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10 月 14 日 星期一6 产 经

本版编辑 周 雷 祝君壁 美 编 夏 祎

耕地总量实现连续三年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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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省赣州市居民李琴经过一

年等待，终于拿到了新房钥匙。据介绍，在

各方全力推进下，今年以来，赣州市有 4000

多户业主拿到了迟到的新房钥匙。

赣州市的成果，是全国推进保交房工

作的一个缩影。今年 5 月以来，随着一系列

稳市场政策措施出台，各地因城施策，保交

房工作有序推进，取得显著成果。截至 10

月 10 日，河南、山东各已交付保交房项目超

过 24 万套，甘肃、福建、重庆交付率超七成，

江西上饶、贵州铜仁等城市交付率超八成，

湖南郴州、邵阳以及河南驻马店、四川德阳

等多个城市交付率超七成。

多方力促协调机制顺利推进

高效解决项目融资问题是推进保交房

工作的关键，需要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开

发企业等各方形成合力。

今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建立城市房地产融

资协调机制 （以下简称“协调机制”），

精准支持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通过

“国家—省—市”三级协调机制专班，集

中多部门力量，有效推动房地产项目建成

交付。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李绪先

介绍：“江西省压茬推进‘存贷挂钩’机

制，正向激励 金 融 机 构 。 根 据 保 交 房 项

目获各银行金融机构支持情况，统筹住

房公积金等各类大额资金存放，引导金

融机构一视同仁满足不同保交房项目合理

融资需求。”

上饶市政府组成了由市长任指挥长，

分管副市长任常务副指挥长，住房和城乡

建设、金融监管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

员的保交房工作指挥部，下设工作专班，实

行“每周一调度、一研判、一通报”和“半月

实地督导、每月一小结”，全面加强保交房

工作的指挥协调，着力提升各环节工作效

率。建发央著小区 247 套住宅于 6 月完成交

付，比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提前了 3 个多

月，跑出了建设交付“加速度”。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福建省金融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推出房地产融资协调

机制系统。依托福建省级融资征信平台

“金服云”，创设“政务服务+金融服务”

协调机制一体化平台，搭建项目企业、金

融机构和监管部门三方联合应用场景，实

现“房企发布融资需求—银行机构和住建

部门审核—协调机制推送—银行机构授信

投放—房企加快项目建设”全流程闭环管

理模式，破解房地产金融服务有效风险识

别难、闭环监督管理、服务效率不高等

难题。

通过该平台，各银行机构可加快调整

优化“白名单”项目贷款评审，发放管理相

关制度和程序，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快审快

放、应贷尽贷。截至 10 月 10 日，福建省已有

134 个“白名单”项目获得授信 314 亿元，118

个项目获得银行融资投放 206 亿元。

“协调机制通过搭建政银企沟通平台，

帮助房地产项目和金融机构实现精准有效

对接，确保钱花在刀刃上，有效推进保交房

工作。”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介绍，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目前协调机制已经取

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银行积极支持“白名单”项目

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对推进保交房起

到了重要作用。截至目前，全国商业银行

已审批“白名单”项目超过 5700 个，审批通

过融资金额达到 1.43 万亿元。

国有大型银行继续发挥主力军作用。

截至 8 月末，中国建设银行“白名单”项目超

过 600 个，审批金额超过 1300 亿元；交通银

行副行长殷久勇日前表示，交行“白名单”

项目已累计对接 300 多个房地产项目，实际

需求超过 1000 亿元，其中超过 200 个项目已

实施投放；中国农业银行对各地推送的前

三批“白名单”项目积极支持，审批贷款对

象包括国企、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

等各类企业。

股份制银行也在积极行动。截至 8 月

31 日，光大银行已批复作为主办行的“白名

单”项目 97 个，批复金额 292 亿元，累计投放

项目 83 个，投放金额 147 亿元；今年上半年，

兴业银行通过推动项目开发销售化解风险

敞口超 29 亿元，累计投放“白名单”项目 63

笔，投放金额 255 亿元；平安银行表示，该行

将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合理需

求，积极配套相关融资。

协调机制落地见效给房地产项目带来

积极变化。在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鑫宸公

馆项目现场，开发企业代表福建迪鑫正东

启辰置业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陈尚平回

忆，去年下半年，公司项目资金告急，他们

为了筹措资金四处奔波。正在一筹莫展之

际，经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协调、考察、推

动，项目入选“白名单”，最终取得中国农业

银行授信额度 7000 万元。“这笔贷款对于我

们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极大缓解了项目

资金短缺问题。”陈尚平介绍，目前，该项目

已全部封顶，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交付使用。

全力以赴打好组合拳

保交房就是保民生，各方仍需全力以

赴把政策组合拳打好打准。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全国范围内

摸排起底，锁定了按照合同约定应该在今

年年底前交付的 396 万套住房，作为保交房

攻坚战的重点目标。

9 月 29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召开全国保交房工作

推进视频会议。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正

处于打好保交房攻坚战的关键阶段，要加

大“白名单”项目把关、推送、问题项目修复

以及贷款投放力度，切实满足房地产项目

合理融资需求，进一步推动协调机制扩围

增效，扩大“白名单”覆盖范围，确保合规房

地产项目“应进尽进”。

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

心主任陈杰认为：“协调机制及相关配套工

作的意义不应仅限于保交房，也要向提高

现房销售率、让老百姓放心安心省心舒心

买房等目标努力。”陈杰表示，要加大机制

保障和政策支持力度，让购房者能买、敢

买、愿买，住上更好的房子。

各地还需充分挖掘市场需求，多措并

举、多向发力。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

院长严跃进建议，在推动协调机制落地见

效的同时，各地应挖掘市场需求、拉动住房

销售，推动存量商品住房消化。

此外，在落实好协调机制的同时，还要

加大力度防范化解风险，打好资产质量守

卫战。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王景武表示，

将把好资产选择关，着力构建分散多元均

衡的房地产投融资结构，加大风险房企和

项目的处置出清力度，提高拨备提取比例，

做到房地产业资产质量总体稳定。交通银

行首席风险官刘建军表示，该行将落实国

家关于房地产领域的调控政策，包括保交

房、协调机制，有效推动房地产领域风险

化解。

最近，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有关负

责人表示，2021 年以来，全国耕地

总量增加 1758 万亩，连续 3 年实现

净增加，遏制了耕地持续多年减少

的态势。特别是去年，南方省份耕

地净增加 739 万亩，扭转了耕地“南

减北增”的局面。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

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耕地总量由

减到增不但意义重大，而且难度相

当高。其中最关键的难点，在于如

何协调平衡耕地保护、经济发展和

农民收益三者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

发展，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要素，为经

济发展提供了保障。但与此同时，

有些地方也出现浪费土地甚至违规

占用耕地的现象。如何在保障经济

发展的同时保护好耕地，是个难题。

提高农民收入，是关系共同富

裕和乡村振兴的大问题。因种粮比

较效益低，不少地方在农业结构调

整中种上了经济作物，但这种做法

又可能占用了耕地，威胁了粮食生

产的安全。如何既保障农民增收，

又保护好耕地，又是个难题。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

示，2019 年末全国耕地 19.18 亿亩，

与 10 年前第二次国土调查相比，耕

地减少了 1.13 亿亩。具体而言，10

年来我国耕地净流向林地 1.12 亿

亩，净流向园地 0.63 亿亩。与此同时，全国建设用地 6.13 亿亩，

较第二次国土调查增加 1.28 亿亩。曾被喻为“鱼米之乡”的我国

南方耕地锐减，传统的“南粮北运”转而成为“北粮南运”。即使

在相同耕地面积下，这种布局变化也会相应减少耕地产能。

国家要粮食，地方要发展，农民要收益，耕地总量连续三年

净增加正是综合协调了这三者的关系。首先，在保护耕地的同

时，保障经济发展的用地需求，在节约上做文章。近年来，我国

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强化建设用地规模管控和标准控制，2012

年以来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累计下降 45%。一方

面，要加快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序推进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进一步激活农村存量土地资产，保障

乡村全面振兴用地需求。另一方面要健全盘活存量土地的政策

体系。加强规划统筹，引导有序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不断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其次，立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保障农民收益，改革完善耕

地占补平衡制度。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改革完善耕地占

补平衡制度，坚持“以补定占”，将省域内稳定利用耕地净增加量

作为下一年度非农建设允许占用耕地规模上限。将耕地占补平

衡作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落实耕地

保护经济奖惩机制，让保护耕地的地方不吃亏，让保护耕地的农

民得实惠。

记者日前从农业农村部获悉，今

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执行较好，近海

渔业资源养护取得显著成效，资源衰

退趋势得到初步缓解。

近年来，渔业管理部门相继采取

多种措施来保护资源。农业农村部

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持续加大渔业

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力度。

首 先 是 优 化 调 整 伏 季 休 渔 制

度。目前，每年 5 月初至 9 月中旬，我

国在 3 个海区实行不同时长的海洋

伏季休渔，最长时间 4.5 个月。根据

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和海洋捕捞

“双控”制度，国内海洋捕捞总产量控

制在 1000 万吨以内，海洋大中型捕

捞 渔 船 数 量 控 制 在 现 有 的 5 万 艘

以内。

其次是建设海洋牧场，开展增殖

放流，加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

理。建设 169 个国家 级 海 洋 牧 场 ，

投放人工鱼礁 2000 余万空立方米，

每年增殖放流各类海洋物种 200 余

亿 尾 ，有 效 增 殖 和 修 复 近 海 渔 业

资源。

有关部门还加强海洋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保护。全国人大修订了野

生动物保护法，农业农村部实施了斑

海豹、海龟、中华白海豚等海洋旗舰

物种保护行动计划。据统计，2021

年以来，累计放流罚没、救助海龟、斑

海豹等物种 1300 多只。

“随着一系列措施持续实施，我

国 近 海 渔 业 资 源 养 护 取 得 预 期 成

效。”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局

长刘新中介绍，据科研调查监测，近

年来我国近海渔业资源量在不同年

度略有波动，但总体呈现稳定态势，

有些品种还持续向好。据统计，2018

年至 2023 年，我国近海捕捞产量稳

定在 950 万吨左右，带鱼、鳀鱼、梭子

蟹等主要经济鱼类捕捞产量保持稳

定，鲅鱼、鲳鱼、鱿鱼等捕捞产量稳中

有升，中华白海豚、斑海豹、海龟等珍

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也呈

现向好态势。

农业农村部抽样采集的捕捞信

息显示，今年开捕以来，近海渔获品

种多样，带鱼、鲐鱼等主要经济品种

捕捞产量均有提高。以南海为例，休

渔后单拖渔船日均渔获量明显增加，

其中贝类增加 9.4 倍、蟹类增加 3.7

倍，头足类增加 2.3 倍，金线鱼等鱼类

产量也有显著增加。

休渔也不是“一刀切”。在伏季

休渔期间实施特殊经济品种和 4 种

作业类型渔船专项捕捞，是海洋伏季

休渔制度的重要补充。专项捕捞的

特殊经济品种多为一年生等短生长

周期的渔业资源，生长速度快、资源

状况较好、渔汛比较集中。经科学评

估，对这些经济品种适当捕捞不会破

坏资源，还可以充分利用渔业资源、

保障优质水产品供给、促进渔民增

收、丰富老百姓的“菜篮子”。

自 2017 年开展专项捕捞以来，

伏季休渔期间专项捕捞的品种、作业

类型不断扩充，管理也更加规范，取

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刘新中介绍，

今年专项捕捞共有 9 个特殊经济品

种、4 种作业类型，许可专项捕捞渔

船 2 万多艘。据初步统计，今年海洋

伏季休渔专项捕捞产量约 40 万吨，

产值约 70 亿元，有效促进了资源保

护与合理利用，实现了水产品市场保

供、渔业增效和渔民增收。

严格执法是保障伏季休渔制度

落地的关键一环。近年来，农业农村

部、公安部、中国海警局持续联合组

织开展海洋伏季休渔专项执法行动，

严厉打击各类涉渔的违法违规活动，

加强特殊经济品种和作业类型渔船

专项捕捞执法监管，维护伏季休渔

秩序。

“我国有 300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面积，在海上执法力量有限的前提

下，我们必须抓住违法案件多、管理

难度大、社会关注度高的‘牛鼻子’，

查办一批社会影响大、关注度高、震

慑力强的大案要案，才能最大程度发

挥执法监管成效。”农业农村部渔业

渔政管理局副局长孙海文介绍，渔业

渔政部门聚焦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和

重点对象严格执法。特别是 8 月 16

日至 17 日开展了“2024 东海突击行

动”联合执法，查获渔获 8.7 万余箱。

此案涉及非法“捕、运、销”整个利益

链条，是近年来渔业渔政部门单次行

动破获的涉及非法渔船、涉案人员、

违禁渔获数量最多、情况最复杂的特

大要案。

总体来看，执法监管行动对违

法活动形成震慑。刘新中介绍，今年

海洋伏季休渔期间，共查处违法违规

案件 9770 件，其中移送司法处理案

件 1176 件，追究刑事责任 4139 人，

这 3 个数字同比均有所下降，各类破

坏海洋伏季休渔秩序的违法活动明

显减少。各地通过宣传展板、视频短

片、以案释法等多种形式和渠道对海

洋伏季休渔法律法规、制度要求等进

行宣传，也使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更加

深入人心。

国 家 要 粮 食 ，地 方

要发展，农民要收益，耕

地总量连续三年净增加

正是综合协调了这三者

的关系。首先，在保护

耕地的同时，保障经济

发展的用地需求，在节

约上做文章。其次，立

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保障农民收益，改革完

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图为重庆大渡口区绿地城四五号地块项目。

钟 戈摄（新华社发）

浙江省嵊泗县

洋山镇渔港内，休

渔期的渔船正停泊

在岸。

计海新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