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唐豪

本报讯 1月10日下午，全省抛荒耕地

和冬闲田综合整治利用攻坚行动视频调度

会在杭召开。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

党组书记、厅长王通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他

强调，要迅速掀起抛荒耕地专项整治和冬闲

田综合开发利用整治工作热潮，建设美丽田

园，打好春季农业生产提前仗、主动仗，为夺

取全年粮食再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王通林指出，部署开展抛荒耕地专项整

治、冬闲田综合开发利用整治是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是统

筹抓好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是

持续擦亮“千万工程”金名片的必然要求，是

夺取全年粮食再丰收的重要基础。各地要

闻令而动、听令而行，以更高站位、更大勇

气、更大魄力、更大担当，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统筹抓好耕地保护和

粮食安全，确保“两大整治”取得实效。

王通林要求，要迅速行动，全力打好“两

大整治”攻坚战，力争在4月底前，完成可以

复耕复种的抛荒耕地整治10万亩，改造农

田基础设施30万亩以上，深耕深翻并落实

早稻播种面积 170 万亩以上。要严治耕地

抛荒，分类施策、逐块整治，完善设施、改善

条件，强化兜底、推进流转，健全机制、长效

整治，加快推进复耕复种，确保在4月底前

基本完成可以复耕复种抛荒耕地整治任

务。要加强冬闲田利用，抓早抓紧春耕备

耕，积极组织农田翻耕，千方百计扩大春播

面积，扎实抓好田间管理，强化农资农机保

障，为完成全年粮食目标任务打好基础。要

抢抓施工黄金期，打好农田建设大会战，加

快项目实施、统筹农田建设、强化质量管理，

迅速掀起农田建设高潮。

王通林强调，要紧抓实干，奋力跑出“两

大整治”加速度。要强化组织领导，细化实

化工作举措，实行清单化、销号制管理，加快

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要强化调度考核，省厅将组建工作专班，完

善“周调度、月通报”等机制，将抛荒地和冬

闲田整治利用纳入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考核、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要强

化政策导向，进一步优化完善粮油生产相关

扶持政策，提升主体种粮积极性主动性。要

强化项目意识，以项目为抓手推进“两大整

治”有效落实，形成全链条闭环管理。要强

化宣传引导，持续开展“三联三送三落实”

活动，把政策、技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总

结经验做法，大力营造全社会遏制耕地抛荒

的浓厚氛围。

会上，宁波市、衢州市、平阳县、温岭市、

丽水市莲都区等地作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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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 日，桐庐县百江

镇郭村村党员在“共富工

坊”酿制高粱酒，为供应春

节市场作准备。近年来，桐

庐县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找

准“企业有订单需求、农民

有增收呼声、村社有闲置资

源、产品有市场前景”结合

点，在村民“家门口”打造

“共富工坊”，串起“村企民”

红线，带动村民和低收入农

户增收。

徐军勇 江凌浩 摄

““共富工坊共富工坊””酿美酒酿美酒

王通林在全省抛荒耕地和冬闲田综合整治利用攻坚行动视频调度会上强调

打好“两大整治”攻坚战 加快建设美丽田园
为夺取全年粮食再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1 月

11日，全省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工作现

场推进会在永康召

开。省委农办主任，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

书记、厅长，厅秸秆

综合利用领导小组

组长王通林在会上

强调，要全面贯彻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认真落实省委、

省政府部署要求，以

专项行动为抓手，拿

出超常规举措，加快

形成具有浙江特色

的秸秆综合利用新

格局，为打好蓝天保

卫战和建设美丽田

园作出更大贡献。

王通林充分肯

定了近阶段全省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工作取得的成效。

他指出，高质量推进

秸秆综合利用，是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浙江重要讲

话精神的具体行动，

是持续擦亮“千万工

程”金名片、深化美

丽田园建设的底线

任务，是检验基层治

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的试金石。要提高

站位、统一思想、敲

响警钟，充分认识高质量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

作的紧迫性，清醒认识问题与差距，扎实抓好重

点工作落实，确保到今年年末全省秸秆离田利

用率达30%以上。

王通林强调，要干字当头、速见成效。要抓

认识，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各方责任，紧盯

目标、争当先进、打通堵点，全力推动秸秆高值

利用取得新突破。要抓落实，加快落实秸秆低

留茬收割还田措施，加快建成秸秆收储运体系，

加快培优扶强一批秸秆利用市场主体，加快推

广成熟技术模式，积极创建秸秆综合利用重点

县。要抓保障，健全组织机构，优化创设集成政

策，争取财政预算，配齐工作力量，将秸秆综合

利用工作作为“三联三送三落实”活动的重要内

容，化解秸秆利用的瓶颈难题。要抓宣传，加强

正面典型宣传，及时曝光负面案例，做好教育培

训，大力倡导将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

纳入村规民约，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全力支持

的良好氛围。

会上，湖州市、建德市、海宁市、永康市、宁

波宁兴涌优饲料有限公司作交流发言。会议期

间，举行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供需对接活动，

与会代表现场考察了永康市新环生生物质燃料

有限公司、永康市鼎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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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立后破 重点攻坚

我省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扎实推进
□本报记者 李曜清

2023年是我省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重

点攻坚年”。2021年3月，我省绍兴市和义乌

市、象山县、龙港市、德清县、江山市启动新一

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以处理好农民

和土地的关系为主线，以保障农民基本居住

权为前提，率先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

使用权“三权”分置的具体路径和实现方法。

过去一年来，各试点地区先立后破、勇

于探索、守牢底线，有序推进各项改革试点

任务。

作为全省唯一的整市推进试点单位，绍

兴市聚焦宅基地基本政策、审批程序、住房

产权体系、流转交易机制、信息管理系统、管

理体系等，着力构建“六统一”制度体系，并

在全市推广宅基地管理服务系统——“越宅

通”，在建立包含112.2万户农户宅基地数据

库的基础上，全面完成宅基地基础信息调

查，形成宅基地申请、建设、颁证、流转、抵

押、退出全生命周期数据闭环。

绍兴市还着力打造闲置宅基地和闲置

农房“双激活”3.0版。截至去年底，全市累

计引入盘活项目 7476 个、吸引社会资本

132.2亿元。在新昌县回山镇高湾村，当地

村民探索以房入股模式，实施空旧房民宿

改造，村民占35%股份，除了每个月保底收

益 4000 元，每户还能分红 3000 多元；在嵊

州市里南、雅璜等乡镇，当地通过引入连锁

民宿，把泥墙房盘活成精美避暑房，让废弃

土房化身为咖啡馆、茶水吧；在诸暨市枫桥

镇新择湖村，当地通过“原乡谷”项目盘活

8处闲置农房，打造休闲旅游综合体。

在多重活权方面，各试点地区也作了不

少探索。2023年5月，龙港市华中社区居民

冯世恩收到一笔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15万

元，这是龙港市自2022年9月实施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建缴住房公积金制度后发放的首

笔贷款，标志着该市农民住房公积金制度改

革正式落地生效。“这个政策让我们农民享

受到了与企事业单位职工一样的公积金贷

款利率，很划算。”冯世恩高兴地说。

“新房子还没开始建设，这笔20万元10

年期的贷款就先到账了，解了我的燃眉之

急。而且可以像商品房抵押贷款一样分期

还款。”2023年4月，义乌市后宅街道全备村

村民方永军拿到了建行省分行在义乌市发

放的全省首笔农村宅基地资格权权益质押

贷款。该贷款项目是在不改变宅基地所有

权性质的前提下，以农村宅基地资格权权益

作为质押，向权益人发放的贷款。最高贷款

金额可达100万元，最长期限15年，利率参

照住房贷款执行，低至3.8%。

记者了解到，在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

革中，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指导各试点地区因

地制宜，开展多项实践探索，先后探索出多个

“全国率先”：率先在市县两级专设宅基地管

理处（科），率先在地市级层面制定宅基地资

格权人认定办法，率先探索宅基地和房屋使

用权“一房两证”登记……接下来，我省将指导

各试点地区充分运用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试点成果，为和美乡村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

更好推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浙江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