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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人大评议为契机推动工作发展

最大程度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便利

启动15个城镇低效用地
再开发项目（区）

根据《淄博市人大常委会
2021年评议工作方案》要求，
淄博市人大常委会对每个评
议部门选择确定了2至3个突
出问题作为年度整改重点。
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重
点整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突
破用地保障瓶颈，解决工业用
地低效利用问题”。

作为老工业城市，淄博市
历史上设立的工业用地多，但
开发利用比较粗放，节约集约
利用程度不高。“一方面是工
业用地低效利用，一方面是新
增建设用地指标使用限制条
件多，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突
破用地保障瓶颈、解决工业用
地低效利用问题，就成为社会
各界关注的热点。”淄博市人
大城环委工作室二级调研员
刘蓬说。

对此，淄博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镇
江表示，该局将人大专项工作
评议重点问题整改与年度工
作目标任务相结合，从积极做
好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保障工
作、切实做好土地征收成片开
发方案审查报批工作、加大批
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力度、
积极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
发四方面，着力突破用地保障
瓶颈，全力解决工业用地低效
利用问题。

在积极推进城镇低效用
地再开发方面，专班推进城镇
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印发了
实施方案，全面推进工作落
实。截至目前，已完成摸底调
查和初步认定工作，并启动项
目区15个，面积4652.25亩。
向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推荐上
报了博山产业新城引擎区、陶
琉古镇项目等5个城镇低效用
地再开发示范区域（项目），其
中陶琉古镇项目被作为第一
批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示范

项目典型进行了通报。
5月25日，在位于淄博市

博山区的陶琉古镇项目区现
场，记者了解到，此前，陶琉古
镇及其周边有废弃古圆窑13
座、陶琉企业厂房5000平方米
及老旧居民住房，厂区荒废，
周边房屋陈旧、入住率低，土
地利用率低下。经考察调研，
决定按照因地制宜、修旧如旧
的原则，对古窑、老厂房进行
保护性开发，对传统历史街区
进行升级改造，将工业遗存与
文旅产业有机融合。

“该项目以古窑村保护为
核心，采取修缮、保护等措施
对古窑村进行保护性开发，依
托原有建筑，建设度假酒店、
民宿、美食、地方艺术品收藏
博物馆等，原汁原味保留了以
陶瓷、琉璃加工为背景的生
产、生活、文化印记，具有鲜明
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淄
博市博山区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中心主任、颜神古镇项目服
务负责人吴宁宁介绍，项目建
成后，预计游客数量年均200
万人次，产生旅游销售收入约
3亿元至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5000个，年增加地方政府税收
3000万元至5000万元，大力
推进博山旅游业、餐饮业、农
特产品销售、地方民俗产业发
展，有效拉动地方经济。

在淄博市博山区白塔镇
海眼—国家片区同样面对新
增建设用地减少、存量建设用
地闲置低效的实际问题，在做
好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淄博市
博山区将该片区确定为博山
区产业新城引擎项目，对海
眼—国家片区进行拆迁整治，
重点发展高效工业园区、物流
园区，并完善高架桥等基础设
施建设。不久的将来，这里将
成为集物流枢纽产业城、汽车
零部件智造产业园等功能与
一体的综合园区。

“通过积极盘活闲置低效
土地，既解决了新增建设用地

减少限制发展、存量建设用地
较多资源浪费问题，又以较低
代价促进了经济发展、保障了
民生，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得到有效提升。”采访中，淄博
市博山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主任、白塔镇党委书记孙胜晖
表示。

6月底实现不动产登记
与水电气热联动办理

针对人大专项评议期间
反映出来的“全面提升不动产
登记服务水平、推动民生项目
落地实施问题”，刘蓬告诉记
者，2021年淄博市人大常委会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
以12345政务服务热线大数据
为主体，依法强化对市政府部
门监督的新机制。“淄博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第二个年
度整改重点问题‘全面提升不
动产登记服务水平，推动民生
项目落地落实’就是从12345
大数据分析而来。”

李镇江表示，针对这个问
题，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高度重视，创新性地推出了

“交房即交证”模式，主动对接
有条件的开发企业，进一步推
行新建商品房“交房即交证”
模式。截至目前，张店区翡翠
书院小区、淄川区上湖御园三
期、沂源县大源印象西台项
目、桓台县荷塘月色项目、文
昌湖区中梁壹号院项目均实
现了新建商品房“交房即交
证”。同时，大力推行“交地即
发证”模式，博山区双龙石油
有限公司用地、高青县田镇街
道和平街居民委员会用地、临
淄区山东爱特云翔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用地均实现了“交地
即办证”；博山区“交地即发
证”已成为常态化业务办理。

在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方
面，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印发了《关于国有划拨土地上

城镇住房土地出让金缴纳和
不动产登记等有关问题的通
知》，明确了国有土地划拨转
出让业务中土地出让金计算
办法及缴纳标准、土地使用权
出让终止年期调整确定、旧村
改造项目供地方式等具体要
求。自该通知4月2日印发以
来，为淄博市1332户产权人办
理了不动产登记业务，有效推
动了历史遗留问题化解。

“淄博市人大常委会专项
调研组，对部门工作进行调研
时发现，省‘一网通办’平台已
经实现了网上办理不动产转
移登记、网上缴纳税费，但未
开通水电气网上协同过户业
务，没有给群众提供更好的房
屋过户登记便利条件。”刘蓬
介绍。

对于淄博市人大常委会
专项调研组提出的这一问题，
自3月中旬以来，淄博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召集相关部门
多次召开不动产登记与水电
气热联动办理工作协调会，明
确了水电气热企业对接淄博
市大数据平台的时间节点。
力求实现不动产登记和水电
气过户网上“一窗申请”、协同
办理，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达到“上一网、进一门、
到一窗、跑一次”的工作目标。
目前该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预计6月底正式运行，在淄博
市推广。

“下一步，在淄博市人大
常委会专项工作评议的推动
下，我们将持续推进重点问题
整改见行见效，推动评议工作
走深走实，全面打造‘知识型、
技术型、创新型、专业化’干部
队伍，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效
率，为淄博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采访中，
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
组书记、局长汪德法表示。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马冠群 通讯员
巨荣俊 张灿

2月26日，淄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票决确定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第一批次专项工作被评议部门。3月
25日，淄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第八十九次会议研究通过了2021年第一批次被评议部门突出问题及整改方案。近日，为确保高
效务实地推动专项工作评议第一批次被评议部门突出问题整改落实到位，淄博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新闻媒体对第一批次被评议的淄
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了集中采访。

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淄博市人大常委会专项评议重点问题整改，与年度工作目标任务相结合、与转变工作作风和提高
办事效率相结合、与更好为人民服务相结合，全面改进工作。通过加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预支、加大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推
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等措施，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淄博市重大、重点建设项目落地。积极破解国有划拨土地不动产
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推行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热联动办理，推动实现“交房即交证”，最大程度地为企业和群众办事提供便利，提
高满意度。

淄博6月3日讯 6月3日，记者
从淄博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自
2021年夏播开始，淄博市将力争在
2023年夏收结束时创建完成首批5
个吨粮镇（临淄区2个，高青县3个）
和1个吨粮县（桓台县）。

淄博市将通过集约项目、集成
技术、集中投入，全力推进吨粮镇、
吨粮县创建，自2021年夏播开始到
2023年夏收结束，力争首批建成5
个吨粮镇（临淄区2个，高青县3个）
和1个吨粮县（桓台县），桓台县在巩
固稳定吨粮县的基础上，突出打造
粮食绿色高质稳产吨粮县；到2025
年，全市吨粮镇达到10个（临淄区4
个，高青县6个），吨粮县1个（桓台
县），桓台县完成粮食绿色高质稳产
吨粮县建设，实现粮食生产绿色可
持续发展，临淄区、高青县要积极开
展吨粮县创建。

创建镇、县小麦和玉米（或其他
秋粮）两季平均单产之和在1000公
斤以上（吨粮镇以相关专家测产为
依据，吨粮县以统计部门数据为依
据），视为达到吨粮标准。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将成立由局
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稳定发展粮
食生产工作专班，统筹抓好吨粮镇、
吨粮县创建及粮食生产各项工作。
同时成立专家指导组，负责做好吨
粮创建的技术指导服务等工作。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波

淄博2023年将创建
1个吨粮县5个吨粮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