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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阴，东北风2～3级，-6～5℃ /
3日，多云转晴，南风转西南风2～3级，-6～8℃ /
4日，晴间多云，南风2～3级，-5～11℃ /

盘活闲置、低效用地给临淄
带来的远不止这些。

目前，临淄区还打造“亩产
效益”评价体系。“亩产效益”评
价指标包括省定评价指标、区定
评价指标、综合素质项目及加分
项。其中，省定评价指标包括单
位用地税收、单位能耗、销售收
入、单位污染物排放销售收入、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全员劳动
生产率；区定评价指标包括亩均
工业增加值、亩均销售收入；综
合素质项目及加分项包括安全
生产标准化、节能减排、排放量、
发明专利、各类标准、行业排名
等。根据评价结果，对不同企业
在用地、用电、用气、用水、用能、
融资、排放、错峰生产等方面实

行差别化管理等。
如今，通过以“亩产论英雄”

“创新论高低”“环境论好坏”“安
全论存亡”为导向的资源要素差
别化配置机制，推动了各类资源
要素向高效益、高产出、高技术、
高成长性领域集聚，倒逼低效落
后产能改造升级和市场出清。

临淄区自然资源局党组书
记、局长朱冰表示，为实现经济
发展与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互动
双赢，临淄区抓好自然资源转型
工程，按照“增存挂钩”政策，实
施要素跟着项目走，努力保障产
业及民生项目用地。此外，通过
实行“标准地”模式供地、供后监
管和“亩产效益”评价，探索推行

“新兴产业用地M0”、“腾笼换

凤”、标准化厂房建设和“零地技
改”等存量用地开发模式，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取得了一定成效。

下一步，临淄将合理安排供
地空间布局，通过优化土地供应
流程、简化土地供应审批手续、
严格规范土地供应机制等多项
举措，确保土地供应工作稳步推
进，实现土地供应率达到95%以
上，坚定不移地培育临淄特色自
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新标准、
新成绩、新方法”，全面实现自然
资源节约集约的总体布局，打造
全省乃至全国的自然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示范模板。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吉宝 李鸿斐 通讯
员 王德章

临临淄淄为为啥啥盘盘活活这这些些地地？？
1月19日，自然资源部公布的首批全国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入围名单中，淄博市

临淄区榜上有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临淄之所以入围这个名单，关键在于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的实践探索中，通过严控增量盘活

存量，打造节地新模式。其中2022年，临淄区盘活存量低效用地1528亩。

土地是城市发展的“生命
线”，项目要落地，土地是保障，
但土地的利用却有高效和低质
之分。

作为淄博的经济强区，临淄
区重点项目数量多、体量大。数
据显示，2023年临淄区新谋划重
大项目151个，总投资1206.2亿
元，土地需求较大。

临淄区按照“政策引导、市
场运作、效率优先、循序渐进”等
原则进行土地盘活利用，鼓励企
业创立新型服务孵化平台，实施

“腾笼换凤”工程，不断盘活闲
置、低效用地为高效优质用地，
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

临淄区金银谷创业园前身
为原山东伯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的蛋白纤维项目，占地总面积
164亩，原计划建设8个生产车
间，由于项目受资金和市场形势
影响，无法继续建设，造成土地
资源闲置。根据相关部署，金银
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接该项
目后，进行了园区“投融建管”体
制创新探索，对园区进行了全方
位规划，由传统工业园变为立体
布局后实际占地仅100亩，节约
用地64亩，提高了土地利用率的
同时，也为企业节约了投资成
本，进一步促进了工业项目落地
投产，形成了良性循环。

临淄区还打造了集智能视
频云服务基地和新一代信息技
术集聚的产业园区，推行“新兴
产业用地M0”模式。该模式下，

以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为主，充分
发挥数据中心基建项目“一业带
百业”能力，开展数据中心产业
全链条招商引资，积极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

此外，临淄区按照“一地一
策”原则，切实盘活“三未”（批而
未供、供而未用、用而未尽）土
地。成立土地供应工作专班，对
2009年以来的“三未”土地建立

“一地一策”台账，逐宗调查核实
位置、面积、现状、权属、形成原
因等，并按照“应供、尽供、尽用、
用好”原则分类施策。2009年至
2018年，临淄区批而未供土地供
地率达97.17%，列全市第一名。
2020年至今，临淄区共处置“三
未”土地106宗，面积2601.29亩。

实施“腾笼换凤”工程、推行“新兴产业用地M0”模式、盘活“三未”土地

土地利用变“低质”为“高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事前定标准、事中作承诺、事后强监管

“标准地”模式供地 实现“有项目即落地”

土地利用率都比较高，但
“亩产效益”也有高低之分。为
此，临淄区积极探索“标准地”供
地模式。

“标准地”模式供地，即以
“标准地”设置的固定资产投资
强度等5项指标作为项目供地的
前置条件；结合园区产业准入、
功能区划和区域评估等实际情
况，按照“事前定标准、事中作承
诺、事后强监管”的要求，统筹推
进有序出让、弹性年期出让、租
赁、先租后让等多种供应方式，

鼓励企业建设标准化厂房出租，
以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推进项目
用地高效利用。

“标准地”打破了原来“先有
项目后找地”的招商方式，实现
要素市场化配置。实行“标准
地”模式供地，既有利于优化全
区产业布局，又能进一步加快产
业集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自
2020年8月至今，临淄区共采用

“标准地”模式出让土地21宗，面
积2819.05亩。

为做好“标准地”土地供后

的监管，临淄区建立动态巡查机
制，对是否按照批准的土地用途
使用土地、是否按照要求设置用
地信息公示牌、是否及时缴纳土
地价款、是否按要求提交开竣工
申报书或按约定的开竣工期限
内开竣工、是否构成闲置土地等
进行全面监管。截至目前，临淄
区已监管开竣工土地573宗，面
积30861.75亩，由于监管到位，
未生成闲置土地。

以“亩产论英雄”“创新论高低”“环境论好坏”“安全论存亡”

聚焦“亩产效益”为未来发展“留白”

亩，

获评全国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
能享受哪些支持政策？

■ 相关链接

2022年9月，全国自然资
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
工作正式启动，旨在探索节
约集约模式创新、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形成
地方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机制和制度经验。推动节约
土地、减量用地，优化土地利
用结构和布局，加大存量土
地盘活利用力度，提升用地
强度和效率；推动降低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损失，减少矿
产资源消耗，降低单位GDP
矿产资源消耗。

获评示范县（市）在示范
周期内享受多项支持政策：
优先选取示范县（市）作为自
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模式、
技术、政策、机制的创新试
点；优先支持示范县（市）开
展国家级绿色矿山建设；支
持示范县（市）优先盘活利用
城镇低效用地，开展城镇低
效用地认定，结合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编制城镇低效用地
再开发专项规划，对2009年
以前已经形成并经第二次全
国土地调查确定为建设用
地，但尚未取得合法用地手
续的历史遗留建设用地，在
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已与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户签订
并落实征地协议，未因征地
补偿安置等问题引发纠纷、
迄今被征地农民无不同意见
等条件下，依法依规落实处
理（处罚）措施，按照用地行
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办理土
地转用征收手续和土地供应
手续；支持示范县（市）申报
生态保护修复相关工程项
目，鼓励示范县（市）开展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按照
要求将符合条件的乡（镇）纳
入试点范围，依法依规按要
求规范实施；组织部属相关
单位对示范县（市）重大建设
项目的用海用岛服务及监管
等工作开展专项指导，协助
地方做好各项工作；省级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在生态修复
治理等资金分配、用地指标
安排、重大项目落地等方面，
对 示 范 县（市）给 予 优 先
支持。

首批（约300个）认定的
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
（市），示范期为2023年—
2025年，示范期满自动退出。
2025年将认定第二批自然资
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

据《中国自然资源报》

标准化厂房

“零地技改”项目

齐鲁化工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