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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临淄区

开通不动产查询专线

导报讯 3日，淄博市临

淄区人民法院与临淄区自然资

源局签订信息共享查询保密协

议，开通不动产网络查询专

线，为法院执行工作提速。

专线开通后，法官直接使

用不动产统一登记系统对不动

产信息进行查询，执行法官不

用再跑不动产登记中心了，坐

在专线电脑旁，即可查询到被

执行人的不动产，提高了执行

效率，为保证权利人合法权益

争取了宝贵时间。

(王德亭 李滟娟)

曹县完善修正

基准地价

导报讯 5日，曹县城区土

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听证会

在曹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召

开。县直有关部门、房地产开发

和工业企业等行业代表及社会

各界人士40余人参加听证会。

此次更新范围为：东至京

九铁路线，南至南环路，西至

220国道，北至松花江路，总

面积为73 . 16平方公里。通过

此次听证会，曹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将吸收各界意见和建

议，对基准地价作进一步完善

和修正。 (宋御菡)

夏津扎实推进

党建工作

导报讯 近日，夏津县自

然资源局召开党建工作办公室

成立大会，扎实推进党建工作。

该局党建工作办公室的成

立，标志着机构改革后该局党

建工作开启了新的起点。该局

将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抓住重

点工作和关键环节，扎扎实实

开展活动，认认真真做一些事

情，使党建工作有声有色、有

为有效。切实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和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以党员为引领，带动自然

资源工作有效开展。 (夏局)

莘县走访慰问

贫困户

导报讯 为进一步了解困

难群众生产生活所需，帮助群

众解决实际困难，12月3日，

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结

对帮扶责任人，深入帮扶村开

展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

各位帮扶责任人与贫困户

谈心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状

况，特别是入冬以来的取暖情

况，同时向他们宣传当前的扶

贫优惠政策，鼓励他们保持积

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增强战胜

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在扶贫政

策支持下，早日过上幸福美好

的生活，期间认真填写了帮扶

日志并为贫困户送去了棉被和

粮、油等慰问品。 (莘公)

沂源送生活用品

温暖五保老人

导报讯 “你上次说，给

我买蒜臼子、锅铲子、漏勺，

我以为你说着玩呢，没想到还

真买来了，太感谢了。”沂源

县大张庄镇松崮村75岁的刘成

国老人紧紧握着淄博市临淄区

自然资源局职工王建学的手激

动地说。

据了解，刘成国是王建学

的扶贫对象，属于村里的五保

户，孤身一人生活，日子过得十

分拮据。在上次扶贫中，王建学

走进刘成国家中时，看见老人

正蹲在门前捣蒜，使用的蒜臼

子由于年深日久都烂了，蒜臼

把柄也断掉一截。王建学当时

说，下次再来给您买点生活用

具，这次真买来了。 (崔萌)

◆导报记者 杜杨

通 讯 员 潘武林 济南报道

日前，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出

台了《关于印发深入推进“多审

合一、多证合一”改革落实方案

的通知》(下称《通知》)，深入实

施“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

革，推进全省自然资源行政审批

领域流程再造。

一些在审批不同阶段需要相

同或类似材料的审批，如房屋建

筑 设 计 环 节 和 房 产 证 办 理 环

节，都需要审查内部平面及剖

面设计，类似审查今后将合并

办理。

不再审查建筑内部

平面及剖面设计

在合并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

方面，《通知》进一步明确细化

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

书合并办理的实施细节、申请流

程、办理过程等。申请人和相应

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照标准

材料，通过网络组卷申报、转报

上传，符合条件的，省、市、县

(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管

理权限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

在合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和

用地批准方面，《通知》提出，

进一步落实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合并办理改

革，统一启用新版《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不再单独核发建设

用地批准决定书，《建设项目用

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办理时限

不超过14个工作日。

在优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审批程序方面，《通知》提出，

优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

批程序，对全省范围内房屋建筑

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项目

(不包含特殊工程和交通、水利、

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在设计

方案审查环节只审查规划条件、

建设条件及相关技术规定确定的

规划控制要求，不再审查建筑内

部平面及剖面设计。

综合测绘成果共享

在推行综合测绘、成果共

享、多验合一方面，《通知》提

出，以统一规范标准、强化成果

共享为重点，将建设项目规划许

可、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和不动

产登记业务等多项测绘业务整

合，实行“综合测绘”“成果共

享”。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阶

段，将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的规划

核实、土地核实、不动产测绘等

合并为用地规划房产验收一个验

收事项，实行“多验合一”。推

行测绘成果“以测带核”，综合

测绘机构在出具“用地规划房产

验收测绘成果”的同时，应比对

规划核实、土地核验、不动产测

绘三个测绘验收事项的验收内

容，出具详细的“测绘数据与验

收数据比对情况表”和是否符合

标准要求的“核验报告”，提供

给建设项目主体单位和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

实行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

的项目用地宗地图全流程使用。

将竣工验收阶段不动产登记应开

展的权籍调查，提前到与立项用

地规划许可阶段土地征收环节的

地籍调查同时进行。

同时，全省范围内正式开始

启用新版《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 》 、 《 乡 村 建 设 规 划 许 可

证》，要求各地按照证书规定版

式参数自行印制，证书编号按照

全国统一要求编制。

据介绍，此后开发的楼盘的

综合测绘，可以依据不同阶段不

同规范标准的要求出具相应测绘

成果，且该成果可以共享，不需

要重复测，申请单位委托一家公

司出示测绘数据就可以了。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合并优化审批程序

“多审合一 多证合一”改革全面推进

导报讯 东营市河口区

河口街道土地辽阔，却因为

土地盐碱流转不出去；农民

“上”了楼，却因为没有集

中供暖“冷”了心。现在，

这些难题被东营市自然资源

局驻村振兴服务队队长王峰

和他的乡村振兴服务队逐个

解决了。

12月7日，是农历大雪

节气，鲁北大地寒风凛冽，

东营市自然资源局职工王峰

早早来到河口区河口街道地

热井施工现场查看情况。山

东地矿集团公司总工程师刘

桂仪告诉他：“昨晚钻井深

度已经突破1000米了，再有

一个月就能竣工验收，估计

水温能达60摄氏度，保证居

民过一个温暖的春节没问

题。”这句话，给身为驻村

振兴服务队队长的王峰吃了

颗定心丸。

河口街道过去属于农

村，随着旧村改造及新农村

建设，广大农民从平房搬进

楼房，取暖成了一件头疼

事。因为没有集中供暖，大

部分农民难以温暖过冬。

今年下半年进驻以来，

在王峰的带领下，该服务队

结合片区地热资源富集的优

势，积极协调有关单位，经

过紧锣密鼓地准备，片区内

首口地热井于11月份正式实

施，预计井深1750米，同时

建设回灌井，可实现取热不

取水、生态环保、节能减排

的高效供热模式。仅此一口

井，即可满足8万平方米社

区村民生活采暖需要。并且

还能为大棚种植、养殖维温

伴热等提供能源支持。

另外，去年村集体把全

村3000多亩耕地通过土地整

理，建成了高标准农田，由

于土地盐碱，就是找不到承

包方，无法实现土地流转。

了解这个情况后，该服务队

经过调研，发现这里药材资

源丰富，享有药用植物资源

150余种，其中优质药材近

20种。

“能够自然生长，人工

种植应该也没有问题，但是

发展现代农业还需要用数据

说话。”抱着这样的想法，

服务队找来了专业机构进行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

价，评价结果是种植前景广

阔。消息发布后，一些企业

纷纷表达承包经营意愿。于

是，以艾草、酸枣、益母草

种植及加工为重点的黄河三

角洲中草药种植基地一期项

目顺利启动，其他项目也纷

纷落地，可带动片区集体年

增收50万元，农民人均增收

1000元。

(吴文峰 李祥垒)

自然资源局乡村振兴服务队来了

东营河口盐碱地
成了“聚宝盆”

导报讯 近日，阳谷县制定

《工业企业分类综合评价实施办

法》，实行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

业和信息化局等多部门联动机制，

建立以产出论英雄、“亩产效益”

为导向的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机

制。通过资源要素的差别化供给，

实施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加快

“腾笼换鸟”步伐，“退低进

高”、“存优汰劣”，提高资源综

合利用效率，实现创新发展、集约

发展、转型发展。

该《办法》评价范围为，全县

除电厂和燃气、给排水、垃圾处

理、污水处理等带有公益性质的企

业以外，实际占用土地的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

按照不同行业亩均税收贡献度

确定A、B、C、D划分标准。A类

为优先发展类，指单位资源占用产

出高，经营效益好，税收贡献大的

企业。B类为鼓励提升类，指经营

效益较好，但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

提升的企业。C类为监管调控类，

指效益与贡献相对较差，需要进行

转型提升的企业。不符合产业发展

导向的、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经营行为、相关指标达不到产

业政策规定标准的企业。D类为淘

汰整治类，指发展水平落后，综合

效益差，需要重点整治的企业。

根据《办法》规定，优先发展

A类企业，优先保障企业用地、用

电、用气、用水、用能需求，在政

策允许的前提下，优先享受各级已

出台的各项支持政策。鼓励提升B

类企业。引导企业加快技术创新，

利用现有土地、厂房、设备资源实

施“零增地”技改。对于C类企

业，推进兼并重组，支持开展节能

减排、清洁生产等技术改造。限制

D类企业参与工业用地招拍挂竞买

活动，有序实施企业兼并重组、破

产改制、搬迁改造、关停淘汰、退

出土地。(吕华清 吴玉奎)

阳谷多部门联动优化配置土地资源

在推行综合测绘、成果共享、多验合一方面，

以统一规范标准、强化成果共享为重点，将建设

项目规划许可、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和不动产登

记业务等多项测绘业务整合，实行“综合测绘”

“成果共享”

E 图片新闻

5日至7日，邹城市自然资源局举办经济林生产技术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培训班。林业技术

专家现场解答了参训人员在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 (魏羽君 张文)现场培训

导报讯 近日，山东省

地环总站组织召开安全生产

工作专题会议，部署近期安

全生产工作。

会议传达了近日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省政府安委会

印发的安全生产相关文件。

会议强调，全体干部职工要

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

业务必须管安全 ,管生产经

营必须管安全，从责任落

实、安全培训、隐患整改三

方面加强管理 ,确保“三到

位” ,促进安全生产管理水

平不断提高。

要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

想，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

弦，对于可能存在的安全隐

患要做到心中有数。12月

份，对于燃气、防火、食

品、车辆运行、工程施工等

组织一次冬季安全生产集中

检查，及时消除隐患。同

时，做好车辆安全教育，开

展消防演练。

加强廉政风险防控，严

格执行工作纪律，严格考

勤、请销假制度，确保全

站年度安全生产任务全面

完成。 (梁浩)

省地环总站集中检查
冬季生产安全

“钻井深度已经突破1000米了，再有一

个月就能竣工验收，估计水温能达60摄氏

度，保证居民过一个温暖的春节没问题。”

导报讯 按照国家、省国有林

场改革总体部署和要求，济宁市秉

承“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强力推进，已全面完成

国有林场改革任务。

明确界定国有林场性质和人员

编制。全市10处国有林场全部确定

为生态公益型林场，为生态公益一

类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机构经费

等事业性支出，纳入同级政府财政

预算，主要功能明确定位于保护培

育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和提供

生态公益服务。

创新国有林场管理体制。对同

一行政区域内规模过小、分布零散

的林场，根据机构精简和规模经营

的原则重组整合为较大林场，推行

“场圃一体化”管理，使国有林场

与苗圃资源共享、技术互补的优势

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妥善安置

富余职工。按照“内部消化为主，

多渠道解决就业”和“以人为本，

确保稳定”的要求，严格按编办核

定编制数控制职工人数，采取“以

时间换空间”的自然减员和购买服

务、技能培训、转岗就业等方式，

不搞强制性买断，不搞一次性下岗

分流，妥善分流安置，确保职工基

本生活有保障。目前全市编制核定

为213名，实有在职职工198名。

建立健全森林资源监管体制。

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分级管

理的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和监管体

制，实施了以提高森林资源质量和

严格控制采伐量为核心的国有林场

森林资源经营管理制度，加强国有

林场森林资源监测体系建设，建立

健全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管理档案，

健全林地保护制度、森林保护制

度、监督制度和考核制度。

实施政事、事企分开。全面落

实了国有林场法人自主权，实行场

长负责制。对林场商品林采伐、林

业特色产业和森林旅游等暂不能分

开的经营活动，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收入上缴财政后按一定

比例返还或直接纳入单位部门预算

等，优先用于林场基础设施建设和

林业生产活动。

强化国有林场基础设施建设。

将国有林场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

建设和造林、营林、护林防火、森

林病虫害防治列入地方经济和社会

发展总体规划，道路、供水、供

电、通讯等纳入国家公路建设、农

电网改造、供水工程、电视村村通

工程，由地方政府统一管理，统一

安排资金。

(崔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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