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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乐山日报公益广告

记者了解到，全市自然资源系统
在今年上半年围绕全面融入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聚焦“加快提升
乐山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能级”重大使
命，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明确乐山
定位，协调重大基础设施和永久基本
农田布局矛盾，加快构建“4+5+5”现
代产业体系，打造成渝“后花园”。全
力推进“三区三线”划定工作，完成第
四轮划定成果上报，成功调出五通桥
区“中国绿色硅谷”规划范围内2880
余亩永久基本农田，用好用活规则全
力提高城镇开发边界倍数，努力为我
市争取未来发展空间。加强城市规划
管理，启动中心城区城市建筑风貌管
控研究，已形成《乐山主城区建筑风
貌规划研究》初稿。加快推进乡村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全市第一批次16个
乡镇级片区规划已形成规划成果。完
成新一轮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

2025)编制并通过省厅审查，进度和
质量全省前列。

同时，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上
半年全面完成2022年5565.4亩新增
规划指标匹配(含38.8亩单独选址项
目)，切实做到保重点、保开工、保当
期;省政府批准我市各类建设用地
37个批次面积10552亩(含单独选址
项目 4085 亩)，一批国、省重大项目
用地得到有力保障。依法依规加强
建设用地管理，截至6月30日，全市
供地117宗436.44公顷，其中出让土
地83宗244.04公顷，划拨土地34宗
192.4公顷。进一步优化矿产资源开
发布局和规模结构，基本形成马边磷
矿基地、犍为井研岩盐矿原料基地、
峨眉山水泥生产基地。上半年，全市
探矿权42个，采矿权 264个，大、中
型生产规模矿山共计133个、比例提
升到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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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乐山全市自然资源系统紧扣“重大产业项

目攻坚年”经济工作主题，充分发挥“规划引领、管控约束、要素保

障”职能作用，凝心聚力、踔厉奋发、务实笃行，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自然资源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有力保障和支撑了全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

市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该局全面压实耕地保
护党政同责政治责任，制定了
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工作市级
考评细则，完成年度考评工
作。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
防止耕地“非粮化”，向各县
(市、区)分解下达了2022年度
耕地恢复初步任务1.2万亩，
指导县(市、区)有效开展耕地

“进出平衡”和耕地恢复工
作。每季度向各县(市、区)党
委、政府通报耕地保护重点工
作推进情况，提出具体工作建
议。率先在峨眉山市、夹江县
开展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实
时动态监管试点，对监管半径
2公里、面积10平方公里范围

内土地现状进行24小时自动
巡查、实时预警。指导峨眉山
市大力盘活低效闲置土地累
计998亩，得到省领导高度肯
定，经验做法在《四川省自然
资源简报》专题刊发、全省推
广。全力推进卫片执法违法
用地整改，214个历年卫片执
法整改问题，已完成整改101
个、面积1454.65亩。加强动
态巡查，上半年全市累计巡查
2015 次，重点区域巡查覆盖
率100%。

既要抢抓保护，更不忘惠
及民生。市自然资源局全面贯
彻落实“12个100%”防汛减灾
救灾要求，及时召开全市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会，组织汛前和

“6·1”芦山地震后两次开展拉
网式排查复核，共锁定隐患点
584处，均逐一落实了防灾措
施，落实28处“空心村”一对一
帮扶人员48名。继续实施地质
灾害全域综合整治三年行动
计划，截至上半年，全市已消
除地质灾害隐患点417处、减
少受威胁人数13757人，提前
完成了2022年目标任务。严格
执行“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
离”机制，累计转移避让3669
人次，上半年，全市发生地质
灾害灾情险情1起，实现成功
避险1起，有效避免了5户17
人的因灾伤亡和约100万元的
财产损失，目前无人因地质灾
害伤亡。

编规划 促发展▶ 今年上半年，全市自然资
源系统持续推进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项目实施，2022
年新立项正在实施项目 17
个，预计节余指标 1636 亩。
积极深化“放管服”改革，优
化用地审批，对“能交水”、机
场等基础设施项目，保障性
安居工程及因防控和防治重
大疫情需要建设医疗卫生设
施项目，开通“绿色通道”，当
好“用地保姆”，审批时限在
承诺时限基础上压减 30%。
开展新建商品房“交房即交
证”试点工作，解决“交房长
期办不了证”“住权与产权不
同步”等问题。持续开展问
题楼盘两年清零行动，1-7月
为“三万”项目、“五洲汉唐”

等21个问题楼盘办理不动产
登记1575件。优化不动产登
记和抵押登记流程，整合办
理窗口，精简办事程序，不
动产登记全面进入小时办结
制。推进“互联网+不动产抵
押登记”，实现抵押登记与融
资贷款“一站式服务”“不见
面申请、不见面审批”以及
全程电子化办理，企业办理转
移、抵押登记均为3.5小时办
结。

积极开展积案化解工作，
半年来，全市共梳理排查自
然资源领域整治线索65条。
积极开展矛盾化解工作，落
实初信初访办理制度，受理
信访件75件，接待来访咨询
142 批 157 人，按期办结率

100%，交办件及时反馈率
100%。深入开展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护安
2022”监管执法专项行动，突
出抓好节假日、“两会”、汛期
等重点时段安全工作。目
前，全市自然资源领域未发
生安全生产事故，安全形势
总体向好。

接下来，全市自然资源系
统将围绕进一步提高用地保
障能力、坚决守住耕地保护
红线、优化国土空间体系、加
大批而未供闲置土地处置力
度、推进自然资源领域改革
创新以及守住自然资源领域
安全底线六大方面开展持续
深入的工作，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记者 倪珉 文/图）俗话说“三分种，
七分养”，绿化养护工作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
细致的工程。补栽苗木，精心养护，树木成活率
比较高，苗木、草坪生长旺盛，抗病虫能力强。
尤其是连日的高温天气，对于小区内的植物存
活生长更是极大的考验。

为了保证园区四季常青、生机盎然，特殊环
境考验下，邦泰物业也制定出特定的养护方
案。首先，将绿化工人们的工作时间调整为早
上6点半，配合绿植生长周期的关键时刻，做到
争分夺秒;其次，坚持“不干不浇，浇则浇透”的

原则，防止水份只停留在表面，导致苗木受到严
重伤害;同时，根据日照时长和方位，绿化工人
灵活采取错光分时段浇水，上午对光照较强烈
的部位进行浇水，下午对背阴面进行浇水，最大
程度达到绿植浇水全覆盖。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几位绿化维护人员干
了不到30分钟，就全身湿透。迎战高温，邦泰
物业人的劳动量比平时大了很多，但他们毫无
怨言，用汗水为小区换来清凉的绿荫，用责任和
担当呵护小区的一草一木，构筑更加美好的居
住环境。

邦泰物业

正在浇水正在浇水

为乐山高质量发展提供要素保障为乐山高质量发展提供要素保障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金涛带队调研峨眉山市南部片区规划编制工作情况

抓保护 惠民生▶

促改革 保安全▶

做细绿化养护工作 给业主添一份清凉

本报讯（记者 倪珉）2022年7月，在亿翰智库和
克而瑞研究中心所发布的四川省典型房企销售业绩
研究报告、四川省强地级市重点房企销售TOP10、中
国房地产企业销售TOP100排行榜中，阳光大地集团
多项成绩稳居TOP1。

在亿翰智库发布的2022年1-7月四川省典型房
企销售业绩(全口径)排行榜中，阳光大地集团以
116.46亿元位居销售金额TOP1;在 2022年 1-7月
川内三四线典型房企销售业绩(全口径)排行榜中，以
115.28亿元位居销售金额TOP1。

在克而瑞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年1-7月四川省
强地级市重点房企销售TOP10排行榜中，阳光大地
集团以112.50亿元位居销售金额TOP1，以190.99万
平方米位居销售面积TOP1。在克而瑞研究中心发
布的2022年1-7月中国房地产企业操盘榜TOP100
中，阳光大地集团以228.9 万平方米位居操盘面积
TOP26，以130.7亿元位居操盘金额TOP63;在2022
年1-7月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榜TOP100中，阳光大
地集团以125.1亿元位居权益金额TOP64，以130.7
亿元位居全口径金额TOP79。

阳光大地集团

7月稳居全国房地产百强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于文静）农业农村部等七部
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公共厕所建设和管理
的通知，针对一些地方农村公共厕所布局不合理、管
护不到位、保障不足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规范性举
措。

这是记者16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消息。
通知指出，各地要把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

效、求好不求快的原则要求贯穿始终，坚持因地制宜、
科学布局、建管并重、长效运行，确保建得成、用得上、
长受益，真正把好事办好，让群众满意。

通知强调，要因需建设科学布局农村公共厕所，
充分听取农民意见，根据区位条件、村庄大小、人口规
模、产业特点、民风民俗、人员流动等科学论证必要性
和可行性。加快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基层综合性
文化活动中心、集贸市场、乡村旅游景区(点)等公共
场所，国省干线公路、农村公路沿线以及中心村等人
口较集中区域公共厕所建设;“空心村”、拟搬迁撤并
类村庄等确需建设的，可通过建设简易或可移动公共
厕所暂时解决农民群众使用卫生厕所问题。

通知要求，因地制宜选择厕所技术模式，宜水则
水、宜旱则旱;鼓励采用生态环保、低成本、易维护的
成熟技术，以及节水、节能、防冻、除臭等新技术、新材
料。加快构建市县责任主体、镇村管护主体、农民受
益主体的“三位一体”农村公共厕所管护责任体系。
倡导文明如厕风尚，加大公共厕所文明科普宣传。

七部门印发通知

加强农村公共厕所
建设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