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 2016年6月4日 星期六 3

5月27日一大早，湖北省宜城市流水
镇黄冲村六组村民肖龙就接到银行的电
话，他申请的8万元贷款当天就能到账。

肖龙以前在深圳务工，但因工作时间
不固定、在外生活不便等，让他有了回乡
买台挖掘机自己揽活的想法。但由于没
有抵押物，短缺的七八万元资金一直没有
着落。“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情况不一样
了。”肖龙告诉记者，听说家乡实行宅基地
改革的消息后，他马上赶回来将250多平
方米的房子抵押给银行，顺利地贷到了
钱。拿到贷款的肖龙兴奋地说，这几天就
去把挖掘机买回来，自己当老板。

去年 3月，宜城市被列为全国农村宅
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市。宅基地改革，首
先要摸清家底。宜城组织近 500 名干部
深入到农村的每家每户摸清情况。据统

计，全市农村有 10.66 万农户，其中宅基
地超占的达 8.63 万户，占 81%。此外，还
有一户多宅、有户无宅、违规建房和擅改
用途等情况。宜城农村共有闲置宅基地、
一户多宅占用地及村内闲置地约 8万亩，
占农村居民用地总面积的50%。

宜城市委书记李诗说，通过统筹整
治，全市可望新增耕地 5 万亩以上。这
5 万亩土地如果全部复垦，按每亩每年
2000 元的收入计算，可以增收 1 亿元，
宜城农民每年人均增收 263 元。通过宅
基地改革和土地综合整治，宜城市可提
供土地增减挂钩周转指标 5 万亩，按每
亩 5 万元计算，预计带来收益 25 亿元
以上。

家底摸清楚后，设计改革方案是关
键。李诗介绍说，宜城市从有偿使用入
手，提出“分段＋调节”办法，依据城区、
副城区、集镇(中心村)与普通村的区别，
划分每平方米 1 元至 21 元不等的基价。
宅基地面积在全省法定的 200 平方米以
下的，不收费；超过 200 平方米的，根据
超占的情况，召开村民会议,选取 0.1 至

2 的系数调节收费。同时，还探索出了宅
基地自愿退出补偿和奖励办法。

流水镇黄冲村七组村民肖涛因为老
宅子面积较大，开始对宅基地有偿使用很
是想不通，直到 5月中旬都还未缴有偿使
用费。前几天看到邻居领到不动产登记证
办理抵押贷款后，他立即找村干部一次缴
了 3年的有偿使用费 1600元。经银行评
估，他家的房子价值 16 万元，可贷款 8 万
元。肖涛告诉记者，他准备用这些钱加上
之前筹的 10多万元流转承包 90亩水库，
发展渔业养殖，一年能有13万元纯收入。

宜城市制订了宅基地改革相关的
有偿使用、自愿有偿退出、历史遗留问
题 处 理 、收 益 资 金 管 理 、回 购 资 金 管
理、村民自治实施办法等制度。目前，
宜城市 8 个试点村已有 3168 户农户交
纳 超 标 有 偿 使 用 费 近 107 万 元 ，并 有
100 多户自愿有偿退出。试点村在补
办相关手续后，预计 6 月底发放《不动
产权证书》2286 本，今年底前完成宅基
地及农房确权登记发证，确保每宗宅基
地权属清晰，为宅基地赋能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宜城市和人民银行宜城支行协调出

台了《宜城市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
点暂行办法》。人民银行宜城市支行行长
王大钊表示，在保障农民居住权的基础
上，鼓励符合条件的农民贷款，在贷款额
度、利率和期限上，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
尽量向农民倾斜；市政府设立了奖励基
金，允许宅基地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转让、
出租。建立宅基地的转让、出租、抵押等
流转机制，扩大了宅基地权能，赋予了宅
基地及农民住房财产权，保障宅基地的用
益物权。

“宅基地扩权赋能，不仅使‘沉睡的
资产’变成了‘流动的活资本’，更能够增
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宜城市市长郭静
分析说，农民利用宅基地及农房抵押贷
款，可以用于发展农业经济、扩大生产规
模和壮大家族生意；农房转让、出租，增
加农民收入；宅基地自愿退出，村集体给
予一定数额的补偿和奖励，壮大了家庭
经济；宅基地退出后复垦为耕地，交由农
民耕种后，农民获得种植收入。

湖北宜城：

宅 基 地 改 革 唤 醒“ 沉 睡 ”资 产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杨 戈 何维国

本报北京6月3日讯 记者李哲从
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
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获悉：全国人大常
委会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环境保
护法执法检查，这是首次对新修订的环
境保护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有“史上最严”之称的新环保法实
施一年多来，受到广泛关注。此次全
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环保法执法检查，
将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回应社会关切，
突出重点。通过全面检查环保法实施
情况，研究提出法律实施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和有效贯彻落实法律的建议。

此次执法检查的重点包括：政府及
相关部门环保责任落实情况；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排污许可、环境监测、环境
影响评价、环境信息公开等主要法律制
度措施落实情况；加强法律宣传教育，
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情况；大
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情况以及环保
监察执法，违法行为查处等方面采取的
措施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执法检查组拟分成 5 个小组，自 6
月开始分赴河北、山西、黑龙江、河南、
广西、贵州、云南、宁夏８个省、自治区
开展检查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委
托其他 23 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分别
对本行政区域内环保法的贯彻实施情
况进行检查。

据了解，9月将召开执法检查组第
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修改执法检查报
告。10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听取
关于检查环境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本报讯 记者马洪超报道：由中国
经济社会理事会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
联合主办的 2016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
高层论坛 6 月 2 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
届论坛以“产能合作 互利共赢”为主
题，围绕“中国—东盟境外产业园区建
设：现状与前景”和“携手打造中国—
东盟跨境电商平台”两大主题展开广泛
讨论。

与会嘉宾表示，深化中国—东盟
产能合作具有深厚基础、独特优势和
现实需求，符合彼此发展战略利益。
应遵循互利共赢原则，奉行市场运作
规则，坚持科学推进，注重突出各自
特色和比较优势，进一步深挖潜力、
深 耕 合 作 ， 提 升 产 能 合 作 层 次 和
水平。

本报讯 记者佘颖报道：高考即将来临，为确保 2016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工作安全、平稳、顺利进行，日前，教育
部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开展多项举措，全力打造“平安高考”，为考生创造温馨、公
平的考试环境。

教育部印发了 2016年《考务工作规定》，要求各地严格
进行全流程检查，规范试卷（清样）的印制、运送和保管等操
作环节。组成多个联合督查组，于 5 月下旬对各地的安全
保密情况进行了重点抽查检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已责令
限时整改。与此同时，教育部还会同有关部门陆续开展了

“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
环境”“打击替考作弊”等 4个专项行动。

本报北京6月3日讯 记者杜芳从中国气象局6月新闻
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高考期间（6月7日至9日），我国中东部
地区无明显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端午
节期间（6月9日至11日），四川南部、云贵大部、江南大部、华
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天气。

高考期间，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江
汉、江淮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8 日至 9
日，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自西向东有中到大
雨，其中四川南部、贵州中西部、广西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
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
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做好相应防范。

气象专家提示，7日及 8日，全国受降水影响区域较大，
建议考生提早出行，江南、华南、新疆南疆盆地等地天气炎
热，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9 日，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中
北部、青海东部、新疆北部、西藏中东部、浙江、海南等地受
降雨影响，道路湿滑，建议考生提前出行。

本报长春 6 月 3 日电 记者齐慧报
道：吉林省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近日
传来好消息，在灰岩地质条件下，5 月份
中铁隧道集团敞开式隧道掘进机单月掘
进 1226 米，创下全国纪录，将拓宽敞开
式隧道掘进机在山岭隧道及水利水电工
程的应用前景。

专家表示，该工程从第二松花江
丰满水库库区引水，主要解决吉林省
长春市、四平市、辽源市及所属 11 个
市、县、区的城区供水，是松辽流域水
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工程之一。引松
供水总干渠全长 110 公里，中铁隧道
集团承建的引松供水引水隧洞 4 标全
长 23 公里，采用一台直径 7.93 米的敞
开 式 隧 道 掘 进 机 掘 进 并 辅 以 钻 爆 法
施工。

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高层论坛举行
聚焦境外产业园区建设

教育部：

依 法 打 击 高 考 犯 罪 打 造“ 平 安 高 考 ”

中国气象局：

高 考 期 间 谨 防 降 雨 天 气 影 响
吉林引松供水项目创全国纪录
敞开式隧道单月掘进 1226米

厦门羽星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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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厦门）国际物

联网博览会暨高峰

论坛、“物联中国”

年度盛典在厦门举

行 ，吸 引 珠 海 、无

锡、扬州、香港等地

200 多 家 企 业

参展。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本报讯 记者许凌报道：“中阿博览会——中国（宁夏）
国际节水展览会”日前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国内及阿
拉伯地区节水技术、装备、管理等领域近 900余家企业界人
士和数十位专业学会（协会)代表参会。

本次展会共有来自全球的200余家企业参展，产品涉及
电子信息、通讯技术、仪器仪表、物联传感、工厂自动化、电气
技术、工业机器人、3D 打印等高科技领域，吸引了众多工业
制造业的相关从业人员前往洽谈合作。

中 国（宁 夏）国 际 节 水 展 览 会 举 行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3 日就
太平岛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太平岛是岛，菲律宾试图
将其定性为“岩礁”，暴露出菲方提起南海仲裁案的目的是
企图否定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及相关海洋权益。

有记者问：有外媒报道，菲律宾和仲裁庭试图将中国南
沙群岛太平岛定性为“岩礁”而不是“岛”，但据近期访问该
岛的专家和记者说，岛上淡水丰沛，植被茂盛，医疗、邮政、
能源和科研设施一应俱全，全岛一片生机勃勃。请问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国对包括太平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
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南沙群岛作为整体，拥有领
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历史上，中国渔民曾常年居住在
太平岛上，进行捕捞、挖井汲水、垦荒种植、盖房建庙、饲养禽
畜等生产生活活动。对此，中国渔民世代传承下来的“更路
薄”，以及上世纪30年代前许多西方航海志都有明确记载。

华春莹说，中国人民在太平岛的生产生活实践已充
分证明，太平岛是岛，完全能够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
经济生活。菲律宾试图将太平岛定性为“岩礁”，暴露出
其提起仲裁的目的是企图否定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及
相关海洋权益，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完全不能接受的。

外交部发言人就太平岛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教育机器人教育机器人””闪耀博览会闪耀博览会

走进广东佛山杏坛镇逢简村，苍翠的
古树下农妇正在河边洗菜，村民撑木船在
河中清理落叶⋯⋯久违的岭南水乡景象
再现，经济的发展与生态改善在佛山正日
益变得和谐共融。

佛山的绿，不仅绿在“表”，更绿在
“里”。从环境污染的“末端治理”到体制
机制的“前端推进”，从单一的环境执法、
森林围城到生态建设制度化、常态化，从
政府推动到社会共建共享⋯⋯今天的佛
山正逐步走出一条高质量的生态文明
之路。

让森林进城、下乡、上路

记者来到佛山新城滨河生态廊道，
满眼的翠绿令人心旷神怡。这条近 30 公
里长的生态廊道将佛山两大经济重心
——佛山新城与北滘镇连通。市民骑车

可以畅享沿途自然风光，令“高效率、
慢生活”成为现实。

“这是佛山‘三年城市升级计划’的
重点项目，以营造城市森林为目标，在
建设中强调发挥吸碳制氧、保土蓄水和
净化环境等生态功能，种植了 117 种乔
木和 128 种灌木，还打造了浅滩、河漫
滩等多样的生态水体形态，建成全市最
大的城市中心湿地公园。”佛山新城管
委会副主任何小坚说。

在佛山，从水道到公路，从城区到乡
村，类似佛山新城滨河生态廊道这样的
绿色景观随处可见，这是佛山多年来持
之以恒开展绿化的成果。2013 年以来，
佛山又启动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

“创森”启动以来，佛山已投入80亿
元用于绿化建设，同时不断完善森林绿
地规划体系，推动生态建设制度化、常态
化、系统化。到2015年底，佛山市域森林
覆盖率已提高到 34.81%，接近国家森林
城市35%的指标。

生态文明深入人心

在离顺德区中心 5 公里的地方有

一座“鹭园”，园子的主人，是人称“鸟叔”
的冼铨辉。16年前，他在这片杂草丛生的
荒地上种下竹林，如今这里已成为成千
上万只鹭鸟的安身之地。

在佛山，像“鸟叔”这样爱护生态、
珍惜环境的老百姓越来越多了。近年
来，佛山以“生态文化理念”引领经济社
会发展，全民营造生态文化的氛围越来
越浓。

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倡导节
约用能新风尚，佛山还广泛动员社会各
界参与节能减排降碳。近年来，佛山共举
办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公共机构能
源管理、电机能效提升、节能技术与产品
推广等各类培训班共 90 多期，参加培训
人数 5800多人次。

“原来倡导生态建设，往往是政府
唱独角戏，环保之于企业，是成本的压
力；于民众，只是锦上添花的装饰。如
今，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佛山
的生态建设正从政府向全社会转变，企
业视环保为发展机遇，民众对蓝天白云
空 前 关 注 。”佛 山 市 环 保 局 有 关 负 责
人说。

生态文化与产业融合发展

春 日 可 采 桑 养 蚕 ，夏 日 可 捕 鱼 钓
虾，四季能品尝鲜果⋯⋯在 5A 级景区
西樵山下，有这么一座生态与农业相结
合的文化旅游园区。

西樵山一直完整保留着“千顷鱼塘万
亩田”的自然生态景观，这里的近万亩桑基
鱼塘作为一种优良的生态系统，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誉为“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
典范”。近年来，西樵镇挖掘桑基鱼塘生态
养殖文化，打造了具有深厚岭南农耕文化
内涵的观光旅游区，深受珠三角游客欢迎。

活化利用特色古村落，是佛山发展
“生态文化+”模式的重要手段。在佛山，有
一大批岭南特色鲜明、文化底蕴厚重的古
村落，2014年底，佛山启动了“特色古村落
活化升级”工作，计划 2 年内将杏坛逢简
村、张槎莲塘村等30个各具特色的古村落
修复和活化起来，在保护与利用之间找到
最佳契合，既保护古村“大生态”，又挖掘其
历史文化、特色饮食、节日习俗等非物质文
化，发展休闲旅游和特色观光农业。目前，
首批13个古村落的活化工作已经完成。

从“ 末 端 治 理 ”到“ 前 端 推 进 ”
——广东佛山探索生态文明之路纪实（下）

本报记者 郑 杨 庞彩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