前期准备工作，督促各村按时间计

划、任务清单有序推进各项任务；党群办负责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人

员力量，全力支持全域和美乡村建设工作；规建办负责牵头推进项

目规划调整等工作，落实村内“四好农村路”建设，全域土地整理工

作，农民集中居住，与区规资局沟通协调有关事项；精细办负责落

实村内河道整治、清洁小流域项目、种林项目，农村综合环境等工

作；社工办负责各村内养老设施建设；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村内违

法用地、违章建筑执法处置销项工作；城建中心负责指导各村做好

项目土地性质查询确认工作；财政所负责各村全域和美乡村建设资

金使用管理工作及项目采招指导工作；经发中心负责各村“三资”管

理以及村、组撤制工作；农投公司负责配合农发办推进全域和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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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建设工作；各村负责落实乡村建设主体责任，按照要求有序推进。

（二）加强党建引领，强化责任落实

惠南镇各村是全域和美乡村建设专项行动的责任主体，要对标

示范引领，明确任务清单、建设标准，补齐短板弱项，充分发挥农

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鲜明导向，积极组织村民加入到全域和美乡村建设专项行动中

来，紧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圈层建设，扎实推进。

（三）加强宣传引导，完善评估考核

注重成果宣传，及时对全域和美乡村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新进展、

新成效进行宣传，总结推广乡村建设好经验、好做法，发挥好示范

引领作用，促进乡村村容村貌整体提升，让村民更有获得感。以结

果和效益为导向进行目标管理，强化督导督办，按照时间节点定期

开展任务进展调度，通过现场抽查、群众满意度调查等方式，确保

乡村建设项目质量和实际效果。

附件：惠南镇全域和美乡村建设年度计划表

惠南镇全域和美乡村建设年度计划表

行政村总数：26个

分类 建设计划 行政村名单

乡村振兴
示范村
(共8个)

第六批示范村 长江村

第七批示范村 六灶湾村、四墩村

第八批示范村 陆楼村、永乐村



10

备注：特殊村是指宅基户≤2户的空壳村及近期已纳入土地储备或城中村拔点计划的村

已建成乡村振兴

示范村 海沈村、桥北村、远东村

精品村
(共10个
)

计划2025年验收村 同治村、双店村

计划2026年验收村 团结村、民乐村、陆路村、塘路村

计划2027年验收村 西门村、城南村、英雄村、汇南村

在建和已建成市级

美丽示范村

已建成：海沈村、桥北村、远东村、长江村；

在建：六灶湾村

美丽村
(共8个)

计划2025年验收村 黄路村、徐庙村

计划2026年验收村 惠东村、陶桥村

计划2027年验收村 幸福村、勤丰村、红光村、东征村

特殊村
(共_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