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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上海耀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简介
上海耀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劳务建筑公

司，于2020年成立，主营建筑劳务分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

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消防设施工程、施工专业作业等。

联系方式：021-51096368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肖塘路255弄10号1层

“标准地”改革开启“四川模式”
以“亩均论英雄”深化“放管服”改革，“标准地+承诺制”使企业“拿地即可开工”，

减负提效，营造便利工程建设环境

既 让 青 山 常 绿 也 让 林 农 得 利
福建三明市以电力赋能“网”住绿水青山，促进笋干向环保行业发展，

用新技术助力乡村振兴，增加百姓收入

上海加快打造超大城市乡村别样风景
通过“地流通”“钱进村”创建特色品牌乡村

本报讯 上海近日发布

乡村振兴新一轮发展目标，将

进一步发挥超大城市乡村功

能，增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积极探索有效实现形式和路

径，使乡村成为城市核心功能

重要承载地以及提升城市能

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

上海正在加快建设一批

“颜值高、生态优、产业强、服务

全、农民富”的特色品牌乡村，

打造超大城市乡村别样风景。

金山区在土地改革上分类施

策，稳妥打开“地流通”渠道。

除了激活农用地效能，坚持大

宗农业做大规模、小宗农业做

优品质、新兴农业做高价值之

外，还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房

使用权，出台促进民宿业发展

政策，盘活村民或村集体闲置

房屋15万平方米，山阳镇、廊

下镇的民宿集群已让当地农民

尝到财产性增收的甜头。

沪郊还探索“自住1套+

委托运营1套”的农民相对集

中居住方式，农户可获得委托

运营的租金。在吕巷镇和平

村，已完成集中居住首批村民

签约，集中居住区南北两面邻

水，西侧紧贴区域绿化带，景

观条件优越。村里引进相关

经营主体和机构，由村民委托

其运营“非自住”的一套房，村

民的居住空间与乡村民宿的

文旅空间逐步融合互动。

沪郊还在资金投入上多

管齐下，畅通“钱进村”渠道，

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

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

元投入格局。比如，金山区与

相关企业集团合作，探索形成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入股模

式，盘活朱泾镇待泾村“点状”

土地99宗，实现村集体每年保

底分红收入200万元，促进当

地村民增收。 （李 荣）

□ 本报记者 王 进

□ 朱 婷

立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放管服”改革，四川省

政府办公厅3月4日向全省印

发的《关于推行工业用地“标准

地”改革的通知》日前正式实

施。四川省以“事前定标准、事

中作承诺、事后强监管”为要

求，探索实施节约集约用地新

模式，旨在进一步推进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

工业用地“标准地”，是指

政府统一组织实行区域评估，

以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亩均税

收、开发强度为主要指标，对工

业用地进行细化分类。企业可

根据各工业用地的使用要求和

标准参与竞标和完成建设，提

高企业生产和部门验收效率，

促进工业部门高效高质发展。

在工业用地标准化下，企业对

于地块的竞标更加透明、流程

更加明确、使用更加规范。此

次四川探索实施的“标准地”改

革其中一大看点在于“标准地+

承诺制”，该措施可使企业“拿

地即可开工”，将最大限度节省

工业企业拿地时间，进一步减

负提效。

明确用地标准
区域评估指标化

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细

化分工和生产标准的制定，生

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进

入互联网时代，“标准化”的互

联网思维更加深刻地影响着

现代管理方式。“标准地”改革

的核心就在于明确用地标准，

根据审核指标，为土地贴上

“标签”。这一过程首先需要

详细合理的指标体系，除固定

的主干指标外，还需结合本地

产业准入、功能区划和区域评

估要求设立地方性特色指标，

同时指标体系还应根据经济

发展等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

整完善。

2020 年，四川在邛崃、雅

安、广元等市进行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主要针对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和服务

模式进行重塑，破解投资项目

审批手续多、耗时长、花费多

等堵点、痛点、难点问题。作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点

措施，四川此次工业用地“标

准地”改革模式与之有异曲同

工之处，重点仍在健全指标体

系、简化审批流程，让程序更

加适应产业的变化和发展，实

现多方共赢。

对于各级人民政府和园区

管理机构而言，工业用地“标准

地”改革让土地分类更加细化，

提高管理效率；对于用地企业

而言，标准化的供应公告利于

企业将自身需求与土地指标对

标，提高申请效率；对于监管部

门和群众而言，清晰的标准更

容易度量程序是否符合规范，

提高监管效率。

事实上，四川在正式实施

这一改革新模式之前已在遂宁

市“试水”。2019年至今，遂宁

全市共出让五宗“标准地”。改

革前，人们等待观望；改革后，

企业纷至沓来到遂宁投资。究

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该市通

过“标准地”改革新举措，将企

业拿地开工周期从之前的6个

月左右缩短到了现在的5个工

作日，仅开工时间就节省了近

6个月。“早一个月开工就能增

加500万元以上的收入。”2020

年在遂宁拿到一宗“标准地”项

目的四川冠佑实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这样说。

简化审批流程
管理监察一体化

自全国推进“放管服”改革

之后，2016年国务院提出“一

号、一窗、一网”的建设目标。

工业用地“标准地”改革作为深

化“放管服”改革的一部分，在

审批服务方面，将实行“一窗受

理”服务模式，即“前台综合受

理、后台分类办理、材料网上流

转、窗口统一出件”的一体化管

理模式。同此前四川攀枝花市

企业注册登记“一窗通办、一网

通行”模式一样，按照四川工业

用地标准化改革新模式，企业

工业用地申报材料将集中上传

在线审批平台，进行在线并联

审批、统计分析和监督管理。

在审批制度方面，四川将

对部分工程项目实行“告知承

诺制”，此类项目在作出书面承

诺并完成公示后，审批部门可

直接作出审批决定；带建设工

程设计方案的“标准地”项目，

审批部门可直接作出审批决

定。此举将大大提高工程审批

效率，促进企业工程进度、工业

用地流转速度加快，最大限度

减轻企业负担。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

而难于法必行之。审批制度

的简化需要有力的监管措施

做支撑。为此，四川工业用地

“标准地”改革在监管措施上

强调协同监管。按照“谁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完善

工业用地“标准地”事中事后监

管体系，在管理中实行监督、在

监督中优化管理。对未按规定

履行承诺的，将依法追究申请

人的相应责任，真正做到权责

一体、追责到人，从制度上保障

工业用地“标准地”工程申请人

建设中依法负责、建设后依规

担责。

强化组织配合
改革措施协作化

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

身，各部门间的信息通畅程度、

协调配合程度直接影响到改革

措施的落地执行。四川工业用

地“标准地”改革在组织领导上

注重上下联动、左右协调，各部

门之间实行信息共享，力求改

革举措在各相关部门之间互联

互通。同时，还强调要发挥改

革的叠加效益，推动工业用地

“标准地”改革与多审合一、多

验合一、多测合一以及容缺审

批、承诺告知等行政审批制度

相结合，切实提高建设项目审

批效率。

工业用地“标准地”改革

将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激发

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促进

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根据目标规划，2021年

6月底前，四川将在有条件的

省级及以上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区及

省级新区、中国（四川）自由贸

易试验区先行实施工业用地

“标准地”供应；2022年，全省

园区新增工业用地 30%以上

采取“标准地”供应；2023年，

园区全面推行新增工业用地

“标准地”供应。这就意味着，

在未来，工业用地从土地类型

划分到企业申报利用都将全

面按标执行，真正做到高效、

公开、简化、透明。

□ 郑丽萍 唐 伟

近日，走进福建省三明市

永安国有林场，绿树成荫、野

花盛开、鸟鸣阵阵……一片片

森林给山岭穿上了厚厚的绿

装，举目望去，“绿涛”起伏，无

边无际。

在高耸参天的树木中间，

一条架空的电力线路走廊横穿

林场。油茶树、脐橙、杨梅……

走廊里种植的各类矮杆经济作

物，与旁边粗壮的树木迥然不

同，形成了一条独特的绿色“经

济带”。

“这是为供电线路打造

的一条电力线路走廊安全

带。”国网永安市供电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2017年1月，

国网永安市供电公司积极与

永安国有林场等林权单位协

商，建成了一条 10.3 公里的

电力线路走廊安全带，目前

走廊内种植经济作物面积达

92亩。

植被置换 多方共赢

据国网三明供电公司副总

工程师兼运检部主任林金树介

绍，以前线路走廊内多为桉树、

松树等高杆树种，不仅影响高

压线路架设，且易造成山火，存

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公司每年

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清砍走廊

内的树木，既不利于森林资源

保护，也与绿色发展的理念背

道而驰。

如何平衡这一矛盾？从

2017年起，国网三明供电公司

采用“1+N”模式开展植物置换

建设，全面推进地区电力线路

走廊下方植被置换工作，将走

廊下方松树、桉树等高杆植物

置换成有一定防火功能的矮杆

经济树种，确保线路安全运

行。截至2020年，全地区已完

成植被置换面积达707.1亩。

“结合当地环境，在电力线

路下方引导林农改种低矮的具

有高经济价值作物，既减少电

网运行风险，又降低森林火灾

风险，同时能增加林农的经济

收入，实现了多方共赢的局

面。”林金树说，通过植被置换，

这些绿色“经济带”每年可带来

每亩2万元的收益。

如今，树与线之间的矛盾

逐渐破解，隐患逐步消除，电力

线路走廊成为光明线、致富线、

生态线，成为助力三明市深化

林改的一个生动实践。

以电代柴 绿色环保

电力赋能绿水青山，百姓

追求美好生活的电力需求是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

永安竹农陈家德来说，烤笋

“以电代柴”，就是给予他的最

大益处。

“相比传统方法烤笋，用电

烤笋省时省力，告别了烟熏火

燎，也解放了劳动力。只要将

笋往里一放，就可以做别的事

情了。”笋干是当地百姓的主要

产业之一，陈家德对此深有体

会，“以前，村民烤笋用的是薪

柴，为了烤笋从年前就要开始

砍柴，一到烤笋季节每家每户

的院子里干柴堆得跟小山包

一样。”

永安市竹林面积 102 万

亩，年生产笋干近3100吨，若

以传统的薪柴烤制，年消耗薪

柴达1.53万吨，相当于2000亩

林地的森林资源。“每吨干制品

笋干大概需烧薪柴约8立方米，

年需烧柴近2万多立方米。”有

着多年烤笋经验的陈家德掐着

手指算了算。

为促进笋干朝着绿色环保

行业发展，2014年10月，三明

市供电部门推广“以电代柴”

笋干生产工艺，对永安西洋、

上坪、曹远等乡镇电网进行增

容改造，及时满足笋农的用电

需求。

“‘以电代柴’生产工艺的

推广，不仅大大减少了森林砍

伐，每年还可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达280多吨。”国网三明供电

公司营销部党支部书记郑贵亮

说。这项工艺逐步推广不仅呵

护了绿水青山，小竹笋也成为

百姓增收的绿色“摇钱树”。

这是三明市供电部门推行

乡村电气化工程的一个缩影。

2014年3月，该市全面实施乡

村电气化提升工程，通过改造

升级农村电网、提高农村供电

服务水平、推广电能替代技术

等方式，提升农业生产、乡村产

业、农村生活电气化水平。尤

溪烤茶籽、大田烤兔、建宁烤

莲、宁化烤烟……围绕“一县一

特色”目标，三明市供电部门

用新技术助力乡村振兴，从本

源上既让青山常绿，也让林农

得利。

“相比传统烤笋，现在每斤

干笋只需约 1 度电，价格是

0.575元，用电烤笋每公斤成本

可降低三四元。”陈家德说，“用

电烤笋不焦、不长白屑，不仅提

高了笋干品质，更重要的是保

护了生态环境。”

河北开展“十大行动”创建一流营商环境
探索实施一批突破性、引领性改革举措

本报讯 河北省优化营

商环境领导小组日前印发

《2021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

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

提出将在商事制度、投资审

批、政务服务、新型监管、法治

保障等领域取得更大突破，力

争使河北省营商环境进入全

国一流行列。

《工作要点》提出，以最大

程度满足市场主体需求为根

本导向，以国际国内一流水平

为标杆，以开展十大专项行动

为抓手，进一步探索实施一批

突破性、引领性改革举措。开

展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加快项

目落地、提升政务效能、优化纳

税服务、提升市场监管水平、优

化招投标采购、强化要素保障、

合法权益保护、降低企业成

本、助企纾困解难等十项专项

行动，包括深化“证照分离”改

革在内的40项重点任务。

《工作要点》明确，2021

年，河北省市县三级依申请政

务服务事项实现80%“最多跑

一次”、100%网上可办（涉密

或不宜网办事项除外）、80%以

上掌上办、70%以上全程网办，

106项高频办事服务套餐全部

落地，138项高频事项实现跨

省通办，纳税缴费时间压减至

110小时以内，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超过5件,在2021年中

国营商环境评价中更多指标

成为全国标杆。

根据要求，河北省优化营

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定

期、不定期开展协调调度，推

进解决制约改革任务落实落

地的重大问题。各地各部门

主要负责人是营商环境建设

第一责任人，要亲自谋划、亲

自推动，科学制定本地本单

位具体落实举措，因地制宜

探索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

措，力争创造更多领先全国的

经验做法。 （兰 云）

吉林梅河口开通中小企业服务直通车
小微企业协会成立党支部引领企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王也报道

日前，吉林省梅河口市营商环

境中小企业服务直通车开通暨

小微企业协会党支部成立大会

召开，为小微企业发展提供服

务、引领和导航。

据梅河口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刘刚介绍，梅河口市坚

持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作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一号工程”来抓，扎实

推进“放管服”改革和“只跑一

次”改革，进一步加大服务企业

力度，拓展服务企业渠道，整合

服务企业资源，提高服务企业

效率，取得明显成效。为确保

企业发展方向不偏质量不减，

小微企业协会在市非公党建指

导服务中心指导下，成立了小

微企业协会党支部，坚持“抓党

建、聚党魂、夯基础、促团结、助

发展”工作思路，以党建引领发

展，以党建保障发展，实现了协

会党建与企业发展的有机融

合，充分发挥出了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

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

建设管理局副局长丁立涛说，

梅河口市在吉林省营商环境建

设大会之后，率先落实行动，率

先找准营商环境优化关键点，

率先采取创新举措，针对占市

场主体总量最多、对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

是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中小

企业，大胆行动、创新作为，以

非公党建为引领，开通服务直

通车，为全省营商环境建设开

了个好头。

梅河口市政务服务中心代

表中小企业服务直通车服务员

表态发言，从无缝对接、政策解

读、解困反馈、精准孵化、优质

服务五个方面作出庄严承诺。

会议还宣读了梅河口市小微企

业协会党支部成立文件和中小

企业服务直通车实施方案。

化屋旅游持续火爆化屋旅游持续火爆
有力助推乡村振有力助推乡村振兴兴

今年春节以来，贵州省毕节

市黔西县新仁苗族乡化屋村旅

游业持续火爆，当地政府因地制

宜，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秀美风

光和民族特色吸引各地游客前

来游览，有力助推乡村振兴。

图为村民在化屋村扶贫安置点

整理苗族服饰。

新华社发（范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