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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韵小镇  多彩黄田



       黄田镇地处浙闽两省三县交界，素
有庆元北大门之称，镇域总面积125平
方公里，其中毛竹林5300公顷，林地
9800公顷，耕地940公顷。辖27个行政
村16064人口，除汉族外有畲、黎、土
家等16个少数民族聚居，素有“中国灰
树花之乡”“毛竹之乡”美称。 黄田已
先后建成“国家生态乡镇”“省级教育
强镇”“省级体育强镇”“省级文明村
镇”“省级卫生乡镇”“市级文化强镇”
等。





竹韵文化

谋划世界竹海公园

“一眼望四县，半步跨两省”的龙头山
“南有安吉 北有庆元”—

百万亩毛竹绵延其间



产业文化

二产：庆元重要的工业重镇，
工业总产业占全县的15%以上
；中国铅笔产业发源地；中国
竹制品生产基地。

一产：全县粮食功能区之一，粮食
产量占全县20%；灰树花年产1000
万段，占全国总量的90%，有“中
国灰树花之乡”之称,庆元食用菌产
业发源地；拥有10万亩毛竹，有“
毛竹之乡”之称。

三产：依托龙头山、台湖山
及周边百万亩竹海资源，谋
划“两山一海”全域旅游发
展，生态旅游产业初显成效
。



历史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曹岭码头国宝廊桥—济川桥国宝廊桥—半路亭桥



宗教文化

被乾隆皇帝赞誉的仙境台湖山 龙头山庙宇



红色文化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主战场—浙闽边地委红色驻地



民族文化

全镇有畲、土家、土、侗、傈僳、黎等16个少数民族



      鉴于此，镇党委政府提出了
打造“竹韵小镇 多彩黄田”的
目标，竹韵小镇，意在借助毛
竹特色产业的发展，以及龙头
山“世界竹海公园”的开发，
提升黄田小城镇建设的格调；
“多彩黄田”意在指兼容并蓄，
让各种优势、活力资源竞相迸
发，打造黄田人民“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多彩家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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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引领，描绘蓝图

干群齐心，整治有效

领导重视，高位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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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田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各级领导的指导
为黄田小城镇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

原省委副秘书长、省农办主任章文彪到黄田调
研指导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时任副省长）熊建平到
黄田调研指导

市委书记史济锡到黄田调研指导

省司法厅副厅长马时明到黄田调研指导 市委组织部部长方建忠到黄田调研指导 市镇治办常务副主任樊甫敏到黄田调研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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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蓝伶俐调研指导 县委副书记、县长胡献如调研指导

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见阳调研指导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章作飞调研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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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团队蹲点调研

  部门对接施工方案

     干部外出学习取经

“两代表一委员”、知名人士座谈会

   规划单位协调对接

     规划方案商讨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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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田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涉及规划总面积约0.68平方千

米。

       其中：重点整治范围约为0.24平方千米，主要以镇政

府驻地建成区为重点整治区域，在该区域应结合自然环境

与文化、产业提升等提出综合整治策略。其他区域为一般

整治范围，主要针对“脏、乱、差”提出整治措施。

      从小城镇规划正式出台，到全面开展环境卫生和城镇秩

序整治，再到项目建设，各项工作紧锣密鼓有序展开，坚

持打好“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六边三化三美”等组

合拳，着力建设 的小城镇。

       黄田小城镇规划方案获评丽水市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优秀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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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目标 规划策略 项目建设规划

环境卫生整治规划 道路交通整治规划 乡容镇貌整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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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建立了项目库，梳理确定了三年行动计划，拟投资11422万元，其中2017年采用EPC模式建
设，新建11个项目，总投资约5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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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镇党委政府通过各级各类会议动员力量，全面打响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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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党员干部、人大代表、党代表以及其他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劲
往一处使，全身心投入小城镇环境综合综治工作中来。



1合力“拆”违



1合力“拆”违

      共开展了120余次环境
集中整治行动，拆违85000
多平方米，土地拆后利用
65000余平方米。



1合力“清”乱



1合力“清”乱

干部群众协同发力，对背街
小巷、房前屋后的垃圾死角、
乱堆路放全方位整治，共计
整治点位962处。



1合力“治”污

全面完成剿灭劣V类水和生
猪散养污染整治任务，完成
畜禽养殖排污口、河道清淤
和生活污水治理。



整治效果

整治乱搭乱建



整治效果

整治乱搭乱建



整治效果

整治乱堆乱放



整治效果

整治乱堆乱放



整治效果

整治乱停乱占



整治效果

整治防盗窗



整治效果

整治空调外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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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文明有表率

治理有效有良策

生活富裕有盼头

项目建设有成效



1

       镇党委、政府始终坚持“项目为王”，紧紧抓牢项目建设这个
“牛鼻子”，精心组织，以最快速度、最大力度提高工作效率，全力
确保整治项目顺利推进。



北入口景观

北入口景观提升，建设面积约1170㎡，投资
105万元，主要利用现有基础改建，融合灰树
花和毛竹造型，体现开放、包容、立体、多彩，
寓意黄田人民多姿多彩的幸福生活。



南入口景观

南入口形象节点,建设面积约2000㎡,投资170万元，主
要利用现有基础改建，墙绘“两山一海”壮阔景色，
建设农民休闲公园。 



外立面改造



强弱电“上改下”

强、弱电入地工程：从黄田高速出入口至柏渡口，长度约2500M，强、
弱电埋设入地、户处缆线清理整治、路灯亮化美化等，投资1400万元。



示范村居

示范村居项目，在东西村东侧沿溪的民居集聚区块
（总面积约14000㎡）进行环境整治，实施立面提升、
柴棚改造、庭院围墙建设、景观优化、巷道提升等。



中心街路面“白改黑”

路面“白改黑”：总投资370万元，长约1200M、宽24M，两侧人行道约
3.5M,路面改为柏油路，划设斑马线、交通标识、停车位等。



农产品集散中心

农产品集散中心：投资180万元，在南入口可信原
有老厂房（面积约2230㎡）基础，通过老厂房外立
面改造，内部增设农贸市场设施，建设农产品交易
中心（星级农贸市场）。



体育运动中心：投资165万元，在镇政府大门对面，通过原有厂房（占地面积约1300㎡）
外立面改造，内部增设五人制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等运动场地及配套设施等。

体育运动中心



生态示范小区：投入资金近4000万元，完成可信厂房收储35000平方米，利用部分闲
置厂房“腾笼换鸟”，规划建成生态示范小区。

生态示范小区



中心街立面整治



节点美化



中心街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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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党委、政府始终坚持环境管理制度的创新，全面开展“厕
所革命”，首设“垃圾超市”，首推“街弄巷长”制，大力推进
“四个平台”建设，有效推动小城镇环境卫生的改善，进一步提
升集镇管理水平。



全面开展“厕所革命”

在全县率先开展“厕所革命”，书记镇长任厕所总长，镇村干部争做公厕所长，
拆除旱厕438个，改厕920户，新建公厕7座。



设立首个“垃圾超市”

首设立“垃圾超市”，党员志愿者在各村当“流动营业员”，通过“垃圾
换物”，兑换垃圾7400多公斤



“街路巷”长制

首推“街路巷长”制，由党员、村民代表任“街路巷长”，以网格化全面
推进门前“四包”；并用新时代名词为无名街巷命名 。



“四个平台”建设

“天网工程”接入监控视频端口

“四个平台”大屏显示

“四个平台”事件流转处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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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力开展核心价值观入户行动

二

传承好家训，弘扬好家风 

三

进一步修订《村规民约》



街巷文化



双文明晚会

举办“两个
文明”行动
专场晚会，
寻找并表彰
了首届“最
美家乡人”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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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黄田镇从农业出发，在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现代产业体
系的基础上，以小镇建设、全域旅游、新农村建设为切入点，探路“三产
融合、四化同步、城乡统筹。”，农民富裕生活有了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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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投入各类增收
项目资金3000多万元，
促进农民增收400多万
元。据统计，黄田镇农
村居民收入已连续10年
实现两位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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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基础相对薄弱

整治经费缺口较大

3 长效管理仍需加强



1 整治基础相对薄弱：
近年来，我镇坚持“产业发展与环境协调并重”的工作思路，不

断推进集镇建设，镇容镇貌、集聚功能都有了明显改善。但我

们的小城镇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其中由于历史投入

欠账和群众传统的生活习习惯导致的小城镇基础相对薄弱。

整治经费缺口较大：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整合各方项目

和资金投入到黄田整治工作。但面对省市对该项工作的高标准

高要求，直接资金投入仍然有限，整治经费缺口还存在较大缺

口。

长效管理仍需加强：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量大，涉及职能部门较多，乡镇缺少

足够专业的工作人员，更需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黄田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支持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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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加快项目建设力度

3

继续加强农村环境整治

深化产业发展和旅游融合



1 全力加快项目建设 力度：

牢牢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督促协调化解项目建设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严格按照项目建设进度要求，建立健全项目

实施机制，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如期

完成建设任务。

继续加强农村环境整治：

要不断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和“关键小事”，

全面推进“厕所革命”和“垃圾分类”，有效破解农村生活垃

圾源头分类减量的难题。加大环境整治资金投入，让广大群众

主动参与到环境整治工作中，提高共建共享的意识。

深化产业发展和旅游融合：

以小城镇为主平台，加大产业培育，集聚人、财、物、信息等

市场资源要素，在旅游开发、现代农业、民宿经济以及招商引

资上实现新突破、上新台阶，形成一批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有

乡村风情的旅游城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