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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助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自然资源部关于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入推进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工作的意见》，对我国深入推进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以充分发挥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平台作用，助力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以国土空间规划为

依据的一项空间治理活动，它在一定区域范围

内，统筹推进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生态

保护修复等，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

动，优化农村地区国土空间布局，改善农村生

态环境和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是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自然资源部生态修复司司长王磊介绍，

2019年以来，自然资源部部署开展了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试点，共指导25个省实施356个以乡

镇为单元的试点，还支持了浙江宁波、广州从

化、福建泉州、广西崇爱高速公路沿线等不同

尺度的56个试点。此外，各地自行开展了892

个以乡镇为单元的试点。截至2023年底，全国

1304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累计投入资金

4488亿元，完成综合整治规模378万亩、实现

新增耕地47万亩、减少建设用地12万亩，形成

了一系列可推广、可复制的宝贵经验，在“保护

农耕肌理，留住乡韵乡愁；释放发展空间，助力

乡村振兴；修复生态基底，提升人居环境；深化

制度改革，共享土地红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已成为优化空间布局、服务乡村全面振

兴的重要平台。

此次出台的意见明确，坚持省负总责，由

省级制定实施意见或管理办法；县级统筹谋

划，合理划分实施单元；鼓励群众全过程参与，

科学编制实施方案；依法依规开展项目立项、

实施、验收等工作，落实后期管护责任，做好地

籍调查和确权登记。其中，对实施单元划分、

国土空间规划衔接、实施方案审批等提出了具

体要求，为各地开展工作提供了清晰路径。

意见还提出，在保持空间布局总体稳定的

前提下，可对土地开发利用方式进行局部微

调、统筹优化。具体而言，针对农用地集中连

片整治、建设用地整理、自然生态本底保护修

复等主要整治内容，明确了整治目标、任务、支

持政策和底线要求，并对整治工作中“三区三

线”优化微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政策运用做出详细

规定。

（杨舒）

霍邱县扈胡镇——

“明白纸”进万家 政策宣传入人心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细做实防返贫动态

监测及帮扶工作，提高村民对帮扶政策的知

晓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筑牢防返贫

保护网，做到致贫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

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近

日，六安市霍邱县扈胡镇积极组织驻村工作

队、帮扶联系人、村两委干部入户开展防止

返贫监测对象申报政策“明白纸”、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策

“明白纸”张贴及宣传工作。

驻村工作队成员、帮扶联系人和村两委

干部逐户走访农户，将两张“明白纸”张贴在

农户家中的显眼位置。在张贴过程中，再详

细向农户介绍“明白纸”的相关内容，包括申

报条件、申报程序、现行的帮扶政策等。

在入户过程中对农户的疑问进行解答，

根据农户家庭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应纳入监

测，并提出针对性的帮扶措施，落实相关政

策。对不在家的农户，积极利用微信、电话

等方式进行宣传，确保政策宣传到位。

据统计，扈胡镇已组织各村张贴防止返

贫监测对象申报政策“明白纸”1.5万余张，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政策“明白纸”7千余张，今年来已新识

别监测对象2户5人，帮助落实相关政策，

有效解决了群众生活难题。下一步，扈胡镇

将常态化开展防止返贫动态监测政策宣传

工作，及时落实各项政策，进一步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

（程孝孝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玉米不减产 一地双丰收 炎炎烈日下，笔者走进东至县香隅

镇花山村金耳种植基地，一座座洁白的

“智慧方舱”映入眼帘。方舱内，一排排

铝合金架整齐有序，一根根菌棒上长满

了金灿灿的“黄金花”，色泽鲜亮，煞是

喜人。

“这是我们村种植的第一批金耳，

品质好，个大饱满、营养价值高。”花山

村党总支书记檀国伟说。连日来，他忙

得脚不沾地，既要安排工人采摘即将上

市的金耳，又要抓紧时间为第二批金耳

菌棒开口催芽。

金耳是一种食、药、美容兼用菌，被

誉为菌中“燕窝”，种植周期短、产量高、

市场前景广，是名副其实的“金疙瘩”。

花山村通过前期考察、调研，今年6月引

进金耳种植技术，试种了第一批金耳。

“目前，我们种植的首批金耳全部

被订购，预计收益近3万元。”檀国伟说，

“第一批试种了两间方舱，第二批扩种

的8间方舱正处于催芽期，每年可种植

6茬至7茬，收入可观。”

高效益的背后，是智慧农业的强大

支撑。此前，花山村投资100万元建设小型“智慧

方舱”10座，配套引入食用菌恒温恒湿智慧种植设

备、物联网系统，运用5G技术为金耳生长提供优良

稳定的环境。

“方舱里的温度、湿度和光照等参数都可以通

过手机远程调控。”檀国伟打开手机，点击几下，顶

棚上的加湿器就启动喷雾为菌棒加湿。通过手机

小程序，工作人员可以远程精准调控棚内的温度、

湿度、光照，确保金耳在最佳环境中茁壮成长。为

保障“智慧方舱”用电，花山村还在屋顶铺设了光伏

发电板，为整个种植过程提供了绿色、可持续的能

源保障。

“目前我们主要供应鲜货金耳，今后还要挖掘

金耳精深加工潜力，提高产品附加值。”檀国伟说，

计划将村里的闲置厂房利用起来，打造金耳烘干工

厂，延伸深加工产业链条。 （徐建 赵玲玲）

本报讯 近日，六安市霍邱县临淮岗镇八里棚

村发动村“两委”成员、志愿者、公益岗位工作人员

深入各村民组积极开展环境集中整治活动，确保村

内环境整洁有序。

行动中，八里棚村严格按照城乡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要求，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同时，按照网格

化管理分工，在全村设立10个网格小组，明晰每个

网格小组的职责范围及整治标准，重点针对道路清

理、房前屋后乱堆乱放、卫生死角等问题进行全面

整治，坚决不留一个死角。

连日来，八里棚村在大力整治人居环境的基础

上，利用村民组长、网格员、村广播、村宣传栏、发放

宣传纸等方式，引导群众树立主人翁意识，提升了

广大群众对改善人居环境的认同感，让群众自觉养

成良好卫生习惯，营造出“干净卫生、整洁有序、环

境美丽”的良好氛围，助力乡村振兴。 （田徐）

清理卫生死角
整治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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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主办，安徽

省、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委）

绿色优质农产品工作机构共同承办的2024

年长三角绿色优质农产品推广周活动在杭

州市举办。活动以“绿色·共享·对接·合作”

为主题，旨在通过开展产销商洽谈合作、产

销专题推介和产品品鉴推广等专项活动，促

进长三角绿色优质农产品资源共用、市场共

建、品牌共铸、经验共享。

活动区域总面积4500平方米，汇聚了长

三角“三省一市”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主体

176家、产品570余款。其中，安徽省58家、产

品超300种，涵盖了粮食、油料、蔬菜、果品、功

能性食品等14个大类。既有传承经典的“历

史”名品，如太平猴魁、符离集烧鸡等；也不乏

创新融合的“新质”产品，如霍山石斛饮、红酒

法式鹅肝等；还有不少当季翘楚的“热门爆

品”，如詹氏山核桃、黄营灵枣等，吸引了不少

采购商和消费者驻足洽谈、品鉴。

此次活动邀请了盒马、京东、邮政等全

国重点终端零售企业和餐饮、酒店、物流、社

区团购等近百家采购商代表，与绿色优质农

产品生产经营主体面对面开展洽谈、对接、

合作，并针对三省一市的特色产品举办了4

场专场推介。据统计，本次推广周活动现场

达成采购协议 145 个，意向合作金额达

4687.3万元。 （许昊杰）

长三角绿色优质农产品推广周启动

本报讯 为实现“玉米不减产，一地双

丰收”的粮食安全生产目标，近两个月，六

安市霍邱县临淮岗镇甘花园村两委积极

谋划姜家湖1号充填区种植问题，确保高

质量完成300亩种植任务，保证村集体稳

产增收。

今年甘花园村集体收回姜家湖内1号

填充区300亩，并引进鲜食大豆、玉米新品

种进行试种。据预算，大豆亩产量约300

斤，亩纯利润600元左右，收入可观。“今年

我们村集体搞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改单一的

作物种植为高低作物搭配的复合种植，充分

发挥地势优势，协同增产，我们心里很踏实，

对秋季粮食稳产增收也很有信心！”农户们

激动地说。

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下一步，临

淮岗镇甘花园村将持续推进一体化种植模

式，同步推进粮食安全、生态保护推动产业

升级，积极向有关部门申请农作物种植的全

程技术指导，深入田间地头，增加村集体收

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田娜）

葡萄熟了客自来

8月19日，合肥市庐

江县盛桥镇彩虹葡萄园

里硕果累累，前来体验采

摘 乐 趣 的 游 客 络 绎 不

绝。 近年来，盛桥镇积

极发展“金品果蔬＋乡村

旅游”战略，鼓励果蔬家

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大力

发展现代农业和休闲观

光产业，因地制宜种植葡

萄、樱桃、草莓、猕猴桃、

火龙果等精品果蔬，吸引

城乡游客前来开展乡村

体验游活动。

巢志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