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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兰色拉姆

轰隆隆的机械声，违建现场尘土
飞 扬 ，一 处 处 违 规 建 筑 被 依 法 拆
除。 随着中央和省、州委自上而下
整治土地违法乱象的推进，我州土地
违法乱象得到有效遏制。

2月13 日，记者从州国土资源局
了解到：过去，农牧区非法土地买卖，
违规扩建住宅等违法现象不同程度
存在。土地乱象严重扰乱了正常的
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和土地管理秩
序；损害了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触
碰了法律底线，成为影响我州经济发
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的一大毒瘤。

2015 年起，甘孜、道孚等县着手
治理土地违建等乱象；2016 年以来，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州战略，加强法治
国土建设，着力整治土地资源开发领
域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州人民
政府安排部署，全州各县（市）通过深
入推进土地违法违规行为集中整治
行动，在依法整治违章搭建、规范土
地市场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

截止去年底，全州调查登记户数达
10949户，发现违法违规用地6812宗。
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行为86宗，没收非
法建筑 26700 平方米，拆除非法建筑
4240 平方米，行政罚没款缴纳入库
165.5万元；非立案方式处理土地违法
违规5286宗，面积2430亩，没收非法建
筑500平方米，拆除非法建筑257731平
方米，拆除围墙及围栏20225米，补交土
地出让及缴纳罚款15914万元。

立案查处 依法拆除 整改规范
我州各地整治土地乱象动作大

在我州土地违建集中整治行动
中，康定市、道孚县和色达县的整治
工作成效明显。

康定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
专题研究部署整治工作，确定了“依

法整治、综合整治、彻底整治”的原则
和立案查处一批、依法拆除一批、整
改规范一批的工作思路，新都桥片区
土地整治首战告捷。

截止去年底，康定市共发现土
地违法行为 663 宗（其中 27 宗非法
买卖土地金额达 50 万元以上）。累
计拆除违建 49 处（1.45 万平方米），
其 中 依 法 强 拆 5 处 ，自 行 拆 除 44
处。依法抓捕涉嫌触犯刑律人员 15
人，立案侦查 10 起，开展集中法治培
训 113 人。平整土地 132.3 亩，打桩
定 界 土 地 89 亩 ，安 装 网 围 栏 1365
米。截止 1 月 21 日，共立案调查 11
起；49 户违建户开展自拆，拆除违建
1.8 万平方米；共抓获嫌疑人 17 人、
依法逮捕 2 人；强拆违建 5 处 6189 平
方米；113 人接受法制培训；累计收
集“依法规范一批”申报材料 802 份，
审核申报材料 613 份，通过审核并公
示 394 份 ，实 地 核 查 申 报 资 料 190
份，测绘建筑164处3.83万平方米。

道孚县在2016年底，核查违法违
规用地及乱搭乱建1926户、处罚1083
户；拆除各类违法建筑 109 户，11000
余平方米；发放停工通知 22 户，口头
叫停4户，停建整顿26户；收回停车场
2个、铺面78间、公共厕所2个、餐厅1
个、宾馆1个，规范管理公用住房313
间（套）；开展土地圈围代管行动，铺
设网围栏 17200 米，已圈代管和收回
国有土地共2133.8亩（其中储备国有
土地79亩）；调解各类矛盾纠纷58起；
收缴没收违法所得和各类处罚金，缴
款户达1796户，金额达1786万元；依
法拘留买卖土地人员3名、侵占国有
资产人员2名、造谣生事人员1名，教
育敲打重点人员45人。

色达县2016年底，在县城规划区
内的土地整治中共收回国有土地173
宗（519.67亩），其中16宗已采用租赁
方式出租，每年可使国有资产增收
24.9523万元；单位院坝占地72宗，其

中有土地使用证的11宗，无证被拆除
61宗；符合规划经缴纳罚款和补交土
地出让金后办理土地使用证498宗，共
缴纳罚款 645.668 万元，补交土地出
让金11194.5834 万元。

抓普法 立规矩 讲策略
多部门协同作战除毒瘤

我州土地乱象问题周期长，范围广，
开展工作难度大，在实施过程中，相关部
门强化法律宣传引导，采取自愿拆除与
强制拆除双管齐下根除毒瘤。

道孚县鲜水河旁边一家造价100
余万元的住房严重违返《土地管理法》
和《城乡建设规划法》，当工作人员告知
他违法时，他大惑不解：“我花了那么多
钱修建了自己的住房，现在欠的钱还没
有还完，就让我拆房，我的损失谁来
赔？”工作组制定了多套解决方案，宣讲
法律法规、开展培训、无数次的谈心谈
话……最后终于主动拆除了违规建
筑。道孚县汽车站周围乱搭乱建现象
突出，在城乡提升战略中，县上工作组
要求主动拆迁，但效果不理想，通过宣
讲法律法规，并采取强制手段对该片区
进行了综合治理。

“以前，为了让更多的游客到
我 这 里 吃 饭 住 宿 ，我 就 在 离 自 己
藏 房 不 远 处 又 修 了 个 小 房 子 ，在
里 面 摆 上 桌 椅 板 凳 ，吃 饭 的 地 方
就有了。藏房就可以全部改成住
宿 。 后 来 ，听 说 康 定 市 要 在 新 都
桥 片 区 开 展 土 地 整 治 ，一 听 觉 得
不管我什么事；再后来，整治工作
人 员 告 诉 我 ，我 的 小 房 子 属 于 违
规 建 筑 ，要 拆 。 刚 开 始 ，我 不 理
解 ，不 是 说 要 鼓 励 我 们 通 过 旅 游
挣 钱 吗 ？ 但 他 们 多 次 上 门 ，给 我
讲 了 很 多 法 律 法 规 ，对 我 们 进 行
了培训，告诉我们，集中整治就是
为 了 营 造 干 净 舒 适 的 旅 游 环 境 。
如 果 都 像 我 这 样 ，想 怎 么 搭 建 就
怎 么 搭 建 ，把 摄 影 天 堂 搞 成 了 乱
糟 糟 的 棚 户 区 ，游 客 还 愿 意 来
吗 ？ 工 作 组 做 通 了 我 的 工 作 ，我
心 甘 情 愿 对 违 规 建 筑 进 行 了 拆
除。”顿珠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工作组进驻时，百姓一看到我
们就像躲瘟疫一样，不配合、不支持，

工作难度相当大。不过，经过我们做
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主动拆除违
建的百姓越来越多，有专门到办公室
或服务窗口前来咨询土地违建政策
的，也有违建者主动询问解决办法，
补救措施的……百姓的配合支持，让
我们的工作进度大大推进。”色达县
国土局执法队工作人员桑珠在电话
中告诉记者。此外，色达县在土地整
治过程中，严格按照州上要求，拆除
现场开展废物安全处置和场地平整
修复，对已拆除、清理、修复场地和依
法收回的土地进行打桩定界，安装网
围栏、标识牌等，明确权属，防止再次
被非法占用，巩固整治成果。

“在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我州土地乱象整治取得了一定效果，
对我州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土地乱象得以治理，是依法
行政的具体体现，是我州依法治州战
略的具体体现；建立法治国土，规范
用地行为，是建设美丽生态和谐甘孜
的具体保障；既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又促进了全州人民法治意识的
提升。”州国土局工作人员胡大海说。

记者电话采访了四川民族学院B
区附近的本地商贩周刚：“以前酒席是
我们姑咱人谈论得最多的一个话题，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谈论拆违的多
了起来，我是盼着姑咱的拆违能够快
点，某些人乱占耕地，把路都要占完
了，也不知道是否得到相关部门审批，
只要有钱，想怎么建，就怎么建，想建
多大就建多大，明明是违法建筑，还敢
明目张胆漫天要价。土地整治，就是
要体现公平公正，把耕地作为商品来
交易，是无视国家法律的表现。”

公平公正公开
集中整治群众拍手称快

“治理土地乱象不能眉毛胡子一
把抓，必须进行实地调查，准确把握相
应数据，针对各县实际对症下药，坚决
杜绝一刀切；要认真核查违法占用耕
地、草地、林地、河滩和违法建房的登
记普查、调查取证，汇总线索、固定证
据，切实做到了摸清底数、核准实情；
要全面收集信息，对重点人员进行布
控，对网络舆情进行监控，全面掌控群

众思想动态；在整治一线成立信访接
待室，对来访群众进行答疑解惑，畅通
信访渠道；要详细分析各县数据，按照

‘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不搞暗箱操作、
不搞双重标准’的要求，对摸底调查数
据进行再核实、再整合，确保公平公
正、数据准确。”州国土局工作人员王
欢告诉记者，据统计，截止2016年底，
我州共出动执法人员11000余人次，调
查登记户数达10949户，发现违法违规
用地6812宗。

治理土地乱象是一项长期而且
艰巨的任务，在治理过程中，老百姓
不理解、不配合是常有的事，因此大
力宣讲法规政策，营造整治氛围成了
开展工作的核心。

据州国土局工作人员王刚介绍，
我州组织召开动员大会，集中开展专
题培训，并利用报纸、电视台等媒体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法规政策宣传活
动。2016年底，仅康定市就印发藏汉
双语宣传材料1.8万份，制作发放宣传
手册 2800 余本，悬挂宣传横幅 70 多
条，宣传教育群众 2700 余人，张贴藏
汉双语整治公告 160 余份。此外，对
尚未构成刑事处罚的违建户、酒店经
营业主进行集中法制培训，引导其知
法、懂法、守法。截止1月21日，康定
市已有113人接受法制培训。

各县均成立了以分管副县（市）
长为组长，相关部门、乡镇负责人为
成员的领导小组。康定、道孚、理塘
等县（市）成立了由县（市）委书记、县
（市）长挂帅的领导小组，为明确目
标，细化任务，落实责任，还抽调专门
人员成立了应急处置、法规宣讲、案
件查处等专项工作机构，州国土局工
作人员王小丽告诉记者。

王小丽还提到，各地组建土地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全程参与土
地整治工作，及时梳理汇总工作开展
情况，康定市国土局推送专报信息64
期；按照节俭、安全的原则，全力做好
200余人后勤保障服务工作，督导组实
地开展督查工作，全面规范工作纪
律。截至1月21日，康定市国土局累
计收集“依法规范一批”申报材料802
份，审核申报材料613份，通过审核并
公示 394 份，实地核查申报资料 190
份，测绘建筑164处3.83万平方米。

土地合法“生财”更惠民
——我州集中整治土地乱象扫描

康定市工作组在拆迁现场开展工作。

道孚县拆除违法建筑现场。

2月9日，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赵龙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家正在推进
‘三项改革’的试点，包括土地征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和宅基地的使
用，宅基地下一步怎么在集体组织成员之间或者是能不能在更大范围之间进
行流转，我们正在研究。”

记者注意到，长期以来，作为农民的基本福利，宅基地有其特定使用对
象，即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为了维护农民的居住条件和居住安全，国家严格
限制宅基地在非集体经济成员之间的流转。而最近两年，宅基地进入“改革
时间”，部分地区开始试点宅基地的有偿退出、跨村流转。

对于宅基地流转的这种“扩围”，赵龙特别指出，最后需要通过法律的形
式把它确定下来。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要维持农村宅基地必须是集体组织
成员内部的一种分配和流转，城里人特别是工商资本是不能够进入到农村进
行宅基地的交易和买卖的。在实施城乡提升战略中，我州一手抓发展，一手
抓土地乱象集中整治，土地乱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本报记者

“土地（经营权）流转给别人，以后要
不回咋办？荒着起码还是自己的。”“交
给大户打破户与户之间界限，规模化种
植，地界都没了，以后咋找我的地？”

土地流转，流转的是土地的经营
权。一些进城打工的村民宁愿把地撂
荒，也不愿意流转，创业路，流转土地
太难了。

而另一头，种植大户也郁闷不已，
一片地，就那么三五户，自己不种也不
流转，没法成方连片，耽误了规模化作
业。“土地流转，村民们其实在担心自
己的承包权！”我州部分乡镇干部坦言
土地流转难的症结所在。

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
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
办法的意见》，提出完善农村土地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简称“三权分
置”。分置后，对经营人和承包人分别
有什么样的影响？要防范什么风险？

记者近日对此进行了调查。
经营者：地可以生钱了

“这在以前不可想象，承包权和经
营权没分开时，农户可不允许租地人
用自己的地去抵押贷款呢！”泸定县一
种植大户告诉记者，2016年，恰逢中国
人民银行在232个地区试点农村承包
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他利用承包
的土地经营权和地上附着物成功获得
了银行贷款。

“过去想搞蔬菜大棚种植，但苦于
没有资金”。这位蔬菜种植大户说，如
今，农村土地权属由原来的集体所有
权、承包经营权“两权”变为“三权”分
置，租地的种植大户有了融资新渠道。

合作社、种植大户借人家的地去
贷款，万一经营不善怎么办？农民会
吃亏吗？州银监会负责人说：“还不上
贷款，到最后处置抵押物时，也只是处
置的这块土地的经营权，对农户的承
包权没有影响。”比如，银行通过寻找
下家“接盘”再来搞土地经营，照样还

得付给农户当初约定的土地租金。“三
权分置，经营权可抵押贷款，有利于盘
活农村的资源、资金、资产，增加农业中
长期和规模化经营的资金投入，促进农
民增收致富和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

承包者：有证才安心，交易要透明
怎样才能让农民放心把经营权流

转出去？流转出去，对承包户有啥好
处呢？

一些村组干部认为，想放活农村
土地经营权，就得保障好农民对土地
的承包权。

“为农民的土地确实权，颁铁证，
给农民吃上定心丸。”州农牧局负责人
说，保障好农民权益，再搞“三权分
置”就相对容易得多，也让土地流转更
顺畅。

而交易环节的保障，同样重要。
每亩每年流转金500元，这是记者

在我州部分县采访时了解到的情况，
土地规模流转，农牧民不仅不用担心
种植、收成，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还

可以在合作社打工挣钱。“土地流转每
亩500元，我自己种青稞也没有这么多
收入，在合作社打工，一年加上土地流
转金，年收入5万元没有问题，还学到
了蔬菜种植技术”。炉霍县斯木乡一
农民告诉记者。

但部分农牧民依然担心，私下进行
的土地流转不规范，怕自身权益得不到
保障。因此，应构建“省、州、县、镇”四
级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体系，制定交易规
则，加强交易监管，提供交易鉴证。

有了合法的产权交易中心，土地
经营权、林权、水域滩涂养殖权、农村
集体股权等都可以交易。以土地经营
权流转为例，农民只需参与申请和合
同签订两个环节，其余工作均由产权
交易中心负责，交易过程全部免费。
出价高者中标，进一步保护和提高了
土地转出方权益和收益。

建立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供需双
方可以较快找到合适的对象，流转效
率有了大幅提高。“以前得到处打听，

价格也得和村民反复商量。”泸定蔬菜
专业合作社社长说，如果有这样一个
中心，可使农牧民和企业双方的合法
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据人民日报报道，针对农村产权交
易中心公示但未能达成交易的土地，山
东胶州探索成立“土地银行”。“农民提
出土地流转申请，如无人报价，都由土
地银行进行托底接收。”胶州市农村产
权交易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据介绍，土地经营权存入“土地银
行”，农民可以收取存入的“利息”，等
收储多了起来，“土地银行”再将整块
土地“贷”给种植合作社、种植大户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零存整贷”
的形式，不仅不让农民的土地撂荒，还
实现农村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如何盘活农村用地，切实增加农
牧民的经济收入，让精准扶贫更有针
对性，解决农牧区产与销的难题，我州
还需进一步解放思想，学习借鉴内地
先进经验，让土地能“生钱”。

让土地流转更规范

■龙鸣

国土资源部地籍司（不动产登记局）负
责人近日表示，截至目前，除西藏自治区的
部分市、县外，全国都已实现不动产登记“发
新停旧”，不动产登记制度顺利落地实施，但
个别地方农村不动产登记仍然存在不规范
问题。

国土资源部近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
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
问题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1999年之后
城镇居民使用宅基地的，不予确权登记。

农村房屋等须颁发统一产权证书
2014年，国土资源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此后，
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
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也存在着农村地籍调
查工作基础薄弱，个别地方不动产登记工作
进展缓慢，一些地方宅基地“一户多宅”、面
积超占严重等突出问题。

“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以
及房屋所有权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的重要内
容。”这位负责人指出，要按照《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等法规
政策规定，颁发统一的不动产权证书。

同时，要将农房等宅基地、集体建设用
地上的定着物纳入调查范围。这位负责人
要求，农村权籍调查不得收费，不得增加农
民负担。此外，还要将宅基地、集体建设用
地和房屋等定着物一并划定不动产单元，编
制不动产单元代码，为农村不动产配上“身
份证号”。

《通知》要求，开展权籍调查时，不动产登
记机构应将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和房屋的权
属调查结果送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在村民
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上说明，同时以张贴公告
等形式公示权属调查结果，做到农村权籍调查
公正、公开，充分保障农民的知情权。

“一户多宅”登记应公告无异议
针对“一户多宅”问题，《通知》强调，宅

基地使用权应按照“一户一宅”要求，原则上
确权登记到“户”。

“考虑到实践中户籍管理与宅基地管理
不衔接，公安部门规定有独立住址才能分
户，而基层国土资源部门在户籍分户后才批
准使用宅基地，因此导致符合当地分户建房
条件未分户但未经批准另行建房分开居住
的。”这位负责人说，《通知》要求地方结合实
际经本农民集体同意并公告无异议，并按规
定补办有关用地手续后依法予以确权登记；
未分开居住的，其实际使用的宅基地没有超
过分户后建房用地合计面积标准的，依法按
照实际使用面积予以确权登记。

宅基地面积超占分三个时间点处理
宅基地面积超占也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通知》明确对于历史上
经过批准的宅基地，认可批准的效力，按照
批准面积确权登记。对于未经批准占用宅
基地的，《通知》分历史阶段予以处理。

“因宅基地使用面积标准是1982年《村镇
建房用地管理条例》规定的，1987年写进《土地
管理法》。《通知》结合国土资源部有关规定，又
考虑到当前不动产登记工作加快推进的有关
要求以及宅基地试点改革正在探索对超占面
积进行有偿使用等。”这位负责人说，具体登
记规定是，1982年《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
实施前，农民集体成员建房占用的宅基地，范
围在《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实施后至今未
扩大的，无论是否超过其后当地规定面积标
准，均按实际使用面积予以确权登记；1982年

《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实施起至1987年
《土地管理法》实施时止，农民集体成员建房
占用的宅基地，超过当地规定面积标准的，超
过面积按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处理的结果予
以确权登记；1987年《土地管理法》实施后，农
民集体成员建房占用的宅基地，符合规划但
超过当地面积标准的，在补办相关用地手续
后，依法对标准面积予以确权登记，超占面积
在登记簿和权属证书附记栏中注明。

非本农民依法取得宅基地可以登记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非本农民集体成员

使用宅基地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政府实
施扶贫搬迁、地质灾害防治、新农村建设、移
民安置等项目组织农民易地建房使用宅基
地。他说，这种情况使用的宅基地都是经统
一规划和批准的，应予以确权登记。这位负
责人强调，为防止迁新、建新不退旧，《通知》
要求在退出原宅基地并注销登记后，再办理
登记手续。

第二种是 1999 年之前非农业户口居民
（含城镇居民和华侨）合法取得的。这位负
责人指出，因宅基地属于农民的福利性待
遇，但对非农业户口居民（含城镇居民和华
侨）因转让、赠与房屋以及经政府审批建房
等方式占用宅基地的，《通知》分1982年前、
1982 年~1999 年两个历史阶段，规定了确权
登记的政策。

“因为1999年国办发文禁止城市居民再
以自行建造或购买的方式获得宅基地。”这
位负责人强调，所以1999年之后城镇居民使
用宅基地的，不予确权登记。

妇女及进城农民合法权益有保障
《通知》明确，农村妇女作为家庭成员，其

宅基地权益应记载到不动产登记薄及权属证
书上。农村妇女因婚嫁离开原农民集体，取
得新家庭宅基地使用权的，应依法予以确权
登记。

这位负责人说，按照中央推进城镇化工
作安排，未来1亿农民将进城落户。根据《国
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切实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合法权
益和其合法宅基地权益应予以保护”的规
定，《通知》规定农民进城落户后，其原合法
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应予以确权登记。

1999年后城镇居民使用
宅基地不予确权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