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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村镇以改革思维推进土地资源高效集约利用，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增长点

“点土成金”，打开发展新空间

　　□本报记者 梁玉鹏　本报通讯员 梁云霄

　　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0家、“专精特新”企业5家、新材料企业3家、新能源企业2家；2022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0.3亿元，同比增长129%；实现工业总产值5.4亿元，同比增长46%……作为青岛市“十四五”规划中的现代化新市
镇重点镇，大村镇在快速发展中取得一系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土地日益紧张的现实问题。如何提升土地利用

“含金量”？随着“腾笼换鸟”“存量盘活”等举措不断推出，近年来，大村镇政府积极探索、挖潜破难，为闲置低效土
地赋予“二次生命”，实现“变资源为资产、变资产为资本、变闲置为利用”，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眼下，大村镇龙潭村的170余亩高粱长
势正旺，绿油油的高粱地一眼望不到头。“再
过几个月，高粱就要丰收了，我们依托青岛
白马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潭隆烧坊酒文化
产业项目进行土地流转，种植的高品质高粱
用于项目酿酒。”龙潭村党委书记封安红介
绍，该项目实施以来，村里的土地得到了充
分利用，引进的优质企业不仅为村集体和村
民带来了收益和工作岗位，更为粮食安全扣
牢了“安全锁”。
　　据了解，大村镇深入落实“两稳两扩两
提”粮食安全生产行动，动态完善村集体合
作社土地托管模式，从根源上解决耕地流出
问题。依托潭隆烧坊酒文化产业项目，流转
土地近300亩推广高粱订单式种植，高粱亩
产达850斤，项目可年产白酒原浆46吨。同
时，今年全镇将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2000亩，大豆播种面积达7000亩，确保实现
油料作物增产提质目标。
　　除了通过土地托管、流转等方式让农村
闲置土地“变废为宝”，该镇还进一步“唤醒”
沉睡资源，通过生态旅游为周边群众带来

“人气财气”。
　　依托藏马山、白马河等生态资源禀赋，
该镇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打造丁家里、悠然
谷2个民宿集群，引进白马河酒业总部生产
基地、琅琊台阳光果园等多个产业融合项
目，开设荷塘月色、濂溪九曲等特色民宿20
余处，推出“大村四季好风光”4条精品旅游
路线，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8万余人，带动
消费380余万元。
　　近年来，大村镇深入贯彻落实新区加快
推进实体经济振兴发展三年行动，通过盘活
低效闲置资源，最大限度释放发展空间，因
地制宜推动产业发展，切实向“资源存量”要

“发展增量”。2022年以来，全面梳理驻地存
量建设用地近4500亩，实现重点项目开工33
个，固投项目入库39个，投资总额17.4亿元，
充分激活了存量资源，让低效“黄土”变“黄
金”，为土地资源高效集约利用工作提供了
新思路，为高质量发展培育了新增长点。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为保障土
地资源高效利用，大村镇坚持综合施策，立
足长远规划设计，在科学开发、大力整备的
同时推进土地资源集约有序利用。
　　“我们这个项目去年年中建设完成并投
入生产，在大村镇政府的支持帮助下，项目
建设一路‘绿灯’，为公司扩大生产提供了充
分保障。”位于大村镇先进制造业产业园内
的青岛美安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封安峰告诉记者，除保障生产厂房按计划建
设完成外，政府还协助解决了厂房周边的道
路硬化等工作。随着产业园内企业陆续建设
完成投产，资源集约化更加完善，产业间联
动更加频繁，对企业后续发展产生了积极
影响。
　　大村镇由原大村、原理务关、原市美三
镇合并而来，三个驻地空间距离远、产业联
动较少。为突破区位制约，提升土地资源利
用效率，大村镇系统谋划“一体两轴、四园
区、四名片”的“一二四四”总体发展思路，以
国土空间规划修编为契机，结合城市更新和
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谋划先进制造业产
业园等重大功能布局，主动与业务主管部门
对接，提出规划编制建议，目前大村驻地和
原理务关驻地已明确划入城市开发边界，并
在原有基础上新增465亩建设用地规模。
　　“我们镇村庄数量较多、农地占比较大，
农村的土地资源需要经过科学规划、全面开
发，才能实现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因此，全
镇20个行政村的规划编制也在同步进行。”
大村镇乡村规划建设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
龙震介绍，在空间布局方面，该镇依托“清、
收、管、用”工作机制，通过整合闲散低效用
地，对农用地、建设用地和产业融合发展用
地等进行集约配置，对农村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进行全域优化布局。在土地利用方面，
用足用好增存挂钩，通过调查综合分析低效
用地类型、现状主导用途、现状容积率、地均
固定资产投资等，梳理可腾退农村建设用地
670余亩，其中约240亩土地可用于项目建
设。 

　　产业结构布局优化好，方能推进土地
高效率集约利用。大村镇以聚焦振兴实体
经济工作为主线，立足镇域传统机械制造
产业基础和丰富生态资源优势，锚定“1+1
+3”（智能制造装备，绿色循环农业，现代
物流、现代商贸、文化旅游）主导产业发展
方向，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培育壮大智能
装备制造和绿色循环农业等产业。
　　为破解土地要素制约难题，拓展产
业发展空间，大村镇坚持以亩产论英雄、
效益论英雄，以盘活低效闲置资源为突
破口，创新思路、改革思维，打出主体引
导、过程规范、多元创收的资源盘活“组
合拳”，高质量打造产业发展集聚区，全
力争创土地高效利用示范镇。
　　靶向施策，提升亩均利用效率。创新
实施“展、转、腾、挪、用”工作法。其中，

“展”是通过国土控规修编延展建设用地
118亩；“转”是通过项目引进嫁接，实现闲
置厂房转让再利用66亩；“腾”是通过拆旧
建新，清腾盘活土地42亩；“挪”是通过“化
零为整”，聚集零散闲置集体建设用地成
片盘活68亩；“用”是坚持地尽其用，盘活
批而未供土地、供而未用土地58亩。通过
清存量、减增量、抓质量，盘活闲置低效利
用土地352亩，引进项目16个，总投资20.5
亿元，亩均投资达到582万元，打通了以

“低效用地”盘活置换“优质项目”的升级
路径。
　　融合聚力，发挥集聚倍增效应。将招
商引资与低效片区开发建设进行有机结
合，通过盘活存量、扶小引强、聚链成群等
举措，高质量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园，加
快导入产业项目，提高投资强度和产出
效益。
　　强化服务，加快项目推进速度。为进
一步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提高产业用地保
障能力，该镇推行“拿地即开工”，坚持按
图索骥、挂图作战，对照清单抓落实，加快
形成重点项目“在谈一批、签约一批、开工
一批、投产一批”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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