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五个一”农房风貌提升新模式

斗门建设斗门建设““有新房有新貌有新房有新貌””和美乡村和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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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的莲洲镇，仍然是一幅绿水青山的美丽景象。
走进石龙村三湾村（自然村），焕然一新的房屋映入眼

前。墙面上是《爱莲说》《莲韵三湾》等主题墙绘，与诗词名句
相得益彰，增添了几多文化气息。

很难想象，这些房屋先前的模样是砖石裸露、墙面发
霉。这其中的改变，得益于“莲韵三湾”农房风貌提升整村试
点项目的实施。

今年8月以来，莲洲镇积极探索“政府奖补引导+村集体
统筹管理+乡村工匠施工+本地材料直供+村民深度参与”

“五个一”新模式，以“小投入”撬动“大变化”，做好农房风貌
管控和改造提升，从农房风貌提升、人居环境整治、公共节点
提升、谋划业态植入等四方面着手，全域推进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建设。

三湾村“莲韵三湾”项目就是其中之一，计划改造 103
栋，目前已全部完工。

莲洲镇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推进农房风貌提升过程中，
资金投入少、施工质量好、监管效能优，实现降本增效和村民
满意“双赢”，进一步提升了村民家园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以
及对“百千万工程”的参与度、满意度，扭转了此前政府在干、
村民在看的情形。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莲洲镇全域同步开展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不断提升人居环境，先后种植小叶紫薇56株，清理垃
圾超65吨，打通水系并清淤河道1.2公里，整治“三线”5300
多米，建设拦水坝和节制水闸2处，将6处闲置地改造成为停
车场、小公园等公共节点，实施公共建筑、节点房屋墙体彩绘
5处，利用拆违地块等建设4个绿美庭院，推动村庄环境大变
样、大提升。

做好农房风貌管控，需要改造、提升，更需要因地制宜、
大胆创新、走深走实。

在市级立法引领、区级制度保障下，莲洲镇坚持改革思
维、敢闯敢试，在新建农房管控方面积极探索，谋划建设东湾
村“桃源里”项目，做到既建新房又绘新村，推动乡村风貌整
体提升。

11月20日，东湾村“桃源里”项目奠基仪式在东湾村上
元洲举行。

东湾村以珠肇高铁莲洲段项目征收东湾村房屋和构筑
物为契机，利用返还的宅基地，采取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
一监管、统一验收的农村住房统建新模式，着力破解“有新房
无新村、有新村无新貌”的难题。结合和美乡村建设要求，选
定此处建设新村，因东湾村处处桃花盛开，该项目又临水而
建，并致力打造现代版的新桃源，遂命名为“桃源里”。

“桃源里”项目占地面积约4801平方米，拟建设房屋15
栋，每户占地面积120平方米，每栋建筑面积210.92平方米、
层高两层半。莲洲镇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严格加强质量监
管，确保明年上半年如期交付村民使用。

住进“桃源里”，实现“安居梦”。一个美丽、宜居、和谐
的农民新居将在这里拔地而起，配套完善、风貌统一、品质
高端，届时将成为斗门农房风貌新的风景线，在斗门区乃至
珠海农房风貌管控和改造提升中，在建设和美乡村中脱颖
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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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省“百千万工程”典型区斗门新闻

岭南的冬天，阳光和暖。在斗门镇斗门村深潭村（自然
村），一栋栋农房外墙粉刷一新，白色主色调与周边环境相得
益彰。

村头巷尾、房前屋后，新砌好的花园小巧而精致，赏心
悦目。

“干净又美观，迫不及待地想请朋友来家里坐坐、喝喝
茶。”深潭村村民黄亦荣对此颇为满意。他告诉说，自家房子
占地面积103平方米，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其间曾自费将外
墙翻新过一次，但还是耐不住日晒风吹，墙体发黑和渗水等问
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严重。

如今外墙改造完成，一家九口人日子过得更为舒心。经估
算，农房“升级”所需费用，从市场价格的227元每平方米，降低
至150元每平方米，节约超30%。

得益于农房风貌提升整村试点项目实施，斗门镇斗门村深
潭村（自然村）、八甲村石门坑村（自然村）、松山村、王保村等，
共计150栋农房近日迎来焕新升级。

农房风貌提升项目实施以来，斗门镇贯彻落实《珠海经济
特区乡村风貌提升条例》和斗门区“1+5+N”农村住房建设管
理改革三级制度，通过“企业+农户、微利+公益”，用绣花功夫

“雕琢”乡村新风貌。其间，斗门镇联合国企实现成本控制集
约化、规划建设精品化、项目收益惠民化。

整修屋檐、统一墙色、美化窗框、描绘腰线、突出勒脚，还
巧思地增加了小披檐等样式。项目按照“以工代赈”、乡村工
匠参与的工作机制要求，兼具惠民性和公益性，既保护了传统
村落肌理，又打造出错落有致的岭南特色建筑风貌。此外，还
把农房风貌样式和长效管护列入村规民约，通过“积分制”“红
黑榜”等方式，不断巩固农房风貌提升工作成效。

“这座古井从我记事起就在了，村民至今仍会在这里打
水……”斗门村“两委”委员邝耀文介绍道。

除了农房焕然一新外，深潭村还对村内篮球场旁边的古
井进行综合改造。木质井亭古色古香，破损地砖得以修复，
打起水来更安全放心。此外，周边还置入休闲座椅、增设文
化标识，在绿化方面进行了改善。

而在不远处的石门坑村，因地制宜将石门茶室旁边空地改
造为休闲运动广场，重新整平地面、更新运动设施，为村民提
供休闲健身的好处去。

截至目前，斗门镇共完成休闲公园、景观设施等多处节点
提升，利用闲置边角地块、房前屋后空间改造小花园等绿美
庭院63处，拆除乱搭建窝棚及框架结构超过1500平方米。

斗门镇有关负责人表示，全镇以下洲村“斗门印象小镇”为
样本，深化四位一体产业发展模式，发挥国企的平台和资源优
势，通过农房风貌提升盘活村内闲置的农房、宅基地，配套公
共服务设施并对周边环境进行美化亮化提升，导入露营地、咖
啡厅、特色餐饮等乡村消费新场景，同步实现低效土地盘活、
产业发展共享、集体经济增收、农民共同富裕等多重目标。

斗门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拥有“一山一寺一温泉，一皇
一将一家族”的旅游资源。在环境优美、文化底蕴优渥的基础
上，全镇农房风貌改造提升将进一步助力打造干净整洁有特
色的农村人居新业态，并推动向更多规范有序讲文明的宜居
村居“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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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构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目标的“百千万工程”，
对于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在新起点上更好解决城
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其中，
农房风貌改造提升无疑是关键一环。

为此，今年5月，珠海发布国内首部乡村风貌提升条例，涵
盖农村住房建设、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等多方面。

斗门区作为珠海乡村振兴和“百千万工程”的主战场，通过
加强农村住房建设管理改革和风貌管控提升，重塑农房建设管
理体制机制、流程，探索提升农房风貌具体路径，是建设具有中
国风、岭南韵、珠海味、斗门情特色现代和美乡村的必然要求。

斗门区以改革思维破题，制定“1+5+N”农村住房建设管理
改革文件，实现业务流程全链条和监督全链条“双链条”监管，紧
扣“见典型、出实效”，以主要交通要道、“黄杨宋莲”乡村振兴示
范带周边沿线两侧，作为首批农房风貌改造提升重点区域，
试点探索“五个一”农房风貌提升新模式，一方面解决资金投
入大、建设单价高等问题，一方面激发村民的积极性和主人
翁精神，凝聚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百千万工程”，推动农房风
貌全域提升取得初步成效，打造一批突出岭南特色、历史文化、
本土风貌的和美乡村。

“五个一”农房风貌提升新模式主要包括：政府奖补引导+
村集体统筹管理+乡村工匠施工+本地材料直供+村民深度参
与等五大环节。在实施过程中，斗门区统筹推进改革创新，亮
点纷呈：

加强区级统筹，实现提级管理。成立斗门区宅基地和村民
住宅建设管理委员会，解决以往宅基地审批和农村住房管理统
筹力度不够、专业力量不足等“小马拉大车”问题。

增加刚性罚则，确保制度落地。主动衔接国家及省、市相关
法律法规，将《珠海经济特区乡村风貌提升条例》等相关法律中
适用的法律责任全部引入，增加对违法占用土地建设住宅等行
为的罚则，坚决遏制农村新增乱建、未批先建等违法违规行为。

强化规划实施，统一农房风貌。坚持以图为先、整体规划，
满足安全、适用、经济、环保、美观等要求，突破性解决以往农村
住房建设无施工设计图或设计水平低的顽疴固疾。

填补制度空白，做到闭环管理。将宅基地建房参照国有
用地建设管理理念，从审批到验收实行全方位立体化全链条
监管，解决农村住房建设监管机制不完善、联防联控整治力度
不够强等问题。

完善监管机制，实行交叉监督。创新性提出区级部门参与
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出台监管工作指引，指导镇村细化落实农村
建房“五公开”“四到场”，构建区、镇、村三级联动的农房建设监
管机制，打造全链条全领域全周期综合监管模式。

细化表格模板，优化流程管理。将各项制度各环节制作成
流程图和操作表格，做到流程清晰、可操作性强，并提供技术服
务、建设过程中投诉举报、事故处理的相应指引。

加强宣传引导，强化自我约束。将农房建设行为规范纳入
村规民约，由居民承诺，以承诺就是信用调动村民自我约束，强
化自我监管。

斗门区探索“五个一”农房风貌提升新路径，取得阶段性成
效，在全省2.65 万个村（居）实施“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过
程中，提供具有斗门特色的可借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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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本报记者 张 帆
摄影：本报记者 梁冠贤

小雪时节，温和的阳光下，焕然一新的一栋栋农
房映入眼前，展示着干净整洁的农村人居新业态，以
及规范文明的宜居村居。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以构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目标的“百千
万工程”，对于在新起点上更好解决城乡区域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其中，
农房风貌改造提升无疑是关键一环。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斗门镇，通过“企业+农户、微
利+公益”，用绣花功夫“雕琢”乡村新风貌，辖内150
栋农房迎来焕新升级；

莲洲镇建设“莲韵三湾”、创新东湾村“桃源里”项
目，破解乡村“有新房无新村、有新村无新貌”难题；

……
风貌得到提升的农房，与绿水青山更加和谐相

处，与“百千万工程”更相适应，成为斗门区探索农房
风貌提升新路径的生动实践。

斗门区以改革思维破题，制定“1+5+N”农村住
房建设管理改革制度，实现业务流程和监督“双链条”
监管，紧扣“见典型、出实效”，以斗门镇、莲洲镇为试
点，探索“五个一”农房风貌提升新模式，推动农房风
貌全域提升取得初步成效，在全省2.65万个村（居）
实施“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中，展示斗门本土特色
的探索路径。

上洲村。

深潭村。 石龙村。 三湾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