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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协办

自然资源快讯
Zi ran zi yuan kuai 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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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获授最美巾帼服务队

导报讯 近日，聊城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被聊城市妇女联

合会授予“2022年度最美巾帼

志愿服务队”荣誉称号。

2022年以来，聊城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65名女性干部职工

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改革创新、

优化业务流程，其优质的服务

赢得了广大群众和企业的广泛

赞誉，一年来，共办理不动产

权证书37487本、各类不动产

登记证明52432份。同时，她

们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常态化

开展帮包路域环境整治、社区

志愿服务、文明礼仪和政策法

规宣传等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

活动，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巾帼

不让须眉的风采，撑起了不动

产登记中心“半边天”。(马辉)

冠县入选自然资源

节约集约示范县(市)

导报讯 近日，自然资源

部公示首批认定的自然资源节

约集约示范县(市)名单，冠县

成功入选，为全市唯一。

近年来，冠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认真贯彻落实节约集约

用地制度，提升自然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水平。2022年，该县注

重“控制增量、盘活存量”，大力

开展城镇低效用地盘活再利用

工作，盘活城镇低效用地42

宗，面积1819 . 69亩；盘活闲

置厂房13处，面积78100平方

米。积极消化处置批而未供土

地，分门别类地消化处置批而

未供土地741 . 15亩；实行建设

项目用地标准控制制度，对工

业用地全部实行“标准地”改

革供应，按“标准地”供应工业

用地19宗，面积722 . 71亩，成

交价款1 . 1564亿元。 (冠资)

沾化首次打出

1700余米深度地热井

导报讯 日前，山东滨州

沾化区下河乡成功钻探一眼地

热井，井深1701 . 5米，涌水量

每小时120立方米，水温63℃，

为境内迄今成井最深、流量最

大、温度最高的地热井。

2021年，“山东省滨州市

沾化区义和地热田地热资源调

查及开发利用示范”项目省级

地质勘查立项，山东省地矿工

程集团公司中标。 2 0 2 2年 9

月，根据项目区地热地质条

件，结合物探资料和地方规

划，最终确定地热地质钻探工

作场地位于下河乡泰和社区。

从去年11月21日正式钻探，历

经41天日夜艰苦鏖战，到12月

30日完工，初战告捷。

(文峰 郭勇 晓静)

山东省现代果业

科技示范基地揭牌

导报讯 1月12日上午，

山东省果品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专家刘庆忠带队到冠县范寨镇

冠优“数字果园”示范基地，

与冠县林业局局长郭峰巍、冠

优公司董事长曹荣军共同为

“山东省果品产业技术体系现

代果业科技示范基地”揭牌。

仪式结束后，专家们在基

地的梨园、樱桃园内进行了冬

季果树修剪、整形技术指导。

刘庆忠对山农酥梨和大樱桃的

绿色轻简化管理技术进行了详

细讲解，并对冠优公司技术人

员进行了大樱桃KGB树形修

剪及整形技术培训。专家们表

示，要及时将科技成果转化为

生产力，为乡村振兴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 (林东全)

打造“543”土地管理模式

阳谷探出土地确权“新路径”
◆导报记者 杜杨 通讯员 吕华清

近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以

简报的形式，将阳谷县集体土地

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

交”的经验做法印发，向全省推

广。阳谷县坚持问题导向，创新

工作思路，规范工作流程，成功

打造“543”土地管理模式，为山

东乃至全国的土地确权工作，探

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打造5个“规范”

2022年9月20日，在自然资源

部召开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

登记成果更新汇交”和“提升

不动产登记数据质量工作”视

频交流调度会上，自然资源部

不动产登记中心产权与调查处

处长郑美珍大量引用介绍了阳谷

的经验做法。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

记发证，是党中央部署的一项重

要工作，对于促进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维护好农村和谐稳定有重

要意义。

那么阳谷县在相关工作上，

又有哪些成功经验？

据阳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相关负责人姬传伟介绍，自从被

列为国家级“确权登记成果更

新汇交”试点县后，阳谷县自

然资源系统健全工作体系，精

心打造工作流程规范、问题解

决规范、技术标准规范、调查

审核规范、数据运作规范，形成

严密工作闭环。

阳谷县将集体土地所有权确

权登记与乡村振兴战略一体部

署、一体推进，成立县、乡两级

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成果更新工

作小组，创新工作流程，规范工

作架构，从“数据、调查、确

权、发证”4个层面统筹推进，重

构集体土地确权工作链条，有力

提升确权工作水平。技术上按照

“内业为主、外业为辅”“先空

间后属性”的工作思路，对集体

土地确权进行全流程管理、全要

素规范，创新组织编制了资料收

集运用、数据整合处理、成果更

新汇交等7项技术标准规范，全过

程指导成果更新工作有序开展。

突出4个“解决”

“由于历史原因，阳谷县出

现了很多‘插花问题’。”在上

述 自 然 资 源 部 的 视 频 交 流 会

上，郑美珍如是介绍阳谷的相

关情况，“如建国初期莲花池

按照人员分为7个大队，并未按

照位置进行划分，所以产生了当

前各村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相互插花的情况，给确权登

记带来一定难度。”

而阳谷县的解决方式是，

“参照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登

记发证数据，经双方或多方指

认，确定认可的界线，进行签

字盖章、公示；并由双方或多方

共同申请进行界线调整。”郑美

珍介绍。

据介绍，阳谷县建立部门联

动的权属争议调处工作机制，成

立问题化解工作领导小组，充分

发挥乡镇(街道)和农村基层组织作

用。组织镇、村对争议地块进行

协商指认，共同指认仍无法确定

权属界线的宗地，设立特殊缓冲

区域，协商化解后确认权属界

线。健全调解机制，解决“地域

边界”纠纷。共调处土地权属争

议239宗。建立对接平台，解决

“跨区飞地”问题。保留集体权

力，解决“撤村建居”问题。实

行留权备案，解决“边界夹缝”

问题。确保县域所有土地做到监

管全覆盖，彻底解决土地治理

“空白”。

争取3个成效

大布乡武堤口村党支部书

记武良国告诉经济导报记者：

“我们村有块‘飞地’，位于莘

县东鲁街道朱庄村，共计35 . 8 1

亩，之前10多年时间，集体土地

所有权未确权登记，这次终于确

了权。”

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

证的有序推进，确保了农村社会

稳定成效、农民权益保障成效和

农村土地管理成效。通过成立土

地权属争议调处专门机构，制定

土地权属争议相关调处制度，建

立土地权属争议数据库，农村土

地等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有效化

解，有力促进了农村社会和谐稳

定。将集体土地确权登记与农村

土地流转、土地征收等工作一体

推进，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将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数

据录入信息系统，建立相关数据

台账，为农村集体土地信息化管

理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通过

全方位、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

全面摸清县域集体土地面积、界

址、用途，纵深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

“阳谷县将以集体土地所有

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试点工

作为契机，健全工作体系，总结

积 累 经 验 ， 加 快 城 乡 统 筹 发

展。”阳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局长王济强说。

近日，山东省大数据局公

布了2022年山东省新型智慧城

市优秀案例扩面打榜年度最终

榜单，淄博市沂源县不动产登

记服务中心报送的数字生活领

域政务服务不动产登记案例榜

上有名。

2022年山东省大数据局在全

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三期新型智

慧城市优秀案例扩面打榜活动，

收取各地案例8000多个，经初选

并公示后，又细分领域，组织16

市百余人参照统一评分细则复

审，最终确定了1115个优秀案例

上榜，其中市级266个，县级849

个。淄博市累计上报案例 7 0 2

个，上榜144个，居全省第二，

其中，沂源县报送的案例上榜20

个，并列淄博市第三。

沂源县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报送的案例《推进“数字赋能”

政务服务，打造智“惠”不动产

登记》在入选第一期优秀案例榜

单的基础上，以年度复审83 . 80

分的成绩入选年度榜单，成为沂

源县数字生活领域唯一上榜的政

务服务案例，这是该中心继第一

届新型智慧城市创新应用大赛报

送的案例获智佳奖并入选《2021

年山东省新型智慧城市优秀案例

汇编》后，报送的案例再次入选

优秀名单。

近年来，沂源县不动产登记

服务中心深入贯彻落实数字强省

战略部署，积极落实各项数字强

市建设任务，以打造智慧便民的

“沂心沂意”政务服务品牌为着

力点，持续推进不动产登记“数

字赋能”创新应用行动。下一

步，沂源县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将继续深入挖掘并提炼新型智慧

城市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合

纵连横，打造“跨”部门、“跨”领域

的数字共享“链”，提升数字质

量，增效政务服务，增强群众体

验智慧城市惠民应用场景的获得

感、满足感，推动数字经济下不

动产登记再提速。 (吴春梅)

打造“跨”部门、“跨”领域的数字共享“链”

沂源不动产登记案例入选省级优秀榜单

2022年，日照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认真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深入

实施“生态立市”战略，明责任、

强宣传、严排查、重监管，全力提

升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监管水平，

筑牢生态环境绿色屏障。

强化组织领导，确保责任落实

到位。结合自然保护地特点，坚持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

管”，积极构建“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全覆盖、无盲区”监管体系，

全市明确各级责任人员5556名、专

职护林员2117名。推行网络化管

理，做实山上、林中、水上安全救

援工作，建设安全瞭望塔22处，强

化景区道路交通疏导，保障游客人

身安全。

强化安全意识，确保宣传引导

到位。坚持开展送安全下乡、观看

警示片，组织知识竞赛、防火应急

演练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全方位强

化自然保护地管理和逃生自救等安

全宣传，发放防火手册、《致广大

市民公开信》、防火公告等资料

4000余份，在自然保护地悬挂横幅

100余条、彩旗3000余张、张贴标

语500余幅、制作宣传版面30个，

营造注重、关心、维护自然保护地

安全良好氛围。

强化自查自纠，确保隐患整改

到位。强化重点林区、关键地段管

控，对进入自然保护地的外来人员

加强检查、登记造册，在自然保护

地悬崖、水体、易滑坡等重点区域

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深入开展自然

保护地大排查大整治，建台账、制

措施、明责任、定时限，完成摸排

整改问题10个，完善警示标志50余

个，坚决防止问题回弹，把安全隐

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强化督导检查，确保监管落实

到位。强化疫情防控下自然保护地

监管，结合“全面建立”“全面见

效”林长制实际，在关键节点及时

提请、服务市级林长深入浮来山、

大青山、五莲山等自然保护地现场

调研督导10余次，发现解决各类问

题18个，形成全市齐抓共管、全面

加强自然保护地监管的工作格局。

(邱中华 王晶)

日照提升自然
保护地监管水平
筑牢生态环境绿色屏障

1月 1 4日，鲁南嘉

祥，雪花飘飘。这天，山

东省自然资源厅督察办公

室副主任、省派驻村工作

队队长张先华一行，冒雪

来到嘉祥县辛庄村走访慰

问困难群众，把米、油、

牛奶、挂历等生活用品和

党的温暖送到百姓的家中

心中。图为一行人在辛庄

村困难群众姚起个家走访

慰问。(陈崇杰 吴峻岭)

走访慰问
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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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聊城市村庄规划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

式公布，作为全省唯一村庄规划

管理立法试点，该《办法》的出

台标志着聊城市在全省率先以地

方政府规章的形式对村庄规划管

理进行立法。办法自2023年3月1

日起施行。

《办法》对村庄规划的编

制、审批流程、保障村民权利等

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填补了国土

空间规划构建时期村庄规划管理

工作上的空白，完善了乡村规划

立法体系，有利于村庄规划法治

化建设。

《办法》共二十二条，规定

了村庄规划的含义，明确了村庄

规划编制原则，确定了本市行政

区域内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的村庄

规划的编制、审批、修改、实施

等内容。《办法》明确了市、

县、乡三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责

任，要求将村庄规划编制和管理

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办

法》对村庄规划审批程序、成果

备案和规划修改等事项做出了具

体规定。村庄规划应当包含村庄

发展目标、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

重要控制线及重要建设项目、相

关空间布局及其控制线等8项内

容；村庄规划编制，应当充分讨

论，征求部门、专家和公众意

见，予以公告、公布，在成果获

批后需逐级汇交并纳入国土空间

规划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存在因

上级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导致

无法实施、行政区划调整等5种

情形时，经批准的村庄规划可以

依法进行修改；《办法》要求应

当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

讨论同意，村庄规划草案送审材

料中附具专家和公众意见采纳情

况及理由；《办法》明确村庄规划

应突出鲁西乡村特色，保护自然

地理格局和历史文化遗产，并加

强对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

红色文化遗址、古树名木等历史

文化资源的保护，注重对地域特

色和历史文化的传承，防止千村

一面，留住乡愁，发展有历史记

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

村庄。 (白潇 赵华丽)

聊城在全省率先完成村庄规划管理立法
3月1日起施行

推 行 网 络 化 管

理，做实山上、林中、水

上安全救援工作，强化

景区道路交通疏导，保

障游客人身安全

《办法》对村庄规划的编制、审批流程、保障村

民权利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填补了国土空间规划

构建时期村庄规划管理工作上的空白

沂源县以打造智慧便民的“沂心沂意”政务服

务品牌为着力点，持续推进不动产登记“数字赋能”

创新应用行动

创新工作流程，规范工作架构，从“数据、调

查、确权、发证”4个层面统筹推进，重构集体土

地确权工作链条，有力提升确权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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