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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三部门联合出台指导意见

重点保障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用地

□本报记者 郑铭明

农业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困扰农业农

村发展的难题。2020年开始，省财政厅、省

农业农村厅联合在全省推进基层政策性农

业信贷担保服务体系建设工作，重点聚焦支

持地方主导产业发展，由省农担公司和当地

产业农合联联动，解决农业经营主体融资

难、融资贵的难题。衢州市柯城区作为首批

试点地区，于2020年开始实施，依托区农合

联设立省农担柯城办事处，建立“政银担”

（财政、金融机构和担保公司）新体系，通过

省农担公司担保、区农合联反担保的模式，

为涉农主体提供融资担保服务，有效带动、

提升了农合联信用服务功能，助力农业产业

发展。

8月上旬，尽管赤日炎炎，但在浙江韵泽

盈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柑橘基地里，绿

油油的葡萄柚挂满枝头，充满生机。再过一

个多月，这些果子就将成熟、采收，销往各地。

“1500亩橘园，光土地流转费就不少，加

上大棚设施、苗木成本、人工管理等费用，起

初的投资实在不小，资金缺口大。”公司负责

人郑振华说，“到银行贷款，需要抵押物，但

流转的土地，评估不了几个钱，也找不到担

保人。省农担公司推出的‘政银担’，真的是

‘及时雨，帮我们解决了资金难题。”

柯城是我省柑橘主产区，产业优势明

显，但也面临着品种退化、品质不高等问题，

市场竞争力弱。郑振华便想引入良种，提升

产业竞争力，带动当地果农一起致富。然而，种植柑橘

投资周期长，资金缺口大。柯城区办事处获悉后，立即

为该公司办理政策性担保贷款授信，获得贷款300万元，

有效解决了融资难题。

郑振华说，在“政银担”的担保贷款支持下，公司建

立了200亩标准化育苗钢架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施肥

系统、标准化育苗苗床等。目前基地已培育12万株“红

美人”“沃柑”等优质柑橘苗，为周边农户免费提供5万株

柑橘新品种苗木，并签订保护价收购协议，为农户增收

致富提供了保障。

从事中药材生产的衢州东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也

是“政银担”的受益者。该公司在柯城区石梁镇荞麦坞

村租赁了60亩土地，建设用于组培苗驯化和扩繁的连栋

大棚和单体钢架大棚。“农担公司不仅帮我们担保贷款

了300多万元，还有贷款贴息，大大减轻了生产上的资金

压力。”该公司负责人徐志明告诉记者，“通过贷款，公司

建立了1000平方米的植物组培室，每年能为周边农户提

供100万株半夏、白及等组培苗。”

柯城区开展“政银担”合作后，不仅为当地农合联开

展信用服务注入了新活力，而且通过整合发挥各方优势，

大大降低了农户的融资成本，农业主体贷款更加便利。

该区财政每年统筹专项资金，给予“政银担”扶持的农业

主体2%的贷款贴息，同时对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的各产业

农合联给予贷款总额的0.5%风险补偿，用于平衡其为会

员提供反担保责任的风险补偿，贷款主体也不用再交贷

款保证金，担保费也从原来最高1.2%降至0.8%以下，省农

担公司还将大部分担保费返还给区农合联，统筹用于农

合联承担的责任风险和业务开展补助，有效解决了该区

现代农业发展融资难、担保难和融资贵的问题。

“‘政银担’是挑起产业兴旺、农民共富的‘金扁担’，

目前仅柑橘产业担保金额就超过1亿元。如今，围绕主

导产业，全区成立了柑橘、蔬菜等产业农合联，信贷资金

精准支持，推动柯城产业从‘小弱散’向‘专精深’转变。”

柯城区农合联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夏介孝介绍。据了解，

截至今年6月，该区“政银担”累计担保4.3亿元，服务主

体近400户，位居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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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杰 摄

日前，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

委、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保障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促进乡村振

兴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进一步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助推浙江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意见》提出通过科学编制国土空

间规划、优化农村产业用地布局、拓展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途径、合理保障

农村产业建设用地、鼓励农村存量住宅

复合利用、规范使用设施农业用地、优

化用地审批和规划许可、建立重点项目

库、建立项目用地退出机制等9项措施，

围绕全生命周期管理有序推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意见》自2022 年9月1日起实施，

有效期5年。

九大举措保障
三产融合发展用地

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合理保障

农村产业用地。因地制宜合理安排建

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以及配套的

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有效保障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需要，优化

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

在县域范围内统筹优化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布局，合理保障用

地规模。新编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应

安排不少于10%的建设用地指标，重点

保障乡村产业发展用地。

优化农村产业用地布局。规模较

大、工业化程度高、分散布局配套设施

成本高的产业项目要进产业园区；具有

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加工项目要向县城

或有条件的乡镇城镇开发边界内集聚；

直接服务种植养殖业的农产品加工、电

子商务、仓储保鲜冷链、产地低温直销

配送等产业，原则上应集中在村庄建设

边界内。

各地可在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中

预留不超过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优

先用于保障难以确定选址的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等乡村产业项目用地

需求。

允许乡镇和村庄根据各自发展阶

段与计划，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高

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生态保护

红线、不突破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用地指

标等约束条件下，按规定修改村庄规

划，对村庄现有建设用地布局进行调整

优化。

拓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途径。

鼓励利用已经依法审批的现状村集体

建设用地保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用地，对零星分散的可通过增减挂钩

政策集中安排农村产业用地。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兴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

个人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联营等形

式共同举办企业的，可根据《土地管理

法》第六十条规定使用国土空间规划确

定的建设用地。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以招标拍卖

挂牌方式公开出让的，各地可结合项目

开发建设实际，依法依规采用弹性年限

出让、先租后让等方式灵活供应土地。

合理保障农村产业建设用地。各

市县要积极支持农村产业发展，原则上

每年安排不低于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

划指标的5%用于农村产业及配套设施

建设用地。

优化或重构乡村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格局，保障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用

地空间。集约高效配置空间资源，通过

土地整治产生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节余指标，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优先用于土地整治项目所在村的产

业、公共服务设施和村民住宅用地，支

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需求。

鼓励农村存量住宅复合利用。在

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前提下，鼓励对依法

登记的宅基地上的农村存量住宅进行

复合利用，鼓励通过自营、出租、入股、

合作等方式，合理发展农家乐、乡村民

宿、乡村文旅文创、农产品初加工、电子

商务等农村产业。需对宅基地上原有

建筑物、构筑物进行翻新、改造的，应符

合建设安全要求，不得突破当地宅基地

面积标准，容积率、建筑高度、层数、风

貌等应符合当地国土空间规划和宅基

地管理等相关规定，并依法依规办理各

项审批手续。

鼓励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

有偿退出宅基地，退出宅基地符合规划

的，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优先保障本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合理建房需求的基础上

可纳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与使用

范围，用于当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

规范使用设施农业用地。对于畜

禽、水产养殖设施建设和种植业设施建

设对耕地耕作层造成破坏的，应认定为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并加强管理，年度内

落实耕地“进出平衡”。严禁新增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畜禽养殖设施、水产

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所需建

设用地不符合设施农业用地要求的，应

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如需征

收土地的，必须符合条件并纳入土地成

片开发方案。

优化用地审批和规划许可。需办

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的农村产业用

地，依照农转用审批权限办理，涉及占

用耕地的，必须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涉

及占用林地的，应依法办理使用林地审

核审批手续。除依法应当以招标拍卖

挂牌等方式公开出让的土地外，可将建

设用地批准和规划许可手续合并办理，

核发规划许可证书，并申请办理不动产

登记。

建立重点项目库。各市、县农业农

村部门要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

农村产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按

照“项目跟着规划走”的原则，确定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及布局，

建立重点项目库。入库项目应符合国

土空间规划和节约集约用地标准，符合

相关产业、环保政策，具有一定投资规

模和示范带动作用，能够有效带动农民

就业增收。

建立项目用地退出机制。实施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用地考核

监管制度，出、受让双方在签订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的土地出让合同时，

应明确用地退出条件。

项目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地方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指导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依法收回集体土地使用权。

落实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

《意见》还提出，要落实监管责任，

强化监管力度，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

严禁违规占用耕地进行农村产业

建设，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永久基

本农田“非粮化”，不得造成耕地污染。

严禁破坏自然地理景观、生态系统

稳定性、生物多样性的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项目准入。

各地不得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为名开发商品住宅、别墅、酒店、公

寓等房地产项目及利用农村宅基地建

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

不得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为名进行挖山填湖、削峰填谷、挖田造

湖造景或成片毁林、破坏水域水系等行

为；

不得将农业规模化经营配套设施

用地改变用途或私自转让转租；

不得擅自将农业设施用地改变用

途。 本报记者整理

编者按：

近年来，我省各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发挥政策性担

保作用，创新“政银担”合作，通过构建多方参与的支农

投入格局，加快建设基层农担服务体系，推动破解农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取得明显成效。从本期开始，本报

与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联合推出“共同富裕 浙江

农担在行动”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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