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在土地整治项目管理方面
不能当 “甩手掌柜”

王发荣

　 　 对辖区内的土地整治项目进行管理ꎬ 是县级

自然资源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ꎬ 做好这项工作ꎬ

不仅事关辖区内的耕地保护、 粮食安全ꎬ 还关系

到辖区内耕地占补平衡和新增建设用地报批ꎬ 直

接影响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ꎮ 为了做好土地整

治项目管理工作ꎬ 省、 市、 县各级自然资源部门

不仅在内部设立了履行行政职能的股 (室)ꎬ 还

成立了承担技术性、 事务性的工作的事业单位

———土地整治中心ꎮ 就县级自然资源部门而言ꎬ

自然资源局相关股 (室) 履行的主要是土地整

治项目管理的行政职能ꎬ 如项目立项、 投资计划

审批ꎬ 项目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招投标ꎬ 项目竣

工决算审计、 项目验收等工作ꎻ 土地整治中心履

行的是项目实地踏勘ꎬ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规

划设计及预算报告初审、 项目实施情况监管ꎬ 土

地整治项目中间验收ꎬ 项目竣工验收资料初验ꎬ

土地整治项目产生的耕地占补平衡指标报备、 入

库等技术性、 事务性工作ꎮ 尽管分工有所侧重ꎬ

但目标都是一个ꎬ 就是管好辖区内的土地整治

项目ꎮ

近年来ꎬ 随着国家耕地保护和耕地占补平衡

工作的不断严格、 规范ꎬ 加之可以纳入整治的土

地资源逐步减少ꎬ 土地整治项目投资标准进一步

提高ꎮ 不少县 (市、 区) 政府为了解决土地整

治项目财政资金投入不足的压力ꎬ 采取了委托辖

区内国有企业进行融资代建运行模式ꎬ 拓宽了土

地整治项目资金来源渠道ꎬ 保障了土地整治项目

年度计划的顺利实施ꎮ 但是ꎬ 有的地方县级自然

资源部门在具体操作中却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做

法ꎬ 不仅将土地整治项目的资金融资、 工程建设

委托给国有企业ꎬ 甚至将项目踏勘ꎬ 项目可行性

研究、 项目规划设计报告编制单位确定、 报告评

审ꎬ 项目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招投标ꎬ 项目中间

验收ꎬ 项目工程量复核、 耕地质量评定、 项目竣

工财务审计单位确定ꎬ 项目验收等工作都委托给

国有企业承担ꎬ 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及所属的土地

整治中心仅仅做了掌握项目施工进度、 参与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规划设计及预算报告评审ꎬ 参

与项目最终验收ꎬ 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使用等工

作ꎬ 几乎变成了 “甩手掌柜”ꎮ 这种做法虽然腾

出了县级自然资源部门的人手ꎬ 但土地整治项目

监管却面临 “失控” 的局面ꎬ 完全是利大于弊ꎮ

在土地整治项目管理中ꎬ 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及其

所属的土地整治中心充当的是 “裁判员” 的角

色ꎬ 负责融资、 代建的国有企业充其量是 “运

动员”ꎬ 将土地整治项目从头至尾的管理工作都

委托给国有企业ꎬ 很容易出现 “裁判员” 与

“运动员” 角色混淆ꎬ 甚至会出现 “运动员” 指

挥 “裁判员” 的问题ꎮ 具体到项目管理工作中ꎬ

有的地方出现违反工程施工招投标规定ꎬ 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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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向银行融资后自己当施工老板ꎻ 监理单位是国

有企业招标确定并由国有企业与监理单位签订工

程监理合同的ꎬ 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及其所属的土

地整治中心认为某些工程质量不合格ꎬ 要求整

改ꎬ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都可以不把县级自然资

源部门及其所属的土地整治中心的整改要求当回

事ꎬ 有的监理单位还放言 “我的工程监理合同

是和 ｘｘｘ 国有企业签订的ꎬ 我们只对 ｘｘｘ 公司负

责”ꎻ 有的监理单位甚至与施工单位 “同流合

污”ꎬ 在隐蔽工程上 “合伙” 欺骗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及其所属的土地整治中心ꎻ 项目竣工财务审

计单位为了能从国有企业那里好拿到审计费用ꎬ

对项目发生的施工费及其他各项费用支出ꎬ 照单

全收ꎬ 全部给予 “认定”ꎬ 即便是有的支出超出

项目预算或者支出不符合相关规定ꎬ 也是 “睁

只眼闭只眼”ꎬ 整个审计报告从头到尾没有 “得

罪人” 的内容ꎮ 试想ꎬ 一个投资几百万、 上千

万的土地整治项目ꎬ 负责项目工程质量、 工期、

资金使用监督的项目监理单位交给国有企业管

理ꎻ 隐蔽工程施工ꎬ 分部工程、 单位工程、 单项

工程等中间验收由国有企业负责ꎻ 项目工程量复

核、 项目竣工财务审计也由国有企业负责ꎬ 这样

的土地整治项目最终提供的验收资料有多少

“水分”ꎬ 可能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及其所属的土

地整治中心也很难说清楚ꎮ 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及

其所属的土地整治中心恐怕也没有说 “这个项

目完成可以达到验收条件” 的底气ꎮ

自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２９ 日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修订

的 «土地管理法» 规定 “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

偿制度” 实施二十多年来ꎬ 我国的土地整治工

作涉及法律、 法规、 政策和各种技术规范已经基

本完备ꎬ 各级各部门的职责也已经很明确ꎮ 如何

管理好辖区内的土地整治项目ꎬ 关键看县级自然

资源部门和所属的土地整治中心是否履职到位ꎮ

投资困难、 人手紧缺都不是当 “甩手掌柜” 的

理由ꎮ

在土地整治项目管理中ꎬ “裁判员” 的职责

绝对不能交给 “运动员” 来履行ꎮ 县级辖区内

的任何一个土地整治项目ꎬ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 规划设计报告编制单位的确定及评审ꎬ 项目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的确定及合同的签订ꎬ 项目

工程量复核、 项目竣工财务审计单位的确定及最

终成果的认定ꎬ 施工费、 监理费拨付ꎬ 项目竣工

验收等工作ꎬ 都必须由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和所属

的土地整治中心承担ꎮ 如果将这些职责委托国有

企业履行ꎬ 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和所属的土地整治

中心就必须承担失职、 渎职的风险ꎮ 一旦发生土

地整治项目无法通过验收ꎬ 或者整改后也无法达

到验收条件ꎬ 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和所属的土地整

治中心都难辞其咎ꎮ

县级政府通过融资来解决土地整治项目投

资ꎬ 表面上不是花政府财政的钱ꎬ 实质上那也是

政府 “隐形” 的债务ꎮ 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及所

属的土地整治中心ꎬ 只有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

责ꎬ 在土地整治项目管理中 “不缺位”ꎬ 才能规

范项目管理ꎬ 做到 “项目管好、 干部不倒”ꎮ

(作者单位: 玉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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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干部规划家乡　 描绘乡村振兴蓝图

———浅析牟定县自然资源局 “干部规划家乡行动”

李振华

　 　 “干部规划家乡行动” 是抓党建促乡村振

兴的重要内容ꎬ 是推进乡村建设行动的有效抓

手ꎬ 是 “我为群众办实事” 的生动实践ꎬ 是锤

炼干部能力作风的有效平台ꎬ 为干部干事创业提

供了明确的行动纲领ꎮ 牟定县自然资源局党员干

部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 州、 县的决策部

署ꎬ 紧扣 “干部规划家乡行动” 的战略目标、
战略定位、 战略路径、 战略平台、 战略场景ꎬ 对

准跑道ꎬ 争先创优ꎬ 聚焦 “产业振兴、 人才振

兴、 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 为主线

进行规划ꎬ 做到干部在乡村一方生根ꎬ 滋润一方

土地ꎬ 带富一方百姓、 振兴一方乡村ꎬ 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ꎮ
一、 践行怎么动－－－聚焦六个推进

(一) 聚焦目标重点ꎮ 此次实施 “干部规划

家乡行动”ꎬ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ꎬ 贯彻新发展理念ꎬ 构建新发展格

局ꎬ 改进干群关系ꎬ 改进领导作风ꎬ 推进乡村振

兴ꎮ 行动自 ２０２１ 年起ꎬ 利用 ３ 年时间ꎬ 全县需

要编制乡村规划 ８７ 个ꎬ ２０２１ 年要完成 ３４ 个、
２０２２ 年完成 ２９ 个、 ２０２３ 年完成 ２４ 个ꎮ 通过规

划ꎬ 提升美丽村庄、 提升基层党建、 提升村庄发

展、 提升产业布局、 提升现代农业、 提升耕地保

护、 提升生态环境、 提升民族文化、 提升乡风文

明、 提升人居环境、 提升乡村治理ꎮ
(二) 聚焦民计民生ꎮ 全县要求回乡规划干

部要在开展村庄规划的同时ꎬ 重点关注农村易返

贫致贫人口监测、 贫困人口就业、 乡村特色产业

发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化解矛盾纠纷、 乡村

治理、 村级党建、 乡村公路、 农村安全饮水、 生

态修复、 整治乱占耕地建房、 地质灾害综合防治

等工作ꎮ 要深入村户调研ꎬ 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建

议ꎬ 切实解决基层 “急难愁盼” 的现实问题ꎮ
要严格遵守纪律ꎬ 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ꎬ 确

保工作取得实效ꎮ 目前ꎬ 完成所有村庄类型和特

征划分ꎬ 落实工作经费 ４００ 万元ꎬ 选定 ３０ 个村

庄规划编制技术服务单位ꎬ 排查和推送回乡干部

５８９０ 名ꎬ 组织县、 乡、 村、 组 ４ 级干部参加省、
州、 县 ３ 级专题培训 ３ 次 １８９８ 人ꎬ 乡镇、 村共

开展培训 ９４ 场次ꎬ 组建县、 乡、 村 (社区) 联

络站 ９５ 个ꎬ 制作和发放专用信封和邀请书各

１４００ 余份ꎬ 印发 «干部规划家乡工作手册» ２７５
册ꎬ 开展规划编制 ４ 个ꎮ

(三) 聚焦宣传发动ꎮ 全县干部群众ꎬ 充分

利用户长会、 广播、 电视、 报刊、 网络等媒体ꎬ
对 “千名干部规划家乡行动” 进行广泛宣传ꎬ
激发干部、 群众的参与热情ꎻ 组织县乡干部登录

云南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网站、 云南省干部在线

学习学院等平台学习 “干部规划家乡” 政策知

识ꎬ 组织县、 乡、 村、 组干部 １２００ 人参加省、
州 “干部规划家乡行动” 培训ꎻ 组织召开了县

级动员部署暨业务培训会议ꎬ 共 ５４０ 余人参会ꎻ
落实工作经费 ４００ 万元ꎬ 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定

了 ２０２１ 年 ３０ 个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服务单位ꎻ 已

印发了 «干部规划家乡工作手册» ２７５ 册ꎮ
(四) 聚焦国土空间ꎮ 稳步推进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ꎬ 规划管控有序有力ꎮ 一是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有序推进ꎮ 开展专题研究 ８ 个ꎬ 计划年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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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专题编制和审查工作ꎮ 完成了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招标ꎬ 生态保护红线的评估调整已通过省自然

资源厅审查ꎮ 开展了 ２ 轮村庄建设边界试划和基

本农田调整补划试划工作ꎬ 目前按省州要求划定

城镇开发边界线和永久基本农田核实整改补足工

作ꎮ 二是过渡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序执行ꎮ 严

格执行项目选址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

护红线规定ꎬ 对小石门水库、 牟元高速和滇中引

水 ３ 个省级重点项目ꎬ 编制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修改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ꎬ 并按程序逐级上

报审批ꎮ 三是城乡规划管理有序有力ꎮ 召开规划

会办公会议 ５ 次ꎬ 对彝和园福禄世居、 时代龙庭

桂园等 １７ 个建设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进行行政

性审查和专家评审及审查审批ꎮ 严格规范 “一
书两证” 的审查、 审批ꎬ 完成规划符合性审查

６９ 份建筑面积 １３ ４９ 万平米ꎬ 发证率 １００％ꎮ 加

大规划检查力度ꎬ 对在建地产项目、 留地安置小

区等 １７ 个建设项目进行了规划检查 ２１ 次ꎮ 严格

落实规划复验线、 规划检查和规划竣工验收制

度ꎬ 组织了对 ２５ 个项目竣工规划验收ꎬ 面积 １１
万平米ꎬ 开具规划条件通知单 ７ 份ꎮ

(五) 聚焦耕地保护ꎮ 用硬措施严格落实耕

地保护制度ꎮ 一是摸清耕地底数ꎬ 划定永久基本

农田ꎮ 对标国家和省州标准ꎬ 在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工作中统筹划定 “三线”ꎬ 共试划永久基本农

田 ２９４４００ 亩ꎬ 并上报省州审查ꎮ 二是细化工作

措施ꎬ 全力推进补充耕地工作ꎮ ２０２１ 年组织申

报和实施土地整治项目 (提质改造) ６ 个ꎬ 总规

模 ２１４ １７０７ 公顷ꎬ 项目总投资 ３８２９ ４８ 万元ꎬ
新增耕地 １１ ６９４９ 公顷ꎬ 其中新增水田 １１ ４８９
公顷ꎬ 提 质 改 造 １６１ ８９０４ 公 顷ꎬ 其 中 水 田

１２４ ６５５７ 公顷ꎬ 新增粮食产能 ４５０３１８ ６４ 公斤ꎬ
目前ꎬ 项目已竣工ꎬ 正开展项目验收及入库ꎮ 三

是落实属地责任ꎬ 持续抓实土地复垦监管ꎮ 对到

期的牟定县 ２ 个风电场和 ２０１８ 年国家土地例行

督查整改事项的牟定县庄三工业区内部道路临时

用地进行了验收ꎬ 完成永广铁路变电站弃土场临

时用地组织了县级初验ꎮ 完成备案土地复垦方案

１１ 宗ꎬ 土地复垦动态投资 １３９３ ８７ 万元ꎬ 按照

分期预存要求ꎬ 实际预存土地复垦费用 ６６０ ６９
万元ꎮ 对已关闭的 ６ 家闲置矿山进行举证销号ꎮ
同时对自然资源部下发的 １１６ 个历史遗留废弃露

天矿山生态修复进行核查ꎬ 实际需要进行生态修

复 ８ 个图斑ꎬ 涉及矿山企业 ７ 家ꎬ 面积 ６８４ ５７

亩ꎬ 目前正在报部省审核中ꎮ 四是严格监督检

查ꎬ 加大耕地保护检查巡查力度ꎮ 定期对违法违

规占用耕地进行非农建设、 种植林果、 花卉等

“非农化”、 “非粮化” 问题开展巡查ꎬ 做到 “早
发现、 早制止、 早处置”ꎮ

(六) 聚焦节约集约ꎮ 推进节约集约用地ꎬ
用地保障精准高效ꎮ 一是科学谋划制定年度土地

利用计划ꎮ 紧盯全县经济建设发展重点ꎬ 制定了

２０２１ 年年度土地利用计划ꎬ 计划供应国有建设

用地供应 ６２０ 亩ꎬ 其中工业用地 ４６０ 亩ꎬ 住宅用

地 １６０ 亩ꎮ 二是坚持节约集约用地ꎬ 高效保障建

设用地供应ꎮ 组织开展供地方案报批ꎬ 供应用地

２０ 宗 １０６ ０７ 亩ꎬ 入库土地出让收入 ５５００ 万元ꎮ
三是加强批后监管ꎮ 完成闲置土地处置 ３ 宗ꎬ 完

成闲置土地处置任务 ３３３ １％ꎬ 批而未供用地处

置 １３４ 亩ꎬ 动态巡查率 １００％全州领先ꎬ 清理存

量土地共 １３ 宗 ６９８ 亩ꎮ 四是全力做好用地报批

工作ꎮ 千方百计组织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编制报批ꎬ ２０２１ 年纳入成片开发方案各类重点

项目共 ３９ 个ꎬ 涉及 ４３ 个地块ꎬ 规划用地总面积

８８ 公顷ꎬ 目前成片开发方案已通过省政府审查ꎮ
２０２１ 年共计划组织报批城镇批次用地 ６ 个批次

６０６ ５３４１ 公顷ꎬ 目前已上报省自然资源厅 １ 批

次 ６４ ８２２０ 公 顷ꎬ 正 在 组 织 报 件 ５ 个 批 次

５４１ ７１２１ 公顷ꎬ 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报件 １０
个 １４２ ６１２１ 公顷ꎮ 牟定县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

４６ 个ꎬ 已保障用地 ４１ 个、 未保障 ５ 个ꎬ 保障

率 ８９ １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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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视怎么难———破解三个症结

(一) 畏难症结ꎮ 一些干部对规划工作的认

识不足ꎬ 存在畏难情绪ꎬ 加之当前部门工作任务

繁重ꎬ 难以抽身投入到规划家乡行动中ꎬ 致使部

分中坚力量难以注入到规划组中ꎬ 不利于行动的

实施ꎮ
(二) 认识症结ꎮ 很多干部对 “干部规划家

乡行动” 这项工作ꎬ 具体怎么干、 怎么实施、

资金怎么来、 怎么推进等没有深层次思考ꎬ 极少

数各部门对此行动的认识存在偏差ꎮ
(三) 能力症结ꎮ 镇村组织信息编制人员和

回家规划人员是规划工作中的重要一环ꎬ 是规划

工作能否取得实效的先手棋和加速器ꎮ 但当前人

员与现阶段规划家乡、 建设家乡的要求存在一定

的差距ꎮ
三、 创新怎么干———瞄准八个靶向

做好 “干部规划家乡行动” 要紧抓思想认

识到位ꎬ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省、 州、 县

的工作要求和安排上来ꎬ 把履行职能职责和建设

家乡情怀紧紧结合ꎬ 强化宣传引导ꎬ 扎实推进工

作ꎮ 要紧抓标准质量到位ꎬ 高标准、 高质量做好

村庄规划、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ꎬ 注重规划的可操

作性、 可实施性ꎮ 要紧密结合牟定实际ꎬ 高位推

动 “干部规划家乡行动” 工作ꎮ
(一) 强党建ꎬ 当好维护核心的 “忠诚者”ꎮ

“干部规划家乡行动” 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工

作ꎬ 又是对自然资源各项工作的一次强劲推动和

鞭策ꎮ 全县自然资源系统干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 州、 县部署全面从严治党部署要求ꎬ 高质

量推动党的建设ꎬ 着力实现党建工作与自然资源

业务工作深度融合ꎬ 为自然资源事业健康发展提

供坚强思想和政治保障ꎬ 在党建工作和 “干部

规划家乡行动” 中ꎬ 坚持用 “四个坚持” 来牵

引和推动ꎬ 以实现党的建设和 “干部规划家乡

行动” 高质量ꎮ 一是坚持把政治担当当作一种

境界来考量ꎬ 强力传递狠抓党建工作的鲜明导

向ꎬ 牢固确立抓好党建就是最大政绩的思想ꎬ 把

捍卫 “两个确立”ꎬ 做到 “两个维护” 真正成为

自然资源部门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ꎬ 转化为履职尽责、 做好 “干部规划

家乡” 的实际行动ꎻ 二是坚持把探索创新当作

一种动力来引领ꎬ 持续提升管党治党的科学化水

平ꎬ 推进 “干部规划家乡行动”ꎻ 三是坚持把廉

洁从政当作一种定力来秉守ꎬ 积极塑造风清气正

的良好形象ꎬ 推进 “干部规划家乡行动”ꎻ 四是

坚持把成果转化当作一种标准来确立ꎬ 切实服务

好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改革大局ꎬ 推进 “干部

规划家乡行动”ꎮ
(二) 新作为ꎬ 当好锤炼作风的 “实干者”ꎮ

把 “干部规划家乡行动” 作为锤炼自然资源部

门党员干部能力作风的有效平台ꎬ 持续加强思想

淬炼、 政治历练、 实践锻炼、 专业训练ꎬ 让广大

干部在深入开展 “干部规划家乡行动” 中提高

政治能力、 调查研究能力、 科学决策能力、 改革

攻坚能力、 应急处突能力、 群众工作能力、 抓落

实能力ꎬ 展现新时代党员干部的新担当、 新作

为ꎮ 一要真务实ꎮ 开展 “干部规划家乡行动”
是广泛动员党员干部ꎬ 深入基层为民办实事ꎬ 参

与村庄编制规划助力乡村振兴的有力举措ꎮ 自然

资源部门干部在工作中不能走过场搞形式ꎬ 要精

准把握开展 “干部规划家乡行动” 的相关要求ꎬ
力求方案务实管用、 规划因地制宜ꎻ 不能虎头蛇

尾ꎬ 要一抓到底ꎬ 坚持不懈ꎬ 不能打退堂鼓ꎬ 更

不能推躲滑ꎬ 要一步一个脚印ꎬ 脚踏实地去做ꎻ
不仅要充分发挥自身政策理论优势ꎬ 及时将上级

部门关于编制 “多规合一” 村庄规划、 抓党建

促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 指示精神传达给当地村

庄编制规划组及父老乡亲ꎬ 还要充分发挥自身了

解村情民情的优势ꎬ 积极参与村庄调研与入户宣

传活动ꎬ 努力获得群众的理解、 支持与参与ꎬ 形

成工作合力ꎬ 确保编制出 “能用、 会用、 好用”
的村庄编制规划ꎻ 要多学习了解国家政策ꎬ 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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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扶持上突破、 从扶大扶强上突破、 从扶持产业

发展上突破、 从多渠道整合政策资源和资金上突

破ꎮ 二要切实际ꎮ 鼓励干部回乡参与 “多规合

一” 实用性村庄规划ꎮ 不是要推进乡村 “城市

化” “同质化”ꎬ 而是要留有 “暧暧远人村ꎬ 依

依墟里烟” 的浓浓乡愁ꎬ 留下 “绿树村边合ꎬ
山清水秀间” 的乡村美景ꎮ 因此回乡干部要围

绕 “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 生态振

兴、 组织振兴” 为主线ꎬ 通过实地走访明实情ꎬ
对区域内的山、 水、 林、 田、 路、 房进行初步勘

探和摸底ꎬ 详细摸清农村的资源禀赋、 土地利

用、 产业发展、 历史文化、 民俗文化ꎬ 人居环

境、 生态保护ꎬ 带着村情民意ꎬ 因地制宜安排村

庄布局ꎬ 依法编制村庄规划ꎬ 分类有序推进村庄

建设ꎮ 通过整合当地彝族火把节、 “彝族左脚舞

文化”、 “彝族玛咕舞文化” 等文化资源ꎬ 将少

数民族文化元素融入其中ꎬ 进一步强化传统文化

原色、 突出地方文化特色ꎬ 让农村留住乡土味ꎬ
留得住青山绿水ꎬ 记得住乡愁ꎮ 特别强调的是ꎬ
在工作中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ꎬ 充分听取村民意

见建议ꎬ 不能搞 “一言堂”ꎬ 要尊重村民意愿ꎬ
反映村民诉求ꎮ 坚持节约优先ꎬ 保护优先ꎬ 实现

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ꎮ

(三) 绘自然ꎬ 当好国土规划的 “操盘者”ꎮ
精细绘好自然资源空间规划的 “工笔画”ꎬ 确保

形成规划成果ꎬ 力争牟定成为城市、 乡村自然资

源空间规划的 “牟定样板”ꎮ 一要切实履行自然

资源空间用途管制职责ꎬ 推进城乡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ꎮ 在具体工作中ꎬ 要统筹衔接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与全县国土空间规划ꎬ 提升自然资源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保障和空间管控能力ꎮ 探索拟订专项

规划编制目录清单ꎬ 按需推进专项规划编制ꎬ 支

持强县战略实施ꎬ 启动一体化国土空间专项规划

研究ꎬ 努力在推进一体化发展上作出空间规划响

应ꎬ 引领和服务一体化发展ꎮ 按照 “多规合一”
的要求ꎬ 探索新的详细规划编制ꎬ 指导有条件的

地方优化提升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重要地段城

市设计ꎮ 稳妥有序推进有条件有需要的村庄规划

编制ꎮ 推行乡村规划服务ꎮ 建成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 实施监督信息系统ꎮ 二要聚焦规划对

接、 交通衔接、 项目招引、 功能优化ꎬ 进一步增

强融入一体化发展的主动性、 创造性、 协同性ꎮ
加快组建成立牟定县规划委员会ꎬ 促进县域一体

化发展ꎮ 三要切实抓好彝族左脚舞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ꎬ 探索建立县、 乡镇两级联动机制ꎬ 常态

化、 项目化推进各项规划落地实施ꎬ 以绣花功夫

擦亮 “彝族左脚舞历史文化名城” 的金字招牌ꎮ
四要精准抓好乡镇村庄规划ꎬ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奠定规划基础ꎮ 五要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完成 “双评价” 和生态保护红线评估ꎬ 结合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ꎬ 完成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

田、 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以及各区域保

护线划定ꎬ 协调解决矛盾冲突ꎬ 纳入国土空间基

础信息平台ꎬ 形成一张底图ꎬ 实现信息共享ꎬ 实

行严格管控ꎮ 六要完善规划编审和用途管制制度

按照国家相关技术要求ꎬ 结合牟定实际细化出台

规划编制指导文件ꎬ 研究制定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审批办法ꎮ 加强规划编制队伍建设和行业规范化

管理ꎬ 指导各乡镇探索建立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单

位信用体系ꎮ 广泛征求各方专家、 各行业部门以

及社会各界的意见ꎬ 集智聚力提高规划编制质

量ꎮ 按照 “探索创新、 加强监管、 规范标准”
的要求ꎬ 着手启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及标准

规范体系研究ꎮ 七要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规

划ꎬ 推进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ꎮ 继续抓

好乡镇、 村、 组村庄规划ꎬ 谋划启动乡村振兴项

目ꎮ 重点抓好 “百村”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乡

村传统产业改造、 乡镇万亩农旅综合体等示范项

目ꎬ 争取早出形象、 创出亮点ꎮ 做好 “土地整

治＋特色农业” “土地整治＋现代农业” “土地整

治＋美丽乡村” “土地整治＋乡村旅游” 等文章ꎬ
努力打造精品农业ꎬ 大力发展观光农业、 生态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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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等乡村旅游新业态ꎬ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ꎮ
(四) 守红线ꎬ 当好耕地资源的 “护卫者”ꎮ

务必要用硬措施ꎬ 守住耕地红线ꎬ 遏制耕地

“非农化”、 防止 “非粮化”ꎮ 一要认真做好新

«土地管理法» 的宣传培训和贯彻落实ꎬ 加快制

定相关配套规章制度ꎮ 要结合工作实际ꎬ 全面掌

握核心要义ꎬ 不断提升业务能力ꎬ 确保新法所确

立的改革举措落到实处ꎮ 二要落实耕地保护制

度ꎮ 做好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ꎬ 落实政府保

护耕地的第一责任ꎬ 构建多部门保护耕地的共同

责任ꎮ 探索符合牟定实际的耕地保护新机制ꎬ 着

力推进耕地数量、 质量、 生态 “三位一体” 保

护ꎬ 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保护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的自觉性和积极性ꎮ 要落实永久基本

农田特殊保护政策ꎬ 严格规范永久基本农田占用

与补划管理ꎬ 全面清理和整改划定不实、 补划不

足等问题ꎬ 巩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ꎬ 做好永

久基本农田储备区补充更新ꎬ 提高重大项目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用地审查报批效率ꎮ 严格审查补充

耕地方案ꎬ 从源头上引导建设项目少占或不占耕

地ꎮ 压实地方占补平衡主体责任ꎬ 转变补充耕地

方式ꎬ 多途径拓宽补充耕地指标来源ꎬ 做好新增

耕地核定工作ꎬ 严把补充耕地质量关ꎬ 加强补充

耕地指标调剂管理ꎬ 继续促进补充耕地指标交

易ꎬ 切实解决占补平衡难题ꎮ 积极探索耕地保护

补偿激励机制ꎮ 三要深化土地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改革ꎬ 创新工业用地方式ꎬ 探索先租后让、 租让

结合和弹性年期出让方式ꎬ 提高土地使用效益ꎮ
加强房地产用地管理和调控ꎬ 坚持去库存与防过

热并重ꎬ 编制住宅用地供应中长期规划ꎬ 落实指

导监督职责和城市主体责任ꎬ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ꎮ 四要加快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

平ꎮ 要抓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急需政策调查研

究ꎮ 扎实做好信访工作ꎬ 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

达、 利益协调、 权益保障通道ꎬ 完善信访制度ꎬ
化解突出矛盾ꎮ 深入推进平安牟定建设ꎬ 抓好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ꎮ 深化自然资源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ꎮ 五要严格督察执法ꎬ 维护自然资源秩

序ꎮ 要加强执法工作ꎬ 以 “零容忍” 态度ꎬ 坚

决遏制新增违法行为ꎬ 重点查处违反国土空间规

划、 破坏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 损害生态环

境、 乱占耕地建房、 未批就建、 少批多建等违法

行为ꎮ 要改进卫片执法工作ꎬ 探索 “增违挂钩”
工作机制ꎬ 建立违法查处举证平台ꎮ 全面落实行

政执法 “三项制度”ꎬ 不断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

水平ꎮ 要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ꎬ 强化源头

治理、 综合治理ꎬ 完善自然资源行业监管长效工

作机制ꎬ 积极配合司法机关严厉查办乱占耕地建

房违法违规行为ꎬ 加大违法案件移送力度ꎬ 提升

打击震慑效果ꎮ
(五) 重绿色ꎬ 当好生态文明的 “建设者”ꎮ

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ꎬ 深刻领会、 牢固

树立生态文明理念ꎬ 是做好自然资源管理工作、
推动牟定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ꎮ 一要牢固树

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ꎬ 始终做到尊重自

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ꎬ 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

境的承载力、 接纳度、 可持续性作为一切工作的

首要考量ꎬ 加快资源利用方式转变ꎬ 强化自然生

态源头保护ꎮ 二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资源观ꎬ 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增长

与社会发展的前提ꎬ 加强自然资源集约利用ꎬ 推

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ꎬ 努力实现经济

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ꎮ 三要牢固树

立坚守底线促进发展保护修复的空间观ꎬ 以生态

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等

“三条控制线”ꎬ 作为调整经济结构、 规划产业

发展、 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ꎬ 形成生产空

间集约高效、 生活空间宜居适度、 生态空间山清

水秀的空间布局ꎮ 四要实施绿色矿山建设行动ꎮ
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ꎬ 进一步加强领导、 明确目

标、 强化责任ꎬ 解决矿山地质环境突出问题ꎮ 五

要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ꎬ 修编矿产资源总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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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ꎬ 科学设置矿业权总量指标ꎮ 在禁止开采区内

不得新设探、 采矿权ꎬ 可开采区域内ꎬ 提高矿产

资源开发准入门槛ꎬ 将绿色矿山建设、 资源综合

利用和生态修复内容作为重要的指标ꎬ 严格控制

矿山增量ꎮ 六要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和绿色矿业发

展示范区建设ꎮ 全部矿山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

准ꎬ 不符合绿色矿山标准的矿山企业逐步退出市

场ꎬ 做到 “非绿即退”ꎮ

(六) 创产业ꎬ 当好经济发展的 “引领者”ꎮ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ꎬ 经济建设和产业发展是第一

要务ꎮ 针对乡村经济普遍小而散、 组织化程度较

低、 缺乏规模效益的现状ꎬ 必须根据乡村自身的

资源特点、 区位条件ꎬ 找准有发展前景、 有规模

效应、 有良好供销渠道的特色产业ꎬ 大力实施乡

村产业振兴ꎬ 推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ꎮ 一是要

上下联动统筹推进ꎮ 由 “干部规划家乡行动”

队挂帅ꎬ 成立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工作协调小组ꎬ
总揽 全 县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工 作ꎮ 落 实 县、 乡

(镇)、 村三级干部抓特色产业发展的工作格局ꎻ
要理顺工作机制ꎬ 落实工作责任ꎬ 将乡村经济特

别是产业发展纳入对县级机关各部门、 乡镇领导

班子和 “干部规划家乡” 干部考察考核的重要

内容ꎬ 统筹一体化推进ꎮ 相关职能部门、 各乡镇

要相应成立村级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ꎬ 组建工

作专班ꎬ 村级组织成立村投公司ꎬ 全面推进成立

各种村级专业合作社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ꎬ 为乡

村产业发展创建良好的载体ꎮ 二是要科学规划发

展重点ꎮ 要坚持规划先行ꎬ 将乡村产业发展纳入

重点规划ꎮ 因地制宜ꎬ 实行一村一策ꎬ 推进乡村

产业标准化、 规模化、 集约化发展ꎬ 形成一批特

色鲜明的村级产业经济实体ꎮ 要全面摸清全县各

村产业发展底子ꎬ 按照资产经营型、 资源开发

型、 资源流转型、 土地利用型、 实体拉动型、 合

作增收型、 帮扶成长型等类型ꎬ 合理确定每个村

的产业经济模式ꎮ 如ꎬ 景区村可走种殖业、 畜牧

业、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之路ꎻ 城中村可侧重发展

物业经济ꎻ 城郊村可发展优质水稻、 优质烤烟、
优质蔬菜水果等保供产业等ꎮ 同时ꎬ 每年可筛选

一批试点示范村ꎬ 高标准地搞好创建试点工作ꎬ
以点带面ꎬ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ꎬ 最终实现一村一

品ꎬ 一村一特甚至一组一特ꎮ 三是要切实强化政

策支持ꎮ 要制定出台 “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实施

意见” 等相关文件ꎬ 出台村级集体经济项目资

金管理办法和集体经济收入管理办法ꎬ 指导项目

实施ꎬ 开展技术培训ꎮ 要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

度ꎬ 对于交通、 水利、 林业、 国土整理、 农田整

治等涉农项目ꎬ 按照项目财政资金 ５％的比例或

据实测算计提为村级集体经济收入ꎬ 带动村级产

业经济发展ꎻ 要建立村级产业发展引导基金ꎬ 成

立融资担保公司ꎬ 降低贷款成本ꎬ 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ꎬ 增强村级产业可持续造血能力ꎮ 要落实税

费减免优惠政策ꎬ 支持和鼓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参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ꎬ 保障乡村产业发展

用地ꎮ 要加大向上跑项目争资金力度ꎬ 深化

“企业帮乡村” 行动ꎬ 鼓励各地商会企业与村级

集体经济开展多形式合作ꎬ 实现企业、 集体、 群

众三赢ꎮ
(七) 优环境ꎬ 当好项目推进的 “服务者”ꎮ

自然资源部门将严格按照县委、 县政府 “滇中

牟定、 产业强县、 左脚舞城、 工匠名乡” 产业

项目建设要求ꎬ 做到土地批供建管统筹兼顾ꎮ 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ꎬ 简化审批流程ꎬ 全面提升保

障和服务水平ꎮ 一要围绕建设 “现代化城镇核

心功能集聚区、 现代化乡村特色功能承载区、 现

代化产业园区” 三层次的空间承载体系ꎬ 主动

谋划一批重点项目ꎬ 催化城市能级提升ꎮ 二要建

立县、 乡镇重大项目挂钩联系制度ꎬ 稳步有序推

动重大项目落地ꎮ 三要落实住宅用地分类调控目

标ꎬ 按照 “合理增加住宅用地公告供应量” 要

求ꎬ 科学制定、 实施住宅用地供应计划ꎮ 四要探

索开展片区整体收储、 工业用地收储新模式ꎬ 进

一步做强土地储备升级版ꎮ 四要推进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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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ꎮ 要实现快速高质量发展ꎬ 必须立足实际ꎬ 做

强做大优势产业ꎬ 加快追赶超越ꎬ 推进特色项目

由量变向质量协调发展转变ꎮ 要坚持走发展为

要、 创新为先、 民生为本、 生态立县、 开放兴

县、 产业强县的新路子ꎬ 大力推进招商引资ꎬ 引

进人才、 引进项目、 引进技术ꎬ 厚植高质量发展

的人才、 项目、 技术支撑ꎮ 要围绕县委、 县政府

项目发展总体安排部署ꎬ 一件一件抓好落实ꎬ 不

断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质量、 结构、 规模、 速度、
效益的全面提升ꎮ 五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ꎬ 让广

大群众共享发展成果ꎮ 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奋

斗ꎬ 牟定县全面打赢了脱贫攻坚战ꎬ 但必须清醒

看到ꎬ 牟定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接续推进

乡村振兴任务依然艰巨ꎮ 要在产业振兴、 人才振

兴、 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 “五个振

兴” 上做文章ꎬ 加速乡村的振兴发展ꎬ 让全社

会共享发展成果ꎬ 让广大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

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ꎮ 六

要加快推行 “多审合一” “多证合一” “多测合

一” 各项改革工作ꎮ 完善 “互联网＋不动产登

记” 服务体系ꎬ 深化 “一数据一平台一张网”
建设ꎬ 持续打造高质量、 不见面的登记服务ꎮ 七

要全力做好涉农项目用地保障ꎮ 认真落实中央、
省、 州、 县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文件精神ꎬ 在

现代农业发展、 美丽乡村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ꎬ 积极参与项目用地的前期选址ꎬ 做好服

务ꎬ 当好参谋ꎬ 为项目顺利落地建设做好用地

保障ꎮ
(八) 促节约ꎬ 当好拓宽用地的 “管理者”ꎮ

推进高质量发展ꎬ 对我们来说就是要促进自然资

源的高效利用ꎬ 特别是面对耕地资源十分稀缺的

县情ꎬ 必须坚定以 “亩产论英雄”ꎬ 尽可能发挥

土地资源的最大效应ꎬ 做到集约节约用地ꎮ 一要

深入推进节约集约 “双提升”ꎮ 继续加大清理闲

置、 空闲、 低效土地工作力度ꎬ 盘活存量建设用

地ꎬ 低效用地再开发ꎬ 同时加快推进标准地改

革ꎬ 不断提高亩均收入ꎬ 实现亩均收入高质量发

展ꎮ 二要加大批而未供地块处置力度ꎮ 按照

“增存挂钩” 工作部署ꎬ 更大力度推进批而未供

处置工作ꎬ 在原批而未供地块的基础上对新征收

项目地块进行逐一排查ꎬ 健全台账ꎬ 制定供应措

施ꎬ 督促各镇和部门推动项目用地ꎬ 不断提升全

县土地供应率ꎮ 三要强化建设用地批后监管工

作ꎮ 按照 “一企一策” 的原则ꎬ 针对不同问题ꎬ
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ꎮ 四要积极落实土地供应和

土地利用新规定新要求ꎮ 严格执行土地招拍挂过

程中新要求ꎬ 包括优化土地供应计划编制、 健全

供地集体决策机制等ꎬ 推进土地供应规范上水

平ꎬ 开发利用监管上台阶ꎮ 五要加强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的实施管理ꎮ 做好重大项目的建设用地初

审工作及项目用地计划的争取工作ꎮ 六要密切关

注农村 “三块地” 改革成果ꎬ 规范设施农用地

管理ꎬ 谋划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ꎬ 配合

开展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ꎬ 搅活农村集体经

济的 “一池春水”ꎮ 开展土地二级市场运行机制

研究ꎬ 加快开辟国有、 集体联动ꎬ 城乡统一的建

设用地市场ꎮ

(作者单位: 牟定县自然资源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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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气候和下垫面条件的地质灾害易发性评价

叶祖鑫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国土规划整理中心ꎬ 昆明　 ６５００００)

摘要: 近些年来ꎬ 随着气候系统异常加剧ꎬ 往往到导致地质灾害频发ꎮ 基于 ＧＩＳ 平台分析不同因

子和地质灾害点的空间关系ꎬ 并模拟地质灾害易发区的空间分布ꎬ 这对当地地质灾害的预警机制设计

具有实用性ꎮ 本文利用 ＧＩＳ 叠加分析功能和信息量模型ꎬ 分析结果显示藏南山区地质灾害极高易发

区、 高易发区、 中等易发区、 低易发区和不易发区的面积比重分别为 ３ ７％、 １２％、 １８ ５％、 ４５ ６８％

和 ２０ １２％ꎬ 其中极高易发和高易发区分布在中部的日喀则宽谷盆地、 拉萨河宽谷盆地、 贡嘎－乃东

宽谷盆地和加查－林芝深切峡谷ꎬ 这些区域的共同特点表现为软硬相间岩组ꎬ 水力侵蚀以及高山灌丛

或高寒草原覆盖物ꎮ

关键词: 地质灾害ꎻ 易发性ꎻ 信息量ꎻ 影响因素ꎻ 藏南

１　 引　 言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ꎬ 生态环境脆弱ꎬ 造成藏

南山区地质灾害十分活跃ꎬ 严重影响区域的可持

续发展[１ꎬ２]ꎮ 对地质灾害事件进行有效地预测和

易发性填图是减少经济损失的重要手段ꎮ

由于地质灾害形成的复杂性ꎬ 通常可以分为环

境因素和诱发因素ꎬ 环境因素包括地层岩性、 地质

构造、 土壤特性和植被类型等ꎬ 诱发因素包括降雨

和工程活动等[３]ꎮ 因此ꎬ 对地质灾害进行可靠的预

测和评估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ꎮ 本文通过信息

量模型ꎬ 结合环境因素和诱发因素ꎬ 对藏南山区地

质灾害易发性进行评估ꎬ 为政府应对灾害风险、 治

理和土地利用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４]ꎮ

２　 材料与方法

２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青藏高原的南部ꎬ 西面毗邻印度

喜马偕尔邦ꎬ 东面达到横断山脉ꎬ 北面以冈底斯

山脉和念青唐古拉山脉为界ꎬ 南面以喜马拉雅山

脉为限 (图 ２－１)ꎮ 研究区呈现狭长分布ꎬ 介于

北纬 ２６°４９′Ｎ－３３°４７′Ｎꎬ 东经 ７８°２３′Ｅ－９７°３４′Ｅꎬ

东西长 １７００ｋｍꎬ 南北宽 １０００ｋｍꎬ 平均海拔在

４０００ｍ 以上ꎬ 总面积为 ５２００００ｋｍ２ꎬ 涵盖了 １ 个

省会城市 (拉萨市)、 ４ 个地级市 (阿里地区、

日喀则地区、 山南地区和林芝地区) 和 ５５ 个县

级行政区ꎬ 是一个典型的三级地貌分区[５]ꎮ

区域气候变化各异ꎬ 东南部 (墨脱至错那

县) 年降雨总量为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ｍｍꎬ 年平均温度

为 １０－２５℃ꎬ 是青藏高原最热的地区ꎬ 全年无

霜ꎬ 属于热带气侯ꎮ 中部 (拉萨至日喀则地区)

气候温凉ꎬ 属温带半干旱气候ꎬ 半数以上的区域

年平均降雨量为 ４００－６００ｍｍꎮ 温度分布为－５－

１０℃ꎬ 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递减ꎬ 与海拔效应密

切相关ꎮ 水热条件的不同组合对植被空间分布起

着关键作用ꎮ 从东南部向西北直至阿里地区ꎬ 降

雨量和温度逐渐降低ꎬ 植被类型发生重大变化ꎬ

由喜湿热的亚热带针叶林和阔叶林向高寒草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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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植被更替ꎮ

图 ２－１　 藏南山区地理位置图

２ ２　 数据来源

２ ２ １　 地质灾害数据源

本文使用的西藏地质灾害空间点位数据来源

于中国 １: ２５ 万地质灾害调查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ｓｄｃ. ｃｎ / ｄａｔａ. ａｓｐｘ? ＤＡＴＡＩＤ ＝ ２９０)ꎮ 该

数据库包含了全国 ３０ 个省市自治区累积到 ２０１９

年的崩塌、 塌陷、 泥石流、 地面沉降、 地裂缝、

滑坡和斜坡等 ７ 大类地质灾害点ꎮ 每条数据附有

灾害体编号、 灾害体名称、 地理位置、 地下水类

型、 地震烈度和人口经济损失等ꎮ 经统计ꎬ 藏南

山区范围内共发生 ５５０７ 起地质灾害事件ꎬ 其中

崩塌事件有 ７６０ 起ꎬ 滑坡事件有 ７６５ 起ꎬ 泥石流

事件有 ３６００ 起ꎬ 斜坡事件有 ３６５ 起ꎬ 其余事件

有 １７ 起ꎮ

２ ２ ２　 气候资料

中国气象驱动数据集 (ＣＭＦＤ) 是第一套专

门为研究中国陆地表面过程而开发的高时空分辨

率的近地表气象数据集 ( ｗｅｓｔｄｃ. ｗｅｓｔｇｉｓ. ａｃ.

ｃｎ / ｄａｔａ)ꎮ 该数据集融合五个辅助数据源ꎬ 分别

是中国气象台站数据ꎬ 热带雨量 观 测 任 务

(ＴＲＭＭ) ３Ｂ４２ 降水数据ꎬ 全球地面辐射平衡项

目 (ＧＥＷＥＸ－ＳＲＢ) 向下短波辐射数据ꎬ 普林斯

顿气象强迫数据以及全球土地数据同化系统

(ＧＬＤＡＳ)ꎮ 它的时间范围为 １９７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时间分辨率为 ３ 小时ꎬ 空间分辨率为

０ １°ꎬ 并提供 ７ 个近地表气象要素ꎬ 包括气温、

降水率、 向下长波辐射和向下短波辐射等ꎮ

２ ２ ３　 植被类型数据

本研究采用的植被数据来源于资源环境数据

云平台提供的中国 １: １００ 万植被类型数据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ｓｄｃ. ｃｎ)ꎮ 该数据将植被分为 １１

种植被类型和 ５４ 种植被型ꎮ 利用藏南山区行政

边界矢量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中对植被类型图进行裁

剪ꎬ 得到研究区植被类型信息ꎮ

２ ２ ４　 地形数据

数字高程模型采用 ＳＲＴＭ ＤＥＭ 数据ꎬ 由美

国太空总署 (ＮＡＳＡ) 和国防部国家测绘局 (ＮＩ￣

ＭＡ) 等多个机构共同完成ꎬ 该产品于 ２００３ 年发

布ꎬ 覆盖全球 ８０％以上的陆地表面ꎬ 绝对水平

误差为 ２０ｍꎬ 垂直误差为 １６ｍꎬ 水平分辨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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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ｍ[６]ꎮ ９０ 米分辨率的 ＳＲＴＭ ＤＥＭ 数据下载于

中国地理空间云平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ｓｃｌｏｕｄ. ｃｎ)ꎮ

根据地形指数计算方法ꎬ 从 ＤＥＭ 中提取并计算

出区域的地形因子空间分布图ꎬ 地形因子包括坡

度、 坡向、 起伏度、 平面曲率和地形湿度指

数等ꎮ

２ ２ ５　 土壤质地数据

土壤数据采用中国有机质数据集ꎬ 适合于数

值天气预测模型 ( ＮＷＰＭＳ) 和地球系统模型

(ＥＳＭＳ) 应用的高分辨率土壤特征数据集 ( ｈｔ￣

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ｔｐｄｃ. ａｃ. ｃｎ / ｚｈ－ｈａｎｓ / )ꎮ 该数据集

包含 ８９７９ 个土壤剖面和中国 １: １００ 万土壤类

型ꎬ 利用多边形联动法推导土壤性质空间分

布[７]ꎮ 土壤性质的变化由 ８ 层记录ꎬ 深度分别为

０－ ４ ５ｃｍ、 ４ ５ － ９ １ｃｍ、 ９ １ － １６ ６ｃｍ、 １６ ６ －

２８ ９ｃｍ、 ２８ ９ － ４９ ３ｃｍ、 ４９ ３ － ８２ ９ｃｍ、 ８２ ９ －

１３８ ３ｃｍ 和 １３８ ３－２２９ ６ｃｍꎬ 同时土壤理化性质

包括土壤质地、 粒径分布、 岩石碎片、 堆积密

度、 孔隙、 土壤侵蚀类型等 ２４ 种ꎮ 相比于世界

土壤数据库 (ＨＷＳＤ)ꎬ 该数据集具有更多的剖

面信息和土壤质地参数ꎮ 本文使用了土壤质地和

土壤侵蚀类型数据参与后续的分析ꎮ

２ ３　 研究方法

信息量法是一种基于信息理论的模型ꎮ 一般

认为ꎬ 随机事件的不确定性 (熵) 随着信息量的

增加而减少ꎬ 常用于灾害空间预测和风险评

价[８ ]ꎮ 地质灾害的程度和影响因素随着环境的

不同而变化ꎬ 总会存在一种 “最佳因素组合”ꎮ

根据信息论ꎬ 地质灾害是否发生与预测过程中获

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有关ꎮ 信息量是以每个因素

类别中地质灾害事件数量百分比的自然对数来衡

量的ꎬ 如下所示:

Ｉ ( Ｙꎬ ｘ１ꎬ ｘ２ꎬ ｘ３ꎬ...ꎬ ｘｎ ) ＝ ｌｎ

Ｐ (Ｙꎬ ｘ１ꎬ ｘ２ꎬ ｘ３ꎬ...ꎬ ｘｎ)
Ｐ (Ｙ)

(２ １)

其中ꎬ Ｉ ( Ｙꎬ ｘ１ꎬ ｘ２ꎬ ｘ３ꎬ...ꎬ ｘｎ ) 为 ｘ１ꎬ

ｘ２ꎬ ｘ３ꎬ...ꎬ ｘｎ 等影响因子对地质灾害提供的信

息量ꎬ Ｐ (Ｙꎬ ｘ１ꎬ ｘ２ꎬ ｘ３ꎬ...ꎬ ｘｎ) 是在 ｘ１ꎬ ｘ２ꎬ

ｘ３ꎬ...ꎬ ｘｎ 共同作用下发生地质灾害的概率ꎬ Ｐ

(Ｙ) 为灾害事件发生的概率ꎮ 根据条件概率规

则ꎬ 由每个变量 ｘｉ 提供的用于预测灾害事件的

信息量ꎬ 可以计算如下:

Ｉ (ｘｉꎬ Ｈ) ＝ ｌｎ
Ｐ (ｘｉ ｜ Ｈ)
Ｐ (ｘｉ)

＝ ｌｎ (
Ｎｉ / Ｎ
Ｓｉ / Ｓ

)

(２ ２)

式中ꎬ Ｐ (ｘｉ ｜ Ｈ) 为地质灾害条件下出现

ｘｉ 的概率ꎮ Ｐ (ｘｉ) 为 ｘｉ 的发生概率ꎬ Ｓｉ 为因子

ｘ ｉ的总像元数ꎬ Ｓ 为像元总个数ꎬ Ｎｉ 为因子 ｘ 中

第 ｉ 区间灾害事件发生的数量ꎬ Ｎ 为地质灾害的

总数量ꎮ 单个因子 ｘｉ 提供的总信息量可以计

算为:

Ｉ＝
ｎ

ｉ＝１
Ｉ (ｘｉꎬ Ｈ) ＝ 

ｎ

ｉ＝１
ｌｎ

Ｎｉ / Ｎ
Ｓｉ / Ｓ

(２ ３)

式中ꎬ Ｉ 为总信息量ꎬ Ｉ ( ｘｉꎬ Ｈ) 为公式

２ ２ 计算出的因子的信息量ꎬ ｎ 为评价因子的总

个数ꎮ 根据公式 ２ ３ 计算的总信息量 Ｉ 为评价单

元的总信息量ꎬ 正值表明变量与地质灾害事件发

生可能性之间呈正相关ꎬ 而负值表明变量与地质

灾害事件发生可能性之间呈负相关ꎬ 零值表示该

变量与地质灾害事件发生可能性之间没有明确的

关系ꎮ 因此ꎬ 总信息量数值越大ꎬ 表明地质灾害

易发性越高ꎮ

３　 结果分析

３ １　 评价因子与地质灾害点空间关系分析

外部环境因子的确定是灾害易发性评价的关

键步骤ꎮ 在本研究中ꎬ 根据文献回顾、 数据可用

性和实地调查ꎬ 选择了 １８ 个条件因子ꎮ 其中ꎬ

内部因素包括地形因子 (高程、 起伏度、 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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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率、 坡向和地形湿度指数 ＴＷＩ)、 地貌类型因

子、 工程地质岩组和植被覆盖因子等ꎬ 外部因素

包括多年平均降雨量和多年平均温度等ꎮ 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空间分析功能ꎬ 对藏南山区地质灾害分

布点和各个条件因子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分析ꎬ

为后续的地质灾害易发性评价提供基础ꎮ

３ １ １　 地形地貌因子

(１) 高程

高程是影响边坡失稳的重要地形因素之

一[９]ꎮ 随着高程的增加ꎬ 气候条件、 植被覆盖

率和岩石风化程度也随之变化ꎬ 进而影响地质灾

害事件的发生ꎮ 目前ꎬ 它已被广泛应用于大部分

滑坡敏感性分析中ꎮ 根据藏南山区数字高程图

ＤＥＭꎬ 采用自然断点法将其重分类为 ７ 个等级ꎬ

分别 为 < １０００ꎬ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ｍꎬ ２０００ － ３０００ｍꎬ

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ｍꎬ ４０００ － ５０００ｍꎬ ５０００ － ５５００ｍ 和 >

５５００ｍꎮ 研究区高程集中在 ４０００－５５００ｍꎬ 占总

面积的 ７１ ２％ꎬ 低于 ３０００ｍ 的区域位于东南部ꎬ

占总面积的 １０ ７％ꎬ 高于 ５５００ｍ 的区域集中在

冈底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ꎮ 采用信息量方法分

析 ７ 个高程等级对地质灾害的敏感性ꎬ 结果如图

３－１ 所示ꎮ 在 ４０００~４５００ｍ 范围内ꎬ 地质灾害数

量和信息量达到小高峰ꎬ 这一现象与 Ｍｅｌｏ 的研

究结果一致[１０]ꎬ 可能由于这些区域以陡坡为主ꎬ

加速了灾害事件的形成ꎮ

图 ３－１　 藏南山区地质灾害数量比例和信息量

与高程的关系

(２) 起伏度

地形起伏度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内ꎬ 最高点海

拔和最低点海拔高度的差值ꎮ 它可以反映一个区

域整体的地形变化ꎬ 同时不同起伏度地区可以发

育不同的灾害类型[１１]ꎮ 本研究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的

焦点统计功能计算 ３×３ 像素内的地形高差作为

地表起伏度ꎮ 其次ꎬ 通过自然断点法将起伏度重

分类为 ８ 类ꎬ 分别为 ０－１００ｍꎬ １００－２００ｍꎬ ２００－

３００ｍꎬ ３００－４００ｍꎬ ４００－５００ｍꎬ ５００－７００ｍꎬ ７００

－９００ｍ 和 >９００ｍꎬ 与地质灾害点进行叠加分析ꎬ

并计算其灾害数量比例和信息量指标ꎮ 结果如图

３－２ 所示ꎬ 当地表起伏度介于 ２００－３００ｍ 时ꎬ 灾

害数量比例和信息量达到最高ꎬ 说明灾害事件发

生的可能性最大ꎬ 而当起伏度超过 ４００ｍ 时ꎬ 灾

害数量比例和信息量呈明显的下降趋势ꎮ

图 ３－２　 藏南山区地质灾害数量比例和信息量

与起伏度关系

(３) 坡向

坡向表示像素所在位置面对的方向ꎮ 这一因

素控制着土壤水分和植被根系的渗透ꎮ 它导致土

壤水分和植被在接收阳光强度方面的差异ꎬ 并在

不连续性分布和地质灾害事件发生过程中起重要

作用[１２]ꎮ 因此ꎬ 坡向与灾害事件的发生及其易

发性之间存在间接联系ꎮ 刘瑞华等[１３] 对广东省

(３２１ 和 ３２４ 国道) 的边坡稳定性进行调查ꎬ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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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发现在相同的岩性条件下ꎬ 阳坡的崩塌和滑坡

事件远高于阴坡ꎬ 这可能因为阳坡具有降雨量

大、 温度高和风化能力强的特点ꎮ 本研究将坡向

分为 ４ 个类别ꎬ 分别为阳坡 ( １３５－２２５°)、 阴坡

( ３１５－３６０°和 ０－４５°)、 半阳坡 (２２５－３１５°) 和

半阴坡 (４５－１３５°)ꎮ 从图 ３－３ 可以看出ꎬ 藏南

山区地质灾害事件的发生与坡向存在一定的联

系ꎬ 阳坡的信息量指数值最高ꎬ 说明灾害事件发

生的可能性最大ꎬ 而半阳坡的信息量指数相对较

低ꎬ 可能因为它的大部分面积处于背风坡中ꎬ 降

雨和风力侵蚀明显较低ꎬ 斜坡稳定性较好ꎮ

图 ３－３　 藏南山区地质灾害数量比例和信息量

与坡向的关系

(４) 平面曲率

平面曲率指地形等高线的曲率ꎬ 或者是假想

水平面与地面相交形成的直线的曲率ꎮ 平面曲率

根据数值由小到大可以将陆面形态细分为三种区

域: 凹陷、 相对平坦和鼻端区域[１４]ꎮ 凹陷是指

等高线的平面曲率在变化方向上呈凹形的区域ꎬ

通常曲率表现为负值ꎮ 鼻端是等高线的平面曲率

在变化方向上呈凸形ꎬ 地表水将发生分流的区

域ꎮ 本研究以地表平面曲率和地质灾害事件分布

为基础数据ꎬ 对不同曲率范围内灾害数量统计如

图 ３－４ 所示ꎮ 凹陷地区 (平面曲率<０) 的信息

量指标明显高于相对平坦和鼻端区域ꎬ 说明在凹

陷地区ꎬ 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更高ꎬ 这一现象

在其他研究区也得到了证实ꎬ 例如美国西弗吉尼

亚州的阿巴拉契亚高原[１５]ꎮ

图 ３－４　 藏南山区地质灾害数量比例和信息量

与平面曲率的关系

(５) 地形湿度指数 ＴＷＩ

ＴＷＩ 是研究流域内土壤含水量和潜在径流容

量空间分布的重要指标ꎬ 一般情况下ꎬ ＴＷＩ 指数

值越高ꎬ 说明该地区含水量越大ꎬ 反之亦然ꎮ 如

图 ３－５ 所示ꎬ 地形湿度指数和灾害事件数量比例

之间呈正相关性ꎬ 当 ＴＷＩ 值越高时ꎬ 土壤含水量

越大ꎬ 信息量指数增加ꎬ 越容易触发灾害事件ꎮ

图 ３－５　 藏南山区地质灾害数量比例和

信息量与 ＴＷＩ 指数的关系

３ １ ２　 植被因子

植被类型和覆盖度具有不同的表观根系凝聚

力和水文条件 (例如降雨过程中的径流量和渗透

量)ꎬ 这会影响地下水位的波动ꎬ 进而改变局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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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稳定性[９]ꎮ 同时ꎬ 它也被认为是岩石风化作

用和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外在因素ꎬ 风化速率和

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加会降低岩石边坡的稳定性ꎮ

如图 ３－６ａ 所示ꎬ 在高寒草原覆盖区ꎬ 地质灾害事

件数量达到最高ꎬ 共有 ２３６８ 处ꎬ 占总数量的

４２ ９３％ꎬ 而信息量指标相对较低ꎬ 表明该区域发生

地质灾害事件的可能性偏低ꎬ 造成这一反差现象可

能与植被类型的分布范围有关ꎮ 在图 ３－６ｂ 中ꎬ 将

研究区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 划分为 ６ 个等级:

(１) <０ １５ꎻ (２) ０ １５－０ ３ꎻ (３) ０ ３－０ ４５ꎻ (４)

０ ４５－０ ６ꎻ (５) ０ ６－０ ７５ꎻ (７) >０ ７５ꎮ 在 ０ ３－

０ ７５ 内有 ３６２０ 处地质灾害事件ꎬ 占总数量的

６５ ６３％ꎬ 同时具有最高的信息量指标ꎮ

图 ３－６　 藏南山区地质灾害数量比例和信息量与

植被因子的关系 (ａ. 植被类型ꎬ ｂ. ＮＤＶＩ)

３ １ ３　 气候因子

(１) 多年平均降雨量

降雨通常是地质灾害的诱因ꎬ 但降雨对灾害

事件的作用受堆积物的影响[１６]ꎮ 当发生降雨时ꎬ

地表水浸入岩体中ꎬ 增加了边坡的重量和孔隙水

压力ꎬ 引起边坡稳定状态失去平衡[１７]ꎮ 许多专

家对降雨与地质灾害事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

有效的探索[１８]ꎮ 本文根据降雨量分布图ꎬ 将降

雨量重分类为 ９ 个级别: (１) <３００ｍｍꎻ (２) ３００

~４００ｍｍꎻ (３) ４００ ~ ５００ｍｍꎻ (４) ５００ ~ ６００ｍｍꎻ

(５) ６００ ~ ７００ｍｍꎻ (６) ７００ ~ ８００ｍｍꎻ (７) ８００ ~

９００ｍｍꎻ (８) ９００ ~ １０００ｍｍꎻ (９) >１０００ｍｍꎮ 如

图 ３－７ 所示ꎬ 灾害点数量比例和信息量指标整

体上随着降雨量的增加而降低ꎬ 这可能由于高降

雨区域的基本植被类型为亚热带或热带阔叶林ꎬ

对斜坡的稳定性起到加固作用[１９]ꎮ

图 ３－７　 藏南山区地质灾害数量比例和信息量与

年降雨量的关系图

３ １ ４　 土壤因子

(１) 土壤质地

土壤质地是土壤重要的物理性状之一ꎬ 反映

土壤中不同直径矿物颗粒的组合状况ꎮ 土壤质地

与土－气界面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密切相关ꎬ

是地质灾害敏感性制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

素[２４]ꎮ 根据图 ３－９ 对土壤质地进行等级划分ꎬ

讨论砂土、 粉土和黏土质量分数与地质灾害事件

的关系ꎮ 如图所示ꎬ 当砂土、 粉土和黏土质量分

数分别介于 ６０ ~ ７０ｇ / １００ｇ、 ２０ ~ ２５ ｇ / １００ｇ 和 １０

~１５ ｇ / １００ｇ 的组合时ꎬ 信息量达到最大ꎬ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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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最高ꎮ

图 ３－９　 藏南山区地质灾害数量比例和信息量与

土壤质地的关系 (ａ. 砂土ꎬ ｂ. 粉土ꎬ ｃ. 黏土)

(２) 土壤侵蚀

土壤侵蚀为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事件提

供了物质来源[２５]ꎮ 一般情况下ꎬ 土壤侵蚀主要

反映在自然力和人类活动联合作用下ꎬ 土壤物质

侵蚀、 破坏和沉积的过程ꎮ 一些研究认为土壤侵

蚀与滑坡和泥石流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相关

性ꎬ 同时ꎬ 土壤侵蚀强度也逐渐被作为一个新的

诱发因子来参与地质灾害敏感性评价[２６]ꎮ 根据

土壤侵蚀外营力类型划分为水力、 风力和冻融ꎬ

同时ꎬ 依据侵蚀强度的不同ꎬ 将土壤侵蚀分为 ６

个等级: 微度、 轻度、 中度、 强度、 极强度和剧

烈ꎮ 图 ３－１０ 展示 ９ 壤侵蚀强度与地质灾害事件

数量比例和信息量的关系ꎮ 如图所示ꎬ 风力侵蚀

诱发地质灾害事件的信息量要高于水力侵蚀和冻

融侵蚀ꎬ 但由于风力侵蚀控制范围比较小ꎬ 实际

发生的灾害数量相对较少ꎮ

图 ３－１０　 藏 ９ 区地质灾害数量比例和信息量与

土壤侵蚀强度的关系图

３ １ ５　 地理因子

(１) 断层距离

断层除了直接作为边坡变形的控制因素外ꎬ

还在影响区内的岩体中产生大量的二次结构面ꎬ

进而导致边坡失稳ꎬ 形成基岩滑坡ꎮ 断层的形成

通常与地震有关[２７]ꎮ 本研究将断层距离重分类

为 ８ 个等级: (１) ０－２０００ｍꎬ (２)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ｍꎬ

(３)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ｍꎬ (４) 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ｍꎬ (５)

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ｍꎬ (６) ２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ｍꎬ (７) ２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ｍꎬ (８) >３００００ｍꎮ 从图 ３－１１ 可以看 ０ꎬ

距离断层越近的区域分布的地质灾害点数量越

多ꎬ 信息量越大ꎬ 主要由于距离断层越近ꎬ 挤压

和拉伸作用越强烈ꎬ 破坏了坡体的稳定状态[２８]ꎮ

图 ３－１１　 藏南山区地质灾害数量比例和信息量

与断层距离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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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道路距离

道路路段与斜坡切割密切相关ꎬ 在斜坡上修

建道路ꎬ 会在临近地方堆砌丰富的松散固体物

质ꎬ 并在斜坡上造成临空面ꎬ 从而导致边坡失

稳ꎬ 引发更多的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事件[２１]ꎮ

本文以高速公路和普通道路为对象ꎬ 计算研究区

不同像素中心到邻近道路的距离ꎮ 根据自然间断

点法ꎬ 将道路距离划分为 ８ 个等级ꎮ 图 ３－１２ 比

较了 １ 同道路距离区间内地质灾害点数量比例和

信息量ꎬ 结果显示道路距离与灾害点数量比例和

信息量呈负相关性ꎬ 距离道路越近的区域ꎬ 诱发

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越大ꎮ

图 ３－１２　 藏南 １ 区地质灾害数量比例和

信息量与道路距离的关系图

３ ２　 信息量模型计算结果

基于各评价因子栅格图层ꎬ 计算各个因子信息

量值 (表 ３－１)ꎮ 其次ꎬ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空间叠加功

能ꎬ 得到综合信息量指数分布图 (图 ３－１３)ꎮ 当 ２

息量越大时ꎬ 说明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越大ꎮ

表 ３１　 各评价因子信息量值

评价因子 类别 信息量 评价因子 类别 信息量

高程 (ｍ)

<３０００ －０ ４０

３０００~３５００ ０ ７３

３５００~４０００ １ ４７

４０００~４５００ １ ２０

４５００~５０００ －０ ４９

５０００~５５００ －２ ７９

>５５００ －４ ３７

植被类型

草原 ０ ７１

草甸 １ ３２

高山稀疏植被 －３ １１

高山灌丛 ０ ５８

荒漠植被 ０ １２

阔叶林 －０ ８３

栽培植被 １ ６３

起伏度 (ｍ)

<３０００ －０ ４０

３０００~３５００ ０ ７３

３５００~４０００ １ ４７

４０００~４５００ １ ２０

４５００~５０００ －０ ４９

５０００~５５００ －２ ７９

>５５００ －４ ３７

地形湿度

指数 (ＴＷＩ)

<７ －０ ７１

７~９ －０ ４８

９~１１ －０ １８

１１~１３ ０ １３

１３~１５ ０ ６８

１５~１７ １ ０７

１７~１９ １ ２４

>１９ １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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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曲率

<－１ ０ ３５

－１~０ ０ ４９

０~１ ０ ０３

>１ －０ ９９

坡向

阳坡 ０ １２

阴坡 －０ ０４

半阳坡 －０ １２

半阴坡 ０ ０２

砂土质量

分数 (％)

<４０ －０ ６７

４０~５０ －０ ０８

５０~６０ －０ １２

６０~７０ ０ ７５

７０~８０ －１ ０９

>８０ －０ ７１

ＮＤＶＩ

<０ １５ －１ ４０

０ １５~０ ３ －０ ３４

０ ３~０ ４５ ０ ８１

０ ４５~０ ６ ０ ５９

０ ６~０ ７５ ０ ６０

>０ ７５ －０ ８７

粉土质量

分数 (％)

<１０ －１ １９

１０~１５ －２ ２０

１５~２０ ０ ３３

２０~２５ １ ７４

２５~３０ ０ ０６

３０~３５ －０ ５２

３５~４０ ０ ８３

>４０ －０ ３２

降雨量

(ｍｍ)

<３００ －０ ８８

３００~４００ ０ ６８

４００~５００ ０ ４０

５００~６００ １ ０２

６００~７００ ０ １０

７００~８００ －０ ４７

８００~９００ －１ ５３

９００~１０００ －１ ３４

>１０００ －２ ４５

黏土质量

分数 (％)

<１０ －１ １２

１０~１５ ０ ７０

１５~２０ ０ ４５

２０~２５ －０ ３７

>２５ －０ ４４

地层岩性

软弱岩组 －０ ３２

软硬相间岩组 ０ ４８

较坚硬岩组 －０ １８

坚硬岩组 －０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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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距离

(ｍ)

<２０００ ０ ３６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０ １２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９

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０ １５

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０ ２６

２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０ －０ ９４

２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１ ７３

>３００００ －０ ６６

道路距离

(ｍ)

<２０００ １ ２４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０ ０６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 ５９

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１ ０７

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１ ４３

２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０ －１ ６６

２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１ ３０

>３００００ －１ ６８

土壤侵蚀

强度

微度水力侵蚀 ０ ３７

轻度水力侵蚀 ０ ８０

中度水力侵蚀 ０ ６４

强度水力侵蚀 １ ５３

微度风力侵蚀 １ ４９

轻度风力侵蚀 ０ ８７

土壤侵蚀

强度

中度风力侵蚀 １ ６７

微度冻融侵蚀 －０ ８１

轻度冻融侵蚀 －０ ４６

中度冻融侵蚀 －０ ４９

强度冻融侵蚀 －０ ９７

图 １３　 藏 ３－南 ２ 区地质灾害易发性分布图

３ ３　 易发性分区和结果

采用自然间断点法对地质灾害易发性分布图

进行分级ꎮ 自然断点法是一种基于数值统计分布

规律的分级分类统计方法ꎮ 它可以最大化组间的

差异[２９]ꎬ 将藏南山区分为极高易发区 (Ｉ>３ ５)、

高易发区 (０<Ｉ < ３ ５)、 中等易发区 ( －２ ５ <Ｉ <

０)、 低易发区 (－７ ５<Ｉ<－２ ５) 和不易发区 (Ｉ<

－７ ５) (图 ３－１４)ꎮ

３ 质灾害极高易发和高易发区面积为 ８ １×

１０４ ｋｍ２ꎬ 主要分布在日喀则宽谷盆地的东部、

拉萨河宽谷盆地、 贡嘎－乃东宽谷盆地和加查－

林芝的深切峡谷地区ꎮ 其地貌形态多为盆地ꎬ 海

拔为 ３５００~４０００ｍꎬ 地势相对平缓ꎬ 起伏度低于

３００ｍꎬ 发育有达吉岭－昂仁－仁布断裂和达机翁－

彭错林－朗县断裂等ꎮ 同时ꎬ 其岩土体以软硬相

间岩组为主ꎬ 土壤表面受水力侵蚀ꎬ 基本植被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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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高山灌丛和高寒草原ꎮ 地质灾害中等易发区

面积为 ９ ６×１０４ｋｍ２ꎬ 分布较分散ꎬ 海拔为 ４５００

－５０００ｍꎬ 空间位置邻近高易发性区域ꎬ 这表明

地质灾害可能具有群发性特征ꎮ

低易发区和不易发区总面积达到 ３ ４ × １０５

ｋｍ２ꎬ 主要分布在冈底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的

大部分地区ꎬ 海拔一般在 ５０００ｍ 以上ꎬ 岩土体

以坚硬岩和较坚硬岩为主ꎬ 抗风化能力很强ꎬ 同

时ꎬ 区域内断层分布相对较少ꎮ

图 ３－１４　 藏南 ３ 区地质灾害易发性分级图

３ ４　 分区结果精度评价

将研究区地质灾害易发性指数按照从大到小

共分为 １００ 个等级ꎬ 分别统计各个等级区间对应

的地质灾害数量比例ꎮ 结果如图 ３－１５ 所示ꎬ ４

约 ７７ ２７％的地质灾害点分布于极高易发区和高

易发区的范围内ꎬ 剩余的 １４ ３１％、 ７ ３６％ 和

１ ０６％的地质灾害点分布于中等易发区、 低易发

区和不易发区ꎮ 同时ꎬ 检验曲线下面积占总面积

的 ８２ ６４％ꎬ 说明易发性等级的精度大约为

８２ ６４％ꎬ 与实际地质灾害情况相吻合ꎮ

图 ３－１５　 地质 ４ 害易发性指数检验曲线

４　 小结

以藏南山区为研究区ꎬ 选取高程、 起伏度、

坡向、 平面曲率、 地形湿度指数、 ＮＤＶＩ、 植被

类型、 多年平均降雨量、 强降雨次数、 干旱次

数、 土壤质地、 土壤侵蚀强度、 地层岩性、 断层

距离和道路距离等 １７ 个因素建立易发性评价指

标体系ꎮ 采用信息量模型ꎬ 计算藏南山区地质灾

害易发性指数图ꎬ 并对指数图进行了检验ꎬ 预测

精度达到 ８２ ６４％ꎬ 表明该地区易发性分布图与

实际情况较为一致ꎮ

结合百分位数进行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ꎬ

将研究区分为极高易发区、 高易发区、 中等易发

区、 低易发区和不易发区 ５ 种等级ꎬ 对应的面积

分别为 １ ９×１０４ｋｍ２、 ６ ２×１０４ｋｍ２、 ９ ６×１０４ｋｍ２、

２ ４×１０５ｋｍ２ 和 １ １×１０５ｋｍ２ꎬ 占总面积的 ３ ７％、

１２％、 １８ ５％、 ４５ ６８％和 ２０ １２％ꎮ 地质灾害极

高易发区和高易发区集中在研究区的中部ꎬ 日喀

则－山南－拉萨的交界地带ꎬ 分别为日喀则宽谷

盆地、 拉萨河宽谷盆地、 贡嘎－乃东宽谷盆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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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查－林芝的深切峡谷地区ꎬ 海拔相对较低ꎬ 受

水力侵蚀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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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０ (２): ２１２－２３２.

[６] 张立峰ꎬ 闫浩文ꎬ 段焕娥ꎬ 等. 近 ５０ 年

来甘肃省河西中部地区径流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

[Ｊ] . 水土保持通报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７ (０２): ５７－６４.

[７] Ｓｈａｎｇｇｕａｎ Ｗꎬ Ｄａｉ Ｙꎬ Ｌｉｕ Ｂꎬ ｅｔ ａｌ. Ａ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ｔａ ｓｅ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２０１３ꎬ ５ (２): ２１２－２２４.

[８] 魏从玲. 基于 ＧＩＳ 的巫山县滑坡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价 [Ｄ] . 西南大学ꎬ ２００８.

[９ ] Ｄｕ Ｊꎬ Ｇｌａｄｅ Ｔꎬ Ｗｏｌｄａｉ Ｔꎬ ｅｔ ａｌ.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Ｊｉｌｏｎｇ Ｖａｌｌｅｙꎬ

Ｔｉｂｅｔ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 [ Ｊ ]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７０: １０５５７２.

[１０] Ｍｅｌｏ Ｒꎬ Ｖｉｅｉｒａ Ｇꎬ Ｃａｓｅｌｌｉ Ａꎬ ｅｔ ａｌ. Ｓｕｓ￣

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ｈｕｍｍｏｃｋｙ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Ｄｅ￣

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ꎬ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Ｊ] . Ｇｅｏｍｏｒ￣

ｐ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５５－１５６: ８８－９５.

[１１] 张玘恺ꎬ 凌斯祥ꎬ 李晓宁ꎬ 等. 九寨沟

县滑坡灾害易发性快速评估模型对比研究 [ Ｊ] .

岩石力 学 与 工 程 学 报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９ ( ０８): １５９５

－１６１０.

[ １２ ] Ｐｏｕｒｇｈａｓｅｍｉ Ｈ Ｒꎬ Ｒａｈｍａｔｉ 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ａｌ￣

ｇｏｒｉｔｈｍꎬ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Ｊ] . Ｃａｔｅｎａ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６２: １７７－１９２.

[１３] 刘瑞华ꎬ 黄光庆ꎬ 张晓初. 华南坡地灾

害的形成与发生规律 [Ｊ] . 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

学报ꎬ ２０００ (０３): ３１－３４.

[１４] Ｒｅｎｅａｕ Ｓ Ｌ ꎬ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Ｗ 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ｏｌｌｏｗｓ ｉｎ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ꎻ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Ｍ] . １９８７.

[１５] Ｌｅｓｓｉｎｇ Ｐ ꎬ Ｅｒｗｉｎ Ｒ Ｂ.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Ｊ]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７７ꎬ ３:

２４５－２５４.

[１６] Ｇａｒｉａｎｏ Ｓ Ｌꎬ Ｒｉａｎｎａ Ｇꎬ Ｐｅｔｒｕｃｃｉ Ｏꎬ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ｄｕｃｅｄ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 ａｔ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ｅ [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７ꎬ ５９６－５９７:

４１７－４２６.

[１７] Ｔｉｅｎ Ｂｕｉ Ｄꎬ Ｔｕａｎ Ｔ Ａꎬ Ｋｌｅｍｐｅ Ｈꎬ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ｈａｚ￣

ａｒｄ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ꎬ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

ｋｅｒｎｅ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ｔｒ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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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３ (２): ３６１－３７８.

[１８] Ｂａｉ Ｓ－Ｂꎬ Ｃｈｅｎｇ Ｃꎬ Ｗａｎｇ Ｊꎬ ｅｔ ａｌ. 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ｌａｎｄ￣

ｓｌｉｄ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ｕｄｕ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０

(５): ７４３－７５３.

[１９] Ｓｃｈｅｉｄｌ Ｃꎬ Ｈｅｉｓｅｒ Ｍꎬ Ｋａｍｐｅｒ Ｓ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ａｎｏｐ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

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 ｃａｔｃｈ￣

ｍｅｎｔｓ [ Ｊ ]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０ꎬ ７４２: １４０５８８.

[２０] 刘艳辉ꎬ 方志伟ꎬ 温铭生ꎬ 等. 川东北

地区强降雨诱发崩滑流灾害分析 [ Ｊ] . 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ꎬ ２０１４ꎬ ４１ (２): １１１－１１５.

[２１] Ｚｈａｏ Ｙꎬ Ｗａｎｇ Ｒꎬ Ｊｉａ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 Ｇ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ｉｄ

ｓｉｚｅｓ ｉｎ Ｙｕｅｑｉｎｇꎬ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ꎬ ２５９: １０５１４７－１０５１４７.

[２２] 王大纯ꎬ 水文地质学基础 [Ｍ] . 地质

出版社ꎬ １９８６.

[２３] 魏丽ꎬ 单九生ꎬ 朱星球. 植被覆盖对暴

雨型滑坡影响的初步分析 [ Ｊ] . 气象与减灾研

究ꎬ ２００６ (１): ２９－３３.

[ ２４ ] Ｓａｈａ Ａꎬ Ｓａｈａ 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ꎬ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

ｃｈ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Ｋｕｒｓｅｏ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ｒｊｅｅｌｉｎｇ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ꎬ Ｉｎｄｉａ [Ｊ] .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９: １００３２３.

[２５] Ｄｅｎｇ Ｈꎬ Ｗｕ Ｌ Ｚꎬ Ｈｕａｎｇ Ｒ Ｑꎬ ｅｔ 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ｗａｎｌｉ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ｄｕ Ｒｉｖｅｒ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４

(１): ３８５－３９４.

[２６] Ｒｏｚｏｓ Ｄꎬ Ｓｋｉｌｏｄｉｍｏｕ Ｈ Ｄꎬ Ｌｏｕｐａｓａｋｉｓ

Ｃꎬ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ｏｉｌ

ｌｏｓｓ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ｘ￣

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Ｎ. Ｅｕｂｏｅａ (Ｅｖｉａ) Ｉｓｌａｎｄꎬ Ｇｒｅｅｃｅ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３ꎬ ７０ ( ７ ):

３２５５－３２６６.

[２７ ] Ｌｉｕ Ａꎬ Ｚｈｅｎｇ Ｌꎬ Ｄｅｎｇ Ｊꎬ ｅｔ ａｌ.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ｊｉａｂａ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ｒｅ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Ｙａｚｉｂａ Ｆａｕｌｔ [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８ꎬ

７７ (１): １－１１.

[２８] 彭孟. 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Ｅｎｇｉｎｅ 的云南省滑

坡易 发 性 评 价 信 息 系 统 研 究 [ Ｄ] . 云 南 大

学ꎬ ２０１８.

[２９] Ｗｅｎｇ Ｅꎬ Ｌｕｏ Ｙ. Ｓｏｉ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

ｅｒｔ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ｍｕｌ￣

ｔｉｆａｃｔ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ｉｏ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８ꎬ １１３ (Ｇ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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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不动产登记单元分割

马赛１ꎬ 李保学２ꎬ 赵昕１ꎬ 李节祥３

(１. 云南省测绘工程院ꎬ 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３ꎻ ２. 云南省地矿测绘院有限公司ꎬ
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８ ꎻ ３. 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ꎬ 四川　 泸州　 ６４６０００)

摘要: 地方不动产登记工作中常遇工业厂房、 国有建设用地、 国有建设用地上的自建房等所有权

人申请不动产登记单元分割登记ꎮ 然而相关不动产登记部门规章没有明确的分割标准ꎬ 要求提供其他

部门的意见缺乏上位法的依据ꎬ 本文根据实际办证情况ꎬ 分析不动产登记单元分割的必要条件和可

行性ꎮ
关键词: 不动产登记ꎻ 不动产登记单元ꎻ 分割登记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ｏｗｎ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ꎬ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ꎬ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ｂｕｉｌｔ ｈｏｕｓｅｓ ｏｎ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ｏｆｔｅｎ ａｐｐｌｙ ｆｏｒ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ｄｏ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ａ ｃｌｅａｒ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ｌａｃｋ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ａｗ.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ｒｅｇ￣
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ꎬ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１　 引　 言

权力人申请分割登记ꎬ 一般是为了转让或抵

押ꎬ 分割登记存在一系列的问题ꎮ 近年来ꎬ 受全

球疫情的影响ꎬ 国内外总体经济形势严峻ꎬ 群众

和企业为了生存都有盘活手中不动产ꎬ 将资产变

现或抵押融资的强烈需求ꎮ 如何采取有效措施ꎬ

在既保障群众和企业合法权益又不影响国家总体

利益的前提下ꎬ 盘活不动产资源ꎬ 实现群众企业

收益最大化和经济社会效益双赢的目标是不动产

登记探索的目标ꎮ

２　 不动产登记单元的性质和意义

不动产以不动产单元为基本单位进行登记ꎬ

不动产单元的编码具有唯一性ꎬ 不动产登记单元

的设定和编码设置是不动产权籍调查的基础ꎬ 是

不动产登记管理的技术保障ꎮ «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 中规定ꎬ 不动产单

元ꎬ 是指权属界线封闭且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空

间ꎮ 有房屋等建筑物、 构筑物以及森林、 林木定

着物的ꎬ 以该房屋等建筑物、 构筑物以及森林、

林木定着物与土地、 海域权属界线封闭的空间为

不动产单元ꎮ

«物权法» 规定ꎬ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 变

更、 转让和消灭ꎬ 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ꎮ 不动

产作为物权的客体ꎬ 必须是独立的ꎬ 首先: 不动

产应具有构造上的独立性ꎬ 能够明确区分ꎻ 其

次: 应具有利用上的独立性ꎬ 可以排他使用ꎬ 所

以不动产应可人为划分并独立存在ꎮ 已经登记的

不动产进行分割登记ꎬ 分割后的不动产也必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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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权属界线封闭且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要求ꎬ 方

可作为不动产登记单元予以登记ꎮ

３　 不动产登记单元分割的有关政策

３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三百五十

六条规定 “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互换、 出资

或者赠与的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 构筑物及

其附属设施一并处分”ꎬ 第三百五十七条规定

“建筑物、 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 互换、 出

资或者赠与的ꎬ 该建筑物、 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ꎮ”

３ ２ 原 «国土资源部关于规范土地登记的意

见» (国土资发 〔２０１２〕 １３４ 号) 文指出ꎬ 土地

以宗地为单位进行登记ꎮ 宗地应当依据合法的土

地权属来源材料ꎬ 结合实际使用情况ꎬ 按照地籍

调查程序划定ꎮ 宗地的地号应当依据宗地代码编

制规则编写ꎮ 宗地一经确定ꎬ 不得随意调整ꎮ 宗

地确需分割、 合并或调整边界的ꎬ 应经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同意ꎮ

３ ３ 原建设部的 «房屋登记办法» 规定: 房

屋应当按照基本单元进行登记ꎮ 房屋基本单元是

指有固定界限、 可以独立使用并且有明确、 唯一

的编号 (幢号、 室号等) 的房屋或者特定空间ꎮ

国有土地范围内成套住房ꎬ 以套为基本单元进行

登记ꎻ 非成套住房ꎬ 以房屋的幢、 层、 间等有固

定界限的部分为基本单元进行登记ꎮ 集体土地范

围内村民住房ꎬ 以宅基地上独立建筑为基本单元

进行登记ꎻ 在共有宅基地上建造的村民住房ꎬ 以

套、 间等有固定界限的部分为基本单元进行登

记ꎮ 非住房以房屋的幢、 层、 套、 间等有固定界

限的部分为基本单元进行登记ꎮ 房屋分割、 合

并ꎬ 导致所有权发生转移的ꎻ 当事人应当在有关

法律文件生效或者事实发生后申请房屋所有权转

移登记ꎮ

３ ４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 (试行) » (以

下简称 «规范» ) 规定ꎬ 同一权利人分割或者

合并不动产的ꎬ 应当按有关规定提交相关部门同

意分割或合并的批准文件ꎮ 分割、 合并导致权属

发生转移的ꎬ 提交分割或合并协议书ꎬ 或者记载

有关分割或合并内容的生效法律文书ꎮ 实体分割

或合并的ꎬ 还应提交有关部门同意实体分割或合

并的批准文件以及分割或合并后的不动产权籍调

查表、 宗地图、 宗地界址点坐标等不动产权籍调

查成果ꎮ

３ ５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完善建设用

地使用权转让、 出租、 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

见» 明确ꎬ 要完善土地分割、 合并转让政策ꎮ

分割、 合并后的地块应具备独立分宗条件ꎬ 即符

合不动产基本单元的要求ꎬ 涉及公共配套设施建

设和使用的ꎬ 转让双方应在合同中明确有关权利

义务ꎮ

综上所述ꎬ 不动产登记单元是可以进行分割

后登记的ꎬ 但相关政策文件仅提出了一些原则性

的规定ꎬ 没有进行具体的操作指导ꎬ 对审批流程

及办理登记应提交的具体材料也没有明确的规

定ꎬ 导致各地登记部门无从入手ꎮ

４　 不动产登记单元分割存在的问题

４ １　 自建房分割

目前ꎬ 城镇自建房的概念尚无明确定义ꎬ 中

国不动产官微发布的 «如何应对城镇自建房分

割登记问题» 中给出的定义是: 指在法律、 法

规和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ꎬ 自然人和具备法人

资格的单位、 组织或企业作为开发建设业主ꎬ 利

用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自行组织开发建设并供自

己使用的房屋和构筑物ꎮ 自建房建设的初衷是自

建自用ꎬ 若分割登记后上市交易将失去自建自用

的特征ꎮ 国家对自建房给予了较大税费减免或优

惠ꎬ 若自建房可分割登记并上市流通ꎬ 可能对我

国的商品房开发模式产生较大影响ꎬ 对房地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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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造成巨大的冲击ꎮ

自建房的分割会导致房屋的利用方式和居住

人口发生变化ꎬ 对于房屋安全质量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ꎬ 涉及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和使用ꎬ 以及社会

管理层面的问题ꎬ 如: 户籍管理、 社会保障、 门

牌编号等ꎮ 所以不动产分割登记需要住建部门提

供分割后的房屋符合房屋安全质量认定和消防合

格认定ꎬ 同时还需要规划部门和城市管理部门出

具不影响相关规划和城市管理的意见ꎮ

４ ２　 国有建设用地分割

对于国有建设用地一般是先规划审批ꎬ 再整宗

出让ꎬ 国有建设用地的出让设定了相关经济和技术

指标ꎬ 修建性详细规划对区域建设做了严格的指标

控制ꎬ 如: 开发建设强度、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

筑高度等都做了具体限制ꎬ 分割后的土地利用难以

满足规划建设指标ꎮ 所以ꎬ 宗地的分割ꎬ 需要规划

部门出具不影响相关规划落地的意见ꎮ

４ ３　 工业仓储用地分割登记

工业企业生产规模缩减ꎬ 有融资需求ꎬ 申请

工业仓储用地的不动产单元分割ꎬ 然而工业仓储

用地从控制性规划来说是一个整体ꎬ 并有相应严

格的控制指标ꎬ 随意分割将导致项目用地功能不

完善或缺失ꎬ 也违背了产业用地的初衷ꎮ 有的工

厂还有工艺流程限制ꎬ 分割后无法满足不动产单

元独立使用的要求ꎮ 工业仓储用地内的行政办

公、 物业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是根据项目总

用地比例设定的ꎬ 不能作为单独的不动产单元分

割办理登记ꎮ

综上ꎬ 不动产单元分割登记关系到人民的生

命和财产安全、 城市管理、 规划落地、 以及国家

利益ꎮ 不动产整宗登记和分割登记产生的经济价

值具有成倍的差异ꎬ 不同的土地用途和利用方

式ꎬ 直接影响土地的出让价款ꎬ 分割登记可能带

来国有资产的流失ꎮ

５　 不动产分割登记的可行性探讨

５ １　 自建房分割登记的条件

自建房所有权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ꎬ 在满足 «规范» 及相关法规的条件下自

主处置其拥有完全产权的不动产是合法的ꎮ 总结

登记机构对城镇自建房产权分割的相关案例ꎬ 自

建房需具备如下条件:

(１) 申请分割的不动产不存在抵押查封、

不存在权属纠纷ꎮ

(２) 申请分割的不动产单元必须具有合法

的产权证书ꎮ 申请产权分割的自建房若未取得合

法权属证书ꎬ 应先申请办理产权证书后再申请分

割转移登记ꎮ

(３) 分割后的不动产单元必须满足权属界

线封闭ꎬ 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条件ꎬ 且应满足

«住宅设计规范» 的相关要求ꎮ

(４) 申请人应提交分割协议或记载有关分

割内容的生效法律文书ꎮ

(５) 申请人应提交相关部门同意分割的批

准文件ꎮ 根据自建房分割可能存在的问题ꎬ 申请

人应提供规划、 消防、 建筑质量和安全、 城市管

理等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机构出具的满足相关

标准及规范ꎬ 同意分割登记的书面意见ꎮ

(６) 申请人应提供权籍调查成果资料ꎮ 按

照 «规范» 要求ꎬ 提交不动产权籍调查表、 宗

地图、 宗地界址点坐标等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ꎮ

(７) 按相关规定提交税务部门的完税凭证ꎮ

５ ２　 国有建设用地分割登记的条件

国有建设用地进行不动产分割登记应满足以

下条件:

(１) 需要申请国有建设用地分割登记的宗

地必须满足土地来源合法ꎬ 权属清晰无争议ꎬ 且

已经办理过不动产权登记ꎮ

(２) 申请办理不动产分割登记的宗地应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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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查封或已解出抵押查封ꎮ

(３) 申请办理不动产分割登记的宗地必须

已缴清土地出让价款ꎮ

(４) 宗地分割后的不动产登记单元应符合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ꎮ

(５) 提交转让协议或法院判决生效的判决

书ꎬ 转让协议需要包含出让合同约定的相关约束

条件ꎮ

５ ３　 工业仓储用地分割登记

工业仓储用地进行不动产分割登记根据具体

情况分类办理ꎬ 应满足以下条件:

(１) 明确宗地权属合法、 界址清楚、 面积

准确ꎬ 无权属争议ꎮ

(２) 缴清全部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金和相关

税费ꎬ 并取得完税凭证ꎮ

(３) 申请分割的工业仓储用地无抵押、 查

封等状况ꎮ

(４) 分割后的宗地满足不动产单元权属界

线封闭且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要求ꎮ

(５) 申请人提供规划、 消防、 建筑质量和

安全等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机构出具的满足相

关标准及规范ꎬ 同意分割登记的书面意见ꎮ

(６) 申请人持工业园区管理部门和经信部

门签署的同意意见ꎮ

(７) 经司法裁定过户、 拍卖的工业仓储用

地涉及不动产分割登记的ꎬ 当事人提供竞拍地的

用地、 规划主管部门同意分割的相关批准文件ꎬ

在重新进行不动产权籍调查后ꎬ 持已生效的法院

判决书申请不动产分割登记ꎮ

笔者认为ꎬ 能满足以上条件的不动产登记单

元分割ꎬ 登记机构应给予办理ꎮ

６　 结　 语

不动产单元分割登记是不动产登记中的一项

常规业务ꎬ 登记机构如何协调平衡各方权益ꎬ 满

足群众合理的登记诉求ꎬ 履行登记职责ꎬ 关系到

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ꎬ 是政府

的公信力的体现ꎮ 由于没有上位法的支撑和明确

的操作规范ꎬ 各涉及部门为规避风险不愿意给出

同意分割的意见ꎬ 各地登记机构对不动产登记单

元分割普遍持谨慎态度ꎮ 上位法在立法过程中应

当收集分割登记的各类需求ꎬ 根据实际案例分类

分析比较ꎬ 总结归纳ꎬ 从理论上进一步释明ꎬ 实

务上统一操作规范ꎬ 明确不动产单元分割管理的

相关内容ꎬ 使不动产单元分割登记做到有法可

依ꎬ 有据可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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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工作六十年———基础测绘

段自广

(云南瀚哲科技有限公司ꎬ 昆明　 ６５０１０１)

摘要: 测绘是国民经济、 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ꎬ 主要包含控制测量、 地形图测

绘、 地籍测量 (勘测定界、 不动产测量)、 摄影测量 (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 卫星遥感测量、 近景摄

影测量)、 线路工程测量 (公路测量、 铁路测量、 输油管道测量)、 城市管网测量、 资源数据调查等ꎮ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ꎬ 测绘技术在政府决策、 公共事务管理、 城乡规划建设、 自然资源调查、 环

境保护、 不动产测量和地质勘探、 矿产资源利用开发、 水利水电及交通等国民经济建设等诸多方面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在国防建设中ꎬ 除了为军事行动提供军用地图外ꎬ 还要为火炮射击迅速定位

和弹道导弹发射提供精确的地心坐标和精确的地球重力场数据ꎮ 笔者通过自身工作经历ꎬ 简明介绍了

平面坐标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与原点标志、 国家高程基准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零点ꎮ 由于

水平有限ꎬ 纵有一腔热情也难掩文中缺点ꎬ 错误之处ꎬ 望读者批评指正ꎮ
关键词: 历史溯源ꎻ 大地测量ꎻ 坐标原点ꎻ 工程测绘ꎻ 结束语

１　 历史溯源

上古时期由于划分土地的需要产生了平面测

量ꎬ 使用简单的工具 (如绳尺、 步弓等) 进行

距离测量ꎬ 公元前 ３ 世纪中国已使用早期的指南

针仪器 (司南) 进行方位测定ꎻ 公元前 １ 世纪

利用直角三角形的性质测量距离和高度ꎬ 后来根

据水平面的性质出现了原始的水准测量ꎬ 至 １７

世纪制成了水准仪后ꎬ 开始出现较精密的水准测

量ꎮ 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测量是由

清朝康熙皇帝亲自主持进行的ꎮ 康熙帝爱新觉罗

玄烨ꎬ 是一位博学多才ꎬ 勇于实践的学者ꎬ 在

整治黄河、 淮河的工程中ꎬ 他多次在现场巡勘地

形ꎬ 并提出具体意见ꎮ 康熙三十八年春ꎬ 他巡至

苏北高邮ꎬ 亲自用水平仪进行测量ꎬ 测得运河的

水位比高邮湖水位高出四尺八寸ꎬ 并据此对防洪

护堤提出具体要求ꎬ 根据当时工程建设的需要ꎬ

决定进行全国性的大地测量ꎮ 由于军事和生产活

动的需要ꎬ 产生了平面测量和高程测量相结合的

地形测量ꎬ 出现了地图ꎮ 早期的地图只是一种简

单的示意图ꎮ 随着测绘科学的发展ꎬ 逐渐引入了

比例尺、 方位、 等高线等概念ꎬ 形成了现在所使

用的线划地形图ꎮ ２０ 世纪以来ꎬ 相继出现了大

型联合企业、 铁路和地下铁道、 特大型桥梁等大

型工程ꎬ 为了确保竣工后的工程质量ꎬ 对工程主

轴线和细部结构放样提出了严格的要求ꎬ 同时对

定线放样方法及其精度进行了大量研究ꎬ 由此形

成了整个工程测量的内容ꎮ ５０ 年代以后ꎬ 各种

大范围自动生产线相继出现ꎬ 这些工程定位放样

的精度要求很高ꎬ 必须采用特制的仪器设备并拟

订专门的测量方法ꎬ 这就是高精度工程测量ꎮ 为

监视工程的运行动态安全ꎬ 需对工程的运行动态

进行周期性的重复观测ꎬ 并对观测的成果进行整

理和分析ꎬ 通过统计分析ꎬ 可以对设计和施工质

量作出鉴定ꎬ 借以改进设计理论和施工方法ꎬ 为

经营管理提出建议ꎮ 为满足政府职能部门对某些

特定位置的特殊需要ꎬ 单一的全野外数字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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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已经不能够满足需要ꎬ 所以卫星遥感测量和

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得到了快速发展ꎬ 这样就形

成了测量工作的全部内容ꎮ 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出

现并很快应用到测绘工作中ꎬ 使测绘工作更为简

便和精确ꎮ

２　 基础测绘

基础测绘指建立全国统一的测绘基准和测绘

系统ꎬ 进行基础航空摄影ꎬ 获取基础谣感资料ꎬ

测制和更新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 影像图和数字

化产品ꎬ 建立、 更新基础地理信息系统ꎮ 基础测

绘数据有住房、 国土、 水利、 林业、 交通ꎬ 农业

等图斑数据模式ꎬ 在基础数据更新的过程中ꎬ 城

市的变迁ꎬ 农田的开垦和消亡ꎬ 基础交通建立ꎬ

水利的变迁等一些动态数据ꎬ 记录着人类的发展

史和城市的进化史ꎬ 承载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印记ꎮ

２ １　 大地测量

大地测量是通过在地球广大地面上建立控制

网点ꎬ 精确测定这些控制网点的坐标ꎬ 研究地球

形状和大小ꎬ 同时ꎬ 通过大地测量研究精密测量

仪器、 测量方法和数据处理方法ꎮ 大地测量的范

围广ꎬ 不能直接将地球表面视作平面ꎬ 因此必须

研究地球曲率等多种因素对测量成果的影响ꎮ 大

地控制测量既要保证很高的测量精度ꎬ 又要提供

局部测图所需的控制成果ꎮ

２ ２　 为地形测图提供控制基础

地形图测绘是在建立控制网的基础上ꎬ 进一

步加密图根控制点ꎬ 随后测绘地形、 地物点ꎬ 最

终编绘成地形图ꎮ 为了保证地形图的精度ꎬ 地形

测图必须依据高精度的大地控制点作为基础ꎬ 使

测量误差仅限定在控制点与周围的地形地物点之

间ꎬ 使相邻的测绘成果能够衔接在一起ꎮ 这样就

可以在不同地点、 不同时间安排测图工作ꎬ 所测

的地形图又不会出现重叠和遗漏ꎬ 同时能相互拼

接彼此利用ꎮ

２ ３　 为规划建设提供起算数据

在我国长江综合利用规划设计中ꎬ 测设了 ２

万多个平面和高程控制点ꎬ 进行了十几万公里的

水准测量ꎻ 制定南水北调工程方案时ꎬ 充分利用

了东、 中、 西三条路线附近的控制测量成果ꎮ 在

兴修的铁路干线中ꎬ 一个个隧道ꎬ 一座座桥梁ꎬ

它们的相继贯通、 合拢ꎬ 每项工程都需要高精度

的控制测量成果作保障ꎻ 在矿产资源开发中ꎬ 是

通过不同的井下巷道相向掘进ꎬ 在设计贯通点准

确贯通ꎬ 或者由地面向井下指定位置标定钻孔ꎮ

这些都是依据大地控制测量的坐标成果进行计算

完成的ꎮ

２ ４　 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技术保障

基础测绘的最基本内容就是测绘地形图ꎮ 根

据现有技术标准和技术手段ꎬ 丰富基础测绘底图

的内容ꎻ 如基于 ２０００ 国家大地坐标系和 １９８５ 高

程基准的空间特性ꎬ 基于地理国情普查的基础数

据库ꎬ 基于全国交通路网规划的数据库ꎬ 基于第

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库ꎬ 建立统一协管平台融

合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 新思

路ꎬ 根据不同主体功能定位ꎬ 综合考虑经济社会

发展、 产业布局、 人口集聚趋势ꎬ 以及永久基本

农田、 各类自然保护地、 重点生态功能区ꎬ 生态

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保护等底线要求ꎬ 科学测算

城镇ꎬ 农业、 生态三类空间比例和开发强度指

标ꎮ 按照严格保护、 宁多勿少原则科学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ꎮ 构建生态屏障的要求划定生态空间: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ꎬ 统筹考虑农业生产和农村生

活需要ꎬ 划定农业空间ꎻ 按照基础评价结果和开

发强度控制要求ꎬ 兼顾城镇布局和功能优化的弹

性需要ꎬ 从严划定城镇开发边界ꎬ 有效管控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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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ꎬ 以 “三区三线” 为载体ꎬ 合理整合协调

各部门空间管控手段ꎬ 绘制形成空间规划底图ꎬ

因此ꎬ 其础测绘是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ꎬ 是底层

数据的支持ꎮ

２ ５　 为防灾、 救灾提供技术支持

地壳变形的监测对地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

意义ꎮ 例如: 在地震区通过监测可以研究区域内

的应变积累和能量释放、 应变分析和主断层运动

速率ꎬ 判断其变化是均匀的还是间歇的ꎬ 为中长

期和临震预报提供依据ꎮ 大型水利工程、 铁路公

路建设、 大型采矿场等也都需要地壳变形的准确

数据ꎮ 以提高地质分析和评价的可靠性ꎮ 在预防

山体滑坡、 城市和矿区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中ꎬ

大地测量提供带时间维的多期或动态精密信息ꎬ

通过分析及时提供灾害预报ꎮ

２ ６　 为空间技术和国防建设提供保障服务

空间技术与航天工程的发展水平是评估一个

国家综合科技水平和综台国力的重要指标ꎬ 也是

评估一个国家国防能力的重要标志ꎮ 卫星、 导

弹、 航天飞行器的发射、 制导、 跟踪、 遥控以至

返回ꎬ 都需要有基本的大地测量保障ꎮ 大地测量

提供了一个精确的地球参考框架和地面点的精确

点位ꎬ 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精密的全球重力场模型

和地面点的准确重力场参数ꎮ 未来战争是高科技

战争ꎬ 军事测绘保障是综合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ꎮ 精确定位定向、 准确识别地形地物要素和确

定全球重力场参数是实现现代战争的基本保障ꎬ

是高科技战争对军事测绘保障的基本要求ꎬ 此

外ꎬ 大地测量在气象预报、 地球温室效应和海洋

与大气污染等环境监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ꎮ

２ ７　 １９５４ 年北京坐标系

一个国家的坐标系统是测制这个国家基本比

例尺地图的基础ꎬ 新中国成立后ꎬ 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了正规的、 全面的大地测量和测图工作ꎬ 将

我国东北呼马、 吉拉林、 东宁 ３ 个一等基线网与

前苏联大地网相联ꎬ 把前苏联 １９４２ 年普尔科沃坐

标系延伸到中国ꎬ 命名为 １９５４ 年北京坐标系ꎮ 因

此ꎬ １９５４ 年北京坐标系原点不在北京ꎬ 而在前苏

联的普尔科沃ꎮ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 我国采用 １９５４

年北京坐标系测制了各种比例尺地形图ꎬ 限于当

时的技术条件ꎬ 中国的大地坐标基本上是依赖于

传统技术手段实现的ꎮ 随着国民经济建设、 国防

建设和社会发展、 科学研究等对国家大地坐标系

提出了新的要求ꎬ 迫切需要采用原点位于地球质

量中心的坐标系统作为国家大地坐标系ꎮ

２ ８　 ２０００ 国家大地坐标系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ꎬ 我国航天、 国土

空间规划、 地质调查、 国土资源管理等领

域的科学研究需要一个以全球参考基准为背

景的、 全国统一的、 协调一致的坐标系统来处理

国家、 区域与全球化的资源、 社会等问题ꎬ 需要

采用定义更加科学、 原点位于地球质量中心的三

维国家大地坐标系ꎮ 采用 ２０００ 国家大地坐标系

将进一步促进遥感技术在我国的广泛应用ꎬ 发挥

其在资源和生态环境动态监测方面的作用ꎮ 采用

２０００ 国家大地坐标系也是保障交通运输、 航海

等安全的需要ꎮ 随着我国航空运营能力的不断提

高和港口吞吐量的迅速增加ꎬ 采用 ２０００ 国家大

地坐标系可保障航空和航海的安全ꎮ 经过国务院

批准ꎬ 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ꎬ 中国全面启用

２０００ 国家大地坐标系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 自

然资源部宣布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 全面停止

向社会提供 １９５４ 年北京坐标系和 １９８０ 西安坐标

系基础测绘成果ꎮ

２ ９　 中国大地原点

中国大地坐标原点位于陕西省泾阳县永乐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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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际寺村ꎬ 距西安 ４０ 多公里ꎬ 位于东经 １０８°５５′

２５ ００″北纬 ３４° ３２′２７ ００″ꎮ 大地原点由主体建

筑、 仪器台、 投影台、 中心标志四大部分共七层

组成ꎬ 总体高度为 ２７ 米ꎬ 顶层为观测室ꎮ 中心

标志埋设于主体建筑的地下室ꎬ 室内居中有一个

约半米高、 呈正方体的红色大理石基座ꎬ 基座上

方中心部位为原点标志ꎮ 基座底下灌筑有 ４ 根

１３ 米高的水泥桩柱ꎬ 直达地球内部的岩石上ꎮ

大理石基座上方的中心部位就是 “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地原点” 标志ꎮ 原点中心标志在一块边

长约 ０ ５５ 米的正方体红色大理石的中心部位ꎮ

标石的外圈有一粗一细勒金线边ꎮ 勒金线圈内为

文字说明ꎬ 上面镌刻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

原点” 隶体勒金字ꎮ 标志的中部有直径约 ２ 厘

米的微微突起的半球面ꎬ 半球面上镌刻有精密

“＋” 字ꎮ 这个 “ ＋” 字的交点就是 “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地原点”ꎬ 也就是中国地理坐标的起算

点和基准点ꎮ 建立大地原点ꎬ 就是为了确定中国

基础测绘的统一坐标系ꎬ 作为一切定位、 定向等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基础ꎬ 满足经济建设和国防

建设的需要ꎮ 从而使全国的测量有一个统一的、

标准的、 切合中国实际的计算投影面ꎮ

图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与原点标志

３　 工程测绘

３ １　 工程测绘的含义

工程测绘泛指在工程建设施工的过程中ꎬ 对

建筑区域的地质、 建筑物、 构筑物以及工程施工

阶段所采用的各种机械设备和建筑材料进行测

绘、 组织管理的技术ꎮ 随着建筑工程中的专业性

工作越来越多ꎬ 工程施工中的项目设计ꎬ 对测绘

信息的需求也越来越大ꎬ 各种工程设计对测绘工

作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ꎬ 在一些大中型的建筑项

目中ꎬ 由于工程设计、 施工测量及竣工测绘等方

面都十分复杂ꎬ 在项目设计、 施工及竣工阶段的

运行管理都需要进行详细的测绘工作ꎬ 工程测绘

的信息对于整个工程设计、 施工及运行管理都是

至关重要的技术保障ꎮ

３ ２　 工程绘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测绘技术在城市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ꎬ 城市建设的所有工作都需要测绘提供的数据

资料ꎮ 因此ꎬ 只有城市规划测量得到的数据具有

高度的精确性ꎬ 才能保证城市规划充分发挥出有

效性和指导性ꎮ 由此可见ꎬ 测绘能够为城市规划

编制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ꎮ 测绘技术在城市规划

管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城市规划设计前基础地

形图的测绘ꎬ 规划设计后建筑物的实地放线测

量ꎮ 实地放线测量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是指通过科

学的测量手段将城市规划的成果精确地落实到实

地ꎬ 主要内容包括土地使用权限、 拆迁、 勘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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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等方面的测量工作ꎮ 在城市建设中ꎬ 测量放线

的精确性直接关系着城市规划成果能否精确地落

到城市建设的实际位置ꎬ 并指导着城市建设相关

工程的施工和建设ꎮ 另一方面ꎬ 测量放线在土地

使用、 住房拆迁等方面的安排直接关系着城市居

民的切身利益与城市土地的使用效率ꎮ 所以ꎬ 测

量放线工作是城市规划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ꎬ 是

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ꎮ

(１) 工程绘测的数字化技术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ꎬ 数字化测绘技术在

工程建设上被广泛应用ꎬ 尤其是大比例尺地形图

和工程图的测绘ꎬ 逐渐向信息化、 数字化的方向

发展ꎬ 在城市化建设和工程测量上的地位日益重

要ꎮ 传统的测量和成图方法是单纯的人工体力劳

动ꎬ 并且一般都在再野外工作ꎬ 成图的时间较

长ꎬ 而且产品过于单一ꎬ 不易保存ꎮ 伴随电子经

纬仪、 全站仪等仪器的广泛应用和南方 ＣＡＳＳ 成

图系统的问世ꎬ 把野外采集工作与电脑数据操作

及仪器绘图三者紧密结合ꎬ 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多

功能自动绘图系统ꎬ 为工程测绘自动化和专业数

据建库创造了条件ꎮ

(２) 全球卫星定位技术

全球卫星定位技术简称 ＧＰＳꎬ 是上世纪 ７０ 年

代开始研发的卫星定位技术ꎬ 具有三维定位的导

航功能ꎮ 这是一个由覆盖全球的 ２４ 颗卫星组成的

卫星系统ꎮ 这个系统可以保证在任意时刻ꎬ 地球

上任意一点都可以同时观测到 ４ 颗卫星ꎬ 以保证

卫星可以采集到该观测点的经纬度和高度ꎬ 以便

实现导航、 定位、 授时等功能ꎮ 这项技术可以用

来引导飞机、 船舶、 车辆以及个人ꎬ 安全、 准确

地沿着选定的路线ꎬ 准时到达目的地ꎮ ＲＴＫ 作为

在 ＧＰＳ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式 ＧＰＳ 定位测量方

式ꎬ 是当今工程测绘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ꎮ ＲＴＫ

利用 ＧＰＳ 系统ꎬ 不仅能够及时提供流动的三维定

位ꎬ 而且可以对工程建设进行精准的定位测量ꎮ

(３) ３Ｓ 集成测绘技术

３Ｓ 测绘技术ꎬ 即工程测量中的 ＧＰＳ、 ＧＩＳ、

ＲＳ 三项现代技术相结合ꎬ 通过三者提高测绘区

域的信息和空间定位ꎬ 之后 ＧＩＳ 进行必要的数据

分析ꎬ 方便从 ＧＰＳ 和 ＲＳ 系统提取的海量数据中

进行有效的综合整合ꎬ 有效进行科学利用ꎮ ３Ｓ

测绘技术在现阶段我国很多重大工程的测绘中得

到充分应用ꎬ 例如三峡水利工程及青藏铁路工程

等施工量特别大ꎬ 施工范围广ꎬ 工程施工周期特

别长的重大工程得到广泛应用ꎮ

(４) 平面控制测量

在一定的区域内为地形图测绘或工程建设项

目建立的控制网 (区域控制网) 所进行的测量

工作ꎬ 称为平面控制测量ꎮ 平面控制网可以布设

成三角网、 导线网、 ＧＰＳꎮ 控制网具有控制全

局ꎬ 限制测量误差累积的作用ꎬ 是各项测量工作

的依据ꎮ 对于地形测图ꎬ 等级控制是扩展图根控

制的基础ꎬ 以保证所测地形图能互相拼接成为一

个整体ꎮ 对于工程测量ꎬ 常需布设专用控制网ꎬ

作为施工放样和变形观测的依据ꎮ

(５) 高程控制测量

高程控制测量是测量空间点高程的主要工

作ꎮ 高程基准定义了陆地上高程测量的起算点ꎬ

区域性高程基准可以用验潮站的长期平均海面来

确定ꎮ 高程基准面相对于一个国家而言ꎬ 是这个

国家地面点高程的统一起算面ꎮ 由于大地水准面

所形成的大地体是与整个地球最为接近的体形ꎬ

因此通常采用大地水准面作为高程基准面ꎮ 一个

国家只能根据一个验潮站所求得的平均海水面作

为全国高程的统一起算面 (高程基准面)ꎮ

１) １９５６ 年黄海高程系: 我国于 １９５６ 年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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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海的多年平均海平面作为统一基准面ꎬ 定义

为 “１９５６ 年黄海高程系”ꎬ 是中国第一个国家高

程系统ꎮ 黄海高程系的确立ꎬ 从而结束了过去高

程系统繁杂的局面ꎬ 对统一全国高程有其重要的

历史意义ꎮ １９５６ 年黄海高程系统在经济建设、 国

防建设和有关科学研究中ꎬ 起着很大的作用ꎮ 国

家大地网中地面点的三维坐标需要用大地经度、

大地纬度和大地高程表示ꎮ 地形图测绘需要海拔

高程ꎬ 这些高程由具有一定精度和密度的水准网

来提供ꎮ 国家的许多基本建设ꎬ 如铁路和公路的

修建、 城市基本建设、 河流的治理和农田水利建

设等ꎬ 都必须由国家水准网提供高程数据ꎮ 在科

学研究中ꎬ 重复水准测量可以用于监测地壳垂直

运动以及城市和工矿地区的地面沉降ꎻ 为地球动

态的研究、 地震预报的探索和环境控制提供数据ꎮ

２) １９８５ 国家高程基准: “１９８５ 国家高程基

准”ꎮ 其实也是 １９５６ 年黄海高程系统的重新定

义ꎬ 只不过老的叫 “１９５６ 年黄海高程系统”ꎬ 新

的叫 “１９８５ 国家高程基准”ꎮ １９８５ 年国家高程

基准已于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开始启用ꎬ １９５６ 年黄海高

程系同时废止ꎮ 国家水准网在经济建设、 国防建

设和有关科学研究中ꎬ 有着多方面的用途ꎮ 国家

大地网中地面点的三维坐标需要用大地经度、 大

地纬度和大地高程表示ꎮ 地形测图需要海拔高

程ꎬ 这些高程由具有一定精度和密度的水准网来

提供ꎮ 国家的许多基本建设ꎬ 如铁路和公路的修

建、 城市基本建设、 河流的治理和基本农田建设

等ꎬ 都必须由国家水准网提供高程数据ꎮ 在科学

研究中ꎬ 重复水准测量可以用于监测地壳垂直运

动以及城市和工矿地区的地面沉降ꎻ 为地球动态

的研究、 地震预报的探索和环境控制提供数据ꎮ

３) 海防高程系: 云南解放前后ꎬ 由于滇越

铁路过境昆明到达禄丰并计划通往缅甸ꎬ 所以沿

线一些重要城镇的规划建设测量都采用铁路水准

点作为高程起算数据ꎮ 滇越铁路的高程控制基准

是由越南海防验潮站引测过来ꎬ 故称海防高程

系ꎮ 昆明铁路局一直采用海防高程系统对管内铁

路进行养护至 ８０ 年代结束ꎮ 解放初期昆明周边

的城市规划建设所采用的高程全部是海防高程系

统ꎬ 与 １９８５ 国家高程基准的换算关系为: １９８５

国家高程基准＝Ｈ 海防－４ ９６８ｍꎮ

(６) 中国水准零点

１９５６ 年我国测量工作者采用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５６

年 ７ 年间青岛验潮站的潮汐观测资料ꎬ 确定出了

在山东青岛市观象山附近的黄海平均水面为基准

面ꎬ 并通过水准测量的方法ꎬ 将验潮站的高程引

测到水准零点ꎬ 以黄海平均水面为基准面建立的

高程系称为 “１９５６ 年黄海高程系统”ꎮ 中国水准

零点建在地质结构稳定的花岗石基岩上ꎬ 是全国

法定的高程起算原点ꎮ

图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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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原点网由主点 (原点)、 参考点和副点共 ６
个点组成ꎮ 水准零点位于青岛观象山顶正中三岔

路口ꎬ 有一座有门无窗、 铁门常年闭锁的神秘小

屋ꎮ 造型别致ꎬ 典雅精美ꎮ 四周由花岗石和铁护

栏两重护卫着ꎮ 屋内层层笼罩ꎬ 中心藏着一个小

小的牢固标志ꎬ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准零点”ꎮ 水准零点是我国高程系统的起始

水准点ꎬ 高程是 ７２ ２８９ 米ꎬ 是通过青岛观象台大

港验潮站的资料确定的黄海平均海水面ꎬ 用精密

水准仪测量而得ꎬ 水准零点的高程是推算辐射在

全国各地两万多个水准点高程的依据ꎮ
４　 布设控制网

４ １　 平面控制网

平面控制网的等级ꎬ 应根据工程规模、 用途

和精度要求合理选择ꎮ 控制网可采用 ＧＰＳ 卫星

定位方法布设、 全站仪方法布设控制网 (导线

及导线网)、 三角形网等形式ꎮ 等级依次为三、
四等和一、 二、 三级ꎮ 平面控制网的坐标系统ꎬ
应采用 ２０００ 国家大地坐标系ꎮ 个别项目根据需

要ꎬ 在满足测区内投影长度变形不大于 ２ ５ｃｍ /
ｋｍ 的要求下进行选择:

①采用统一的高斯正形投影 ３°带平面直角

坐标系统ꎻ
②采用任意中央子午线ꎬ 投影面为测区抵偿

高程面或测区平均高程面的平面直角坐标系统ꎻ
③沿用原有的坐标系统ꎬ 但应与 ２０００ 国家

大地坐标系统建立相应的转换关系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前ꎬ 中国的平面控制主要采

用三角测量方法ꎮ 随着国家经济建没的发展ꎬ 特

别是 ８０ 年代以来ꎬ 光电测距仪的应用给导线测

量创造了有利条件ꎬ 因此出现了三边网和边角

网ꎮ ＧＰＳ 定位技术虽然成为当今布设平面控制

网的主要形式ꎮ 但是一些较小的项目ꎬ 受环境条

件或 ＧＰＳ 信号限制ꎬ 采用传统技术方法布设控

制网仍然是十分有效的ꎮ
(１) 典型图形插网

新中国建立之初直至七十年代末期ꎬ 国民经

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ꎬ 但由于国家经济底

子薄弱ꎬ 测绘行业技术装备相对落后ꎬ 特别是处

于西部地区的云南ꎬ 高等级测量控制点相对稀

少ꎬ 密度满足不了大比例尺地形图测量对控制点

的精度要求ꎮ 为了尽快完成国家急需地区的地形

图测绘ꎬ 因此采用相对精度满足规范要求的

“典型图形插网” 进行测区的控制加密ꎮ 典型图

形插网点位精度均匀ꎬ 控制作用强ꎬ 布点灵活ꎬ
便于使用和发展ꎮ 平差计算较简单ꎮ 采用典型图

形插网在当时是满足测区一种高等级控制布网的

方法ꎬ 插网的形式多样ꎬ 为了平差计算方便ꎬ 针

对各种各样的网形结构设计出专门的计算表格ꎮ
图 ３ 是在四个一等点下插入由 ７ 个点组成的四等

三角网ꎮ

图 ３　 典型图形插网

(２) 线形三角锁

线形三角锁是增设测图控制点的一种常用布

网形式ꎬ 由于它布点灵活ꎬ 不需要丈量基线ꎬ 最

适用于带状测区增设控制点ꎬ 因而在铁路航测外

业控制测量中具有独特的优越性ꎮ 八十年代前是

一种十分普遍有效的测图控制点的加密方式ꎮ 常

因现场地形不同ꎬ 布设成不同的形式ꎬ 其中最常

见的为内定向线形锁为 (锁部在已知方向线

上)ꎮ 下图是一个五秒三角锁ꎬ 以四等三角点

ＩＶ６、 ＩＶ８ 为坐标起算ꎬ 布设了 Ｖ１、 Ｖ２、 Ｖ３、
Ｖ４ 四个五秒三角点ꎮ

图 ４　 线形三角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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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导线网

导线网是三角网的一种补充ꎬ 主要用于三角

测量无法完成的一些区域性控制ꎮ 导线网包括单

一导线和具有一个或多个节点的导线网ꎬ 主要优

点是网中各点上的方向数较少ꎬ 除节点外任一导

线点上只有两个方向ꎬ 因而受通视限制较小ꎮ 导

线网的网形结构比较灵活ꎬ 选点时可根据具体情

况随时改变ꎮ 导线网中的边长都是直接测定的ꎬ

因此边长的精度较均匀ꎮ 主要缺点是多余观测数

较同样规模的三角网要少ꎬ 不易发现观测值中的

粗差ꎬ 其基本结构是单线推进ꎬ 控制面积没有三

角网大ꎮ 导线网是观测各导线边的边长和各边之

间的角度 (方向)ꎬ 然后根据一个起算点的坐标

和一条边的坐标方位角ꎬ 即可推算出其它观测点

的坐标成果ꎮ 导线布设比较灵活、 形式多样ꎬ 主

要有附合导线、 闭合环导线、 单结点导线和多结

点导线网等形式ꎮ 导线测量的最大优点在于特别

适合障碍物较多的平坦地区及城市隐蔽地区的控

制网布设ꎮ 下图 ５ 为多结点导线网ꎮ

图 ５　 多结点导线网

　 　 (４) ＧＰＳ 控制网

ＧＰＳ 作为尖端技术ꎬ 能方便快捷地测定出

点位坐标ꎬ 无论是操作上还是精度上ꎬ 比全站仪

等其他常规测量设备有明显的优越性ꎮ 随着 ＧＰＳ

定位技术的问世并不断发展完善ꎬ 导致了传统的

测绘定位技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ꎬ 它不仅对大

地测量而且对工程测量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ꎬ 使测绘科学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ꎮ 由于

它具有高精度、 高效率、 高速度和高效益并能一

次性提供三维坐标等优点ꎬ 所以很快被测绘行业

所青睐ꎮ 目前ꎬ ＧＰＳ 定位技术的应用已深入城

市和工程测绘领域ꎬ 除了城市与各类大型工程控

制网及监测网的建立普遍应用 ＧＰＳ 技术外ꎬ 在

石油勘探、 铁路与高速公路、 电力与通讯线路、

地下铁路、 隧道贯通、 山体滑坡、 岩崩、 地表形

变监测、 水利枢纽大坝监测、 自然资源调查、 城

镇地籍测绘、 不动产测量、 遥感监测工作广泛使

用 ＧＰＳꎮ 此外ꎬ ＧＰＳ －ＲＴＫ 测量已在石油勘探、

城市与工程大比例尺数字地形图测绘、 工程施工

放样、 管线测量、 杆塔定位测量、 高层建 (构)

筑物动态变形监测、 近海施工平台定位以及堆料

场矿体体积测量等方面都得以应用ꎮ 图 ６ 为 ＧＰＳ

控制网ꎮ

图 ６　 ＧＰＳ 控制网

４ ２　 高程控制网

高程控制网必须采用 １９８５ 国家高程基准作

为高程起算ꎬ 并按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要求进行作业ꎮ 高程控制网可布设成三等附合路

线ꎬ 长度应不超过 １５０ｋｍꎻ 环线周长应不超过

２００ｋｍꎻ 同级网中结点间距离应不超过 ７０ｋｍꎻ

山地等特殊困难地区可适当放宽ꎬ 但不宜大于上

述各指标的 １ ５ 倍ꎮ 四等附合路线长度应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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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ｋｍꎻ 环线周长应不超过 １００ｋｍꎻ 同级网结点

间距离应不超过 ３０ｋｍꎻ 山地等特殊困难地区可

适当放宽ꎬ 但不宜大于上述各指标的 １ ５ 倍ꎮ 各

等级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偶然中误差 ＭＡ 千米水准

测量的全中误差 Ｍｗ 不应超过规范规定的数值ꎻ

按照实际需要水准网可以采用以下形式布设ꎮ

(１) 附合水准路线

从某个已知高程的水准点出发ꎬ 沿路线进行

水准测量ꎬ 最后连测到另一已知高程的水准点

上ꎬ 这样的水准路线称为附合水准路线ꎮ 图 ７ 为

附合水准路线ꎮ

(２) 结点水准网

由某一已知高程的水准点出发ꎬ 经过由多条

路线组成的水准点ꎬ 最后闭合到另外一个已知高

程的水准点上ꎬ 这样的水准路线称为结点水准

网ꎮ 图 ８ 为结点水准网ꎮ

５　 测绘技术设计书

５ １　 测绘技术设计书编写要求

测绘技术设计书是指导测绘生产过程的主要

技术依据ꎮ 测绘项目立项或测绘项目合同签订

后ꎬ 项目承担单位应及时组织相关技术人员进行

现场踏勘ꎬ 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技术设计ꎮ

每个测绘项目都必须进行技术设计ꎬ 没有技术设

计的测绘项目或未经批准技术设计的测绘项目成

果不得提供用户使用ꎮ 测绘技术设计要明确任务

来源、 目的 (服务对象)、 质量目标 (精度)、

工作量和工作周期ꎮ 设计人员应认真负责ꎬ 作好

测区踏勘和资料的收集工作ꎬ 编写的技术设计书

要简明扼要、 语言流畅通顺、 通俗易懂ꎬ 对作业

中容易混淆和忽视的问题ꎬ 应重点叙述ꎮ

５ ２　 测绘技术设计书审批程序

测绘技术设计书经项目技术承担单位总工程

师审核签字后报主管领导审批ꎮ 主管领导核准后

由业主审批后执行ꎮ 技术设计书要作原则性修改

或补充时ꎬ 由生产部门或设计单位提出修改意见

形成补充文件经业主审批同意后执行ꎮ

５ ３　 编写技术设计书

(１) 说明项目项目背景、 项目来源、 项目

名称、 项目目的、 面积范围、 地理位置、 发展远

景、 拟布设的控制测量等级、 测图比例尺、 项目

工作量、 项目主要精度指标和质量要求、 完工期

限以及对控制点位置、 密度的要求等ꎮ

(２) 说明项目区地理特征ꎬ 行政管辖ꎬ 中心地

理坐标ꎮ 项目区最大高程和最小高程、 地形困难

类别、 交通状况、 风土人情、 道路、 水系、 植

被、 气候及生活条件等情况ꎮ 少数民族地区还应

说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ꎮ

５ ４　 已有资料分析、 评价和利用

为了统一测量成果和节省测量费用ꎬ 对项目

区原有的测绘资料应充分利用ꎮ 对原有成果的各

项精度要对照规范仔细审阅ꎬ 逐一进行评价ꎬ 以

确定可利用程度ꎻ 或利用平差成果ꎻ 或利用其观

测成果ꎻ 或利用觇标、 标石等ꎮ 平面和高程控制

资料: 说明已有资料的测量单位、 测量时间、 采

用的平面基准和高程基准、 执行的技术依据

(规范、 规程)、 中央子午线、 投影面、 联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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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平差计算方法、 平差计算软件、 最终精度ꎬ

检查验收报告ꎬ 精度统计和精度评定ꎻ 地图资

料: 说明已有地形图比例尺、 等高距、 测量时

间、 坐标系统、 高程基准ꎬ 检查验收报告ꎬ 精度

统计和精度评定ꎻ 标石埋设情况: 说明已有标石

的规格尺寸和标石的完整情况ꎮ

５ ５　 项目成果的主要技术规格

成果的种类及格式、 坐标系统、 高程基准、

比例尺、 中央子午线、 分带、 投影方法ꎬ 图幅分

幅编号及其空间单元ꎬ 基本内容、 数据格式、 数

据精度、 坐标和高程计算结果的取位规定及其它

技术指标ꎮ

５ ６　 设计方案

(１) 平面控制测量

是导线测量还是 ＧＰＳ 静态定位测量ꎮ 是全

面布网还是分区、 分期布网ꎮ 是采用三度带、

１ ５ 度带还是任意投影带ꎮ 在 １: ５００００ 地形图

上进行技术设计ꎻ 展绘已知点ꎬ 按照已定的布网

图形ꎮ 点位确定后ꎬ 到实地确定布网方案是否切

实可行ꎬ 为了保证控制网精度ꎬ 避免返工浪费ꎬ

必须按照规范要求估算控制网中各项元素的精

度ꎮ 明确所采用的坐标系统ꎮ

(２) 高程控制

明确测量方法 (是采用几何水准测量还是

采用光电测距高程)ꎬ 根据项目性质明确采用的

相关规范、 规程和技术标准ꎮ 明确所采用的高程

系统ꎮ

５ ７　 平差计算

如果控制网是 ＧＰＳ 静态网ꎬ 首先通过三维

无约束平差ꎬ 再进行二维约束平差ꎬ 并分别统计

闭合环总数、 同步环总数和异步环总数ꎮ 统计无

约束平差和约束平差最弱边相对中误差和最弱点

点位中误差ꎮ 控制网计算资料应附有计算说明ꎻ

内容分别为采用仪器、 测量方法、 控制网点数、

起算点坐标系统、 高程系统及起算点编号和平差

软件ꎬ 采用的中央子午线、 投影面、 控制网中最

长边、 最短边、 最弱边相对中误差及最弱点平面

位置中误差ꎮ

５ ８　 地形图测绘

(１) 无论采用全站仪或 ＧＰＳ－ＲＴＫ 采集的数

据均应与计算机联机通讯连接ꎻ 转存至计算机并

生成原始数据文件ꎮ 采用数据处理软件ꎻ 将原始

数据文件中的控制测量数据、 地形测量数据和检

测数据进行分离 (分类)ꎬ 并进行处理ꎮ

(２) 对地形测量数据处理ꎻ 可增删和修改

测点的编码、 属性和信息排序等ꎬ 但不得修改测

量数据ꎮ 生成等高线时ꎬ 应确定地性线的走向和

断裂线的封闭ꎮ

(３) 地形图要素应分层表示ꎻ 分层的方法

和图层的命名宜采用通用格式ꎬ 也可根据工程需

要对图层结构进行修改ꎬ 但同一图层的实体宜具

有相同的颜色和相同的属性结构ꎮ

５ ９　 地形图的表示方法

(１) 居民地: 说明居民地类型、 特征、 表

示方法和综合取舍原则ꎻ

(２) 道路: 说明铁路、 公路类型ꎬ 对公路

以下的道路ꎬ 着重说明综合取舍原则ꎻ

(３) 水系: 说明测定水位的方法与要求ꎬ

水网区河流、 湖泊、 沟渠的取舍原则ꎬ 水系附属

物的表示方法与要求ꎻ

(４) 境界: 说明境界表示到哪一级ꎬ 对国

界和其它有争议的境界要提出具体的测量方案和

技术要求ꎻ

(５) 地貌: 测区地貌特征ꎬ 地貌符号和土

质符号表示要求等ꎻ

(６) 植被: 测区内主要植被的表示要求、

方法ꎬ 地类界综合取舍原则ꎻ

(７) 工矿设施、 独立地物等需要叙述的

要素ꎻ

(８) 确定地名调查的依据和方法ꎬ 人口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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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区地名综合取舍原则ꎬ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

译注原则ꎻ

(９) 采用新技术、 新方法、 新仪器要写明

具体要求ꎬ 规定允许限差并进行必要的精度估算

和说明ꎮ

６　 结束语

测量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 艰难的

历程ꎬ 且至今仍处在不断发展之中ꎮ 自新中国成

立开始ꎬ 我国的测量科学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

展阶段ꎬ 特别是进入 ８０ 年代以来ꎬ 先进的测量

仪器在工程测量中得到广泛应用ꎬ 野外数据采集

手段正向现代化、 自动化、 数字化、 一体化方向

发展ꎮ 精密激光测距仪、 数字水准仪、 全站仪、

低空无人机给工程测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ꎬ 改变

了传统的工程测量作业方式ꎮ 大比例尺地形测绘

和工程图测绘ꎬ 历来是城市与工程测量的重要内

容和任务ꎮ 利用传统的方法工作存在劳动强度

大、 质量控制难、 功效低等缺点ꎮ 随着城市化和

工程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ꎬ 对大比例尺地形图的

需求量日益增大ꎬ 同时对地形图的更新周期要求

也越来起短ꎬ 各专业设计部门都希望要尽量缩短

成图周期和实现成图自动化ꎬ 才能更好地满足各

方面的需求ꎮ 随着电子经纬仪、 全站仪的应用ꎬ

尤其全站仪和 ＧＰＳ－ＲＴＫ 实时动态定位技术以及

先进的数字化测图系统和电子平板的应用ꎬ 实现

了地形图从野外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 图形编辑

和自动绘图的自动化成图ꎮ 建设地理信息快速获

取系统ꎬ 推进地理信息数据处理关键技术ꎬ 研制

自动化、 智能化地理信息数据处理系统ꎬ 发展先

进测绘生产技术装备ꎮ 随着测量新技术的不断进

步ꎬ 现代工程测量必将朝着测量内外作业一体

化、 数据获取及处理自动化、 测量过程控制和系

统行为智能化、 测量成果和产品数字化、 测量信

息管理可视化、 信息共享和传播网络化的趋势发

展ꎬ 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贡献更大的

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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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干部ꎬ 应具有 “五不怕” 精神

丰德金

　 　 改革开放之初ꎬ 邓小平同志要求全党坚持和
发扬 “五种精神”ꎮ 即: 革命加拼命的精神ꎬ 严
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的精神ꎬ 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
的精神ꎬ 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的精神ꎬ 革命乐观
主义和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ꎮ “五种精
神” 在改革开放中ꎬ 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ꎮ
尤其是在 “老山” 战斗中ꎬ 发挥了巨大的鼓动
力和空前的向心力ꎬ 极大地激发了一代年轻军
人ꎬ 为祖国而战、 为正义而战、 为和平而战的革
命献身精神ꎮ

５ 月 １０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指出: “实现中国梦
是一场历史接力赛ꎬ 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
的赛道上奋勇争先”ꎮ 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生力军ꎬ 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希望ꎬ 决
定着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以及兴衰成败ꎮ 在实
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ꎬ 如何奋勇争先? 笔者认
为ꎬ 应具有 “五不怕” 精神ꎮ

具有 “不怕学” 的求知若渴精神ꎮ “学” 是
走向成功的 “垫脚石”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
习走到今天ꎬ 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ꎮ
“干部要爱读书、 读好书、 善读书”ꎮ 可是ꎬ 一
些年轻干部ꎬ 不爱读书ꎬ 不读党报党刊ꎮ 有的ꎬ
当上领导后ꎬ 有了秘书ꎬ 更不学习ꎬ 连党史学习
教育中的笔记、 心得体会都由下属代劳ꎬ 这与古
代贵族子弟出席宴会前先雇人写好诗文让自己在
宴会上表现区别不大ꎮ 有的干部ꎬ 离开了秘书写
好的稿子ꎬ 讲话就跑偏ꎬ 东扯西拽ꎬ 该讲透的没
讲透ꎬ 口口声声 “学习没时间”ꎮ 殊不知ꎬ 毛主
席在延安时期的若干巨著都是毛主席在枣园的灯
光下废寝忘食完成的ꎮ 学习是展开志向成就事业
的基础ꎮ 学习是增强世界眼光、 把握时局演进趋
势、 增强历史眼光、 把握战略发展机遇和提高观
大势、 定大局、 谋大事、 抗风险能力的必由之
路ꎮ 同时ꎬ 是获取知识、 熟悉党的方针政策、 保
持政治定力、 拓展工作思路、 改造 “三观”、 提
升综合素质的基本途径ꎮ 当下ꎬ 工作负荷重ꎬ 任

务压力大ꎬ 但闯关夺隘ꎬ 攻城拔寨ꎬ 必有利器ꎮ
我曾有幸到延安参观习近平在梁家河当知青时住
过的窑洞和他在梁家河读过的一些书目ꎬ 由衷的
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在极端艰苦环境条件下的那种
求知若渴的学习精神ꎮ 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史ꎬ 革命前辈们哪个不是靠学习走上革命道路
的ꎮ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干部ꎬ 应把学习与理论武
装ꎬ 作为终生课题ꎬ 养成求知习惯ꎬ 把单位花钱
征订的党报党刊利用好ꎬ 深入学习新时代党的创
新理论ꎬ 自觉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ꎬ 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
信”、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ꎬ 忠实捍卫 “两个
确立”ꎬ 筑牢信仰之基ꎬ 补足精神之钙ꎬ 把稳思
想之舵ꎬ 将共产主义信仰ꎬ 植入骨髓、 铸进灵
魂ꎮ 始终做到在重大斗争考验面前ꎬ 头脑清醒ꎬ
立场坚定ꎮ

具有 “不怕死” 的舍生忘死精神ꎮ “死” 是
共产党人的 “试金石”ꎮ

笔者所要表达的意思ꎬ 不是不珍爱生命ꎬ 而
是 “看得开生死ꎬ 才放得开手脚” 的 “我将无
我ꎬ 临危不惧” 的舍生忘死精神和视死如归的
革命情怀ꎮ 战争年代ꎬ 我们的革命先辈ꎬ 不怕牺
牲ꎬ 勇敢前进ꎬ 甚至是在敌人的飞机大炮之下冒
死建立新中国ꎮ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ꎬ 刘胡兰不幸被捕ꎬ
面对敌人的血腥杀戮ꎬ 她毫无惧色地说 “怕死
不当共产党!”ꎬ 从容地躺在铡刀下ꎬ 壮烈牺牲ꎬ
年仅 １５ 岁ꎮ 毛泽东为刘胡兰题词 “生的伟大ꎬ
死的光荣”ꎮ 新冠疫情肆虐期间ꎬ ４ ２ 万名医护
人员ꎬ 心怀家国ꎬ 担当大义ꎬ 义无反顾进军重疫
区ꎮ 其中 １ ２ 万人是 ９０ 后、 ００ 后ꎬ 他们奋不顾
身ꎬ 奋勇抗疫ꎬ 不畏牺牲ꎬ 冲锋在前ꎬ 展现了年
轻人 “不怕死” 的担当精神ꎮ 但现实工作中ꎬ
一些年轻干部ꎬ 血性不足ꎬ 担当不够ꎬ “躺平”
文化现象滋长ꎬ 战斗意志薄弱ꎬ 遇事叫苦连天ꎮ
年轻干部处于思想成长季ꎬ 是奋斗关键期ꎬ 植入
什么样的精神ꎬ 就决定了什么样的工作状态ꎮ 作
为新时代年轻干部ꎬ 要摒弃骄气娇气ꎬ 自觉抵御
“娘炮” 文化、 “躺平” 文化现象侵蚀ꎬ 不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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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ꎬ 不屈于命运ꎬ 时刻牢记 “男儿不展风云
志ꎬ 空负天生八尺躯” 和 “敢拼才会赢” 的信
念ꎬ 要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ꎬ 面对一切困难ꎬ 赴
汤蹈火ꎬ 在所不辞ꎮ 摒弃前怕狼后怕虎和畏首畏
尾的思想ꎬ 不做 “躺平干部”ꎬ “明知山有虎ꎬ
偏向虎山行”ꎮ 拿出 “会当击水三千里” 的工作
信心、 “不破楼兰终不还” 的必胜决心和 “敢叫
日月换新天” 的壮志豪情ꎬ 迎难而上ꎬ 排除万
难ꎬ 去争取胜利ꎬ 在困难面前ꎬ 不推诿、 不逃
避、 不畏缩ꎬ 挺身而出ꎬ 使出洪荒之力ꎮ 始终做
到ꎬ 无论顺境、 逆境ꎬ 坚贞不渝ꎬ 奋斗终生ꎮ

具有 “不怕苦” 的吃苦耐劳精神ꎮ “苦” 是
磨炼意志的 “磨刀石”ꎮ

习近平总书记说: “越是有培养前途的年轻
干部ꎬ 越要放到艰苦环境中去ꎬ 越要派到改革和
发展的第一线去”ꎮ “吃得苦中苦ꎬ 方为人上
人”ꎬ “不受苦中苦ꎬ 难为人上人”ꎮ 困难面前不
低头ꎮ 我们年轻干部ꎬ 生逢这个伟大时代ꎬ 在温
室里成长ꎬ 鲜花着锦ꎬ 怕经受 “苦” 的磨练ꎬ
那来的引领力ꎮ 有的年轻干部ꎬ 缺乏摸爬滚打的
劲儿ꎬ 遇到出大力和流大汗的活ꎬ 就不想干ꎮ 面
对难啃的 “硬骨头”、 难拔的 “硬钉子”、 难攻
的 “娄山关” 以及 “拦路虎”、 “绊脚石”ꎬ 既
要豁得出去ꎬ 更要有 “耐磨功夫”ꎬ 冲得出、 顶
得上、 敢担当、 能吃苦、 肯奋斗ꎬ 越是艰险越向
前ꎬ 时刻用老一辈的吃苦耐劳精神对照自己ꎬ 具
有老一辈革命家那种 “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以
及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的精神ꎮ 走别人没走
过的路ꎬ 做别人没做过的事ꎬ 吃别人没吃过的
苦ꎬ 成就不一样的自己ꎮ

具有 “不怕亏” 的无私奉献精神ꎮ “亏” 是
信仰不灭的 “压舱石”ꎮ

上世纪 ８０ 年代 “吃亏不要紧ꎬ 只要主义
真ꎬ 亏了我一个ꎬ 幸福十亿人” 的战地口号ꎬ
是一代戍边战士 “吃亏观” 的真实写照ꎮ 这里
的 “吃亏” 是指付出与获得不对称ꎮ 譬如在
１９８４ 年收复者阴山战斗中ꎬ 牺牲了ꎬ 一次性抚
恤金 ２４００ 元ꎬ 一条年轻的生命 ２４００ 元ꎬ 即便是
当时的物价ꎬ 也不对称ꎮ 但是ꎬ 我们的年轻军
人ꎬ 依旧毫无怨言ꎬ 所向披靡ꎮ 现在的一些年轻
干部ꎬ 过分计较付出与得到的相等ꎬ 越算心里越
消极ꎮ 只讲待遇ꎬ 不讲奉献ꎮ 工作中ꎬ 拈轻怕
重ꎬ 贪图安逸ꎬ 缺乏进取ꎬ 只想呆机关ꎬ 不愿下
基层ꎬ 更不愿意到脏、 乱、 差、 任务重的吃劲岗
位工作ꎮ 俗话说: “力气是个怪ꎬ 今天使了ꎬ 明

天在ꎮ” 我更赞同一句话: “肯吃亏的人ꎬ 最终
吃不了亏ꎮ 在人民群众面前愿意奉献ꎬ 而不计较
吃亏的人ꎬ 赢得的是民众的心”ꎮ 共产党人就是
要为党分忧、 为党尽职、 为民造福ꎬ 不讲索取讲
奉献ꎬ 专拣重担挑在肩ꎮ 吃苦与吃亏ꎬ 向来都是
人生的两大法宝ꎮ 吃苦ꎬ 终将苦尽甘来ꎻ 吃亏ꎬ
必将收获更多ꎮ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干部ꎬ 眼界要
宽ꎬ 胸怀要广ꎬ 作风要实ꎬ 心态要平ꎬ 敢于到艰
苦环境和基层一线去担苦、 担难、 担重、 担险、
扎根ꎬ 不计得失ꎬ 奋勇担当ꎬ 不畏艰苦ꎬ 不避艰
难ꎬ 能够吃亏ꎮ 以吃亏精神ꎬ 锤炼党性ꎬ 砥砺初
心ꎬ 以实干精神ꎬ 激励斗志ꎬ 笃定前行ꎮ

具有 “不怕痛” 的自我革命精神ꎮ “痛” 是
成就人生的 “金刚石”ꎮ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党ꎬ 外力要想打倒
这个党ꎬ 几乎不可能ꎬ 能打倒这个党的ꎬ 只有党
内自身ꎮ 目前ꎬ 腐败案例ꎬ 呈现年轻化ꎮ 年轻干
部初入世道ꎬ 思想稚嫩ꎬ 要时刻谨记权力是把双
刃剑ꎬ 不学 “蝜蝂”、 不生非分之想ꎮ 时刻警觉
被 “腐蚀”、 被 “围猎”、 被 “利用”ꎬ 自觉净
化社交圈、 朋友圈、 生活圈ꎬ 不放纵自己ꎬ 牢牢
守住政治关、 权力关、 交往关、 生活关、 亲情
关ꎬ 时时处处设防ꎬ 牢牢守住不想腐、 不敢腐、
不能腐的思想防线ꎬ 洁身自爱ꎬ 不辜负组织的培
养和人民的期望ꎮ 人生的辉煌与沉沦常在一念之
间ꎮ 组织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ꎬ 个人要打出一片
成长天地ꎬ 也不容易ꎬ 要倍加珍惜这个职位和岗
位ꎬ 省身克己ꎬ 如履薄冰ꎬ 时刻保持理想不灭、
信念不垮、 防线不塌ꎬ 经得起风浪ꎬ 抵得住诱
惑ꎮ 时刻警醒自己的人生观是否扭曲? 自己的价
值观是否背离了初心? 自己的信仰是否崩塌? 随
时查找自己的思想是否滑坡? 自己的私欲是否过
度膨胀? 自己是否心存侥幸等等ꎮ 勇于刮骨疗
毒、 去腐生肌ꎬ 自清自洁ꎬ 向那些久经沙场始终
保持自律的老革命学习ꎬ 刀刃向内ꎬ 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ꎬ 将自己锤炼成
为百毒不侵的 “金刚不坏” 之身ꎬ 成长为能堪
民族复兴大任的接班人ꎬ 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
传ꎬ 国家长治久安ꎮ

“五不怕” 精神是共产党人的特质ꎮ 同时ꎬ
是老同志对年轻干部最殷切的期望ꎬ 对年轻干部
的成长与发展至关重要ꎮ

(作者单位　 会泽县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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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政策工具箱　 昔日废地土生金

———曲靖市马龙区自然资源局用活用足增减挂钩政策助推社会经济发展侧记

李国军　 李贵平

　 　 近年来ꎬ 自然资源部、 原国土资源部出台一

系列重大扶贫用地政策ꎬ 为脱贫攻坚提供重要的

资源要素保障和资金支持ꎬ 为 “发展生产脱贫一

批、 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 生态保护脱贫一批”
等脱贫攻坚重大工程提供强有力支撑ꎮ 马龙区自

然资源局审时度势、 抢抓机遇ꎬ 以项目申报、 实

施为抓手ꎬ 用好用活增减挂钩政策积极支持全区

４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设ꎻ 同时顺势而谋、
大干快上ꎬ 引入国有企业资本投资ꎬ 让千亩工矿

废地变耕地!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 通过云南省自然资源

厅交易平台ꎬ 先后流转节余指标 １３５０ ２７４ 亩ꎬ 实

现财政收益 ２ ８２９６ 亿元ꎮ 为充分激活和释放贫困

地区土地资源、 资产和资本价值打通枢纽和途径ꎮ
既为脱贫攻坚提供用地保障ꎬ 更为推动实现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供鲜活的时代

注脚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增减挂钩

“挂图作战” 通报显示ꎬ 马龙区省内交易项目喜

获全省第一名的骄人成绩!
吃透政策敢担当ꎬ 点土成金ꎮ 离县城 ４０ 公

里之外的纳章镇龙洞村委会及与之毗邻的月望乡

猫猫洞村委会辖区内零星分布鸡窝状的硫铁矿ꎬ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ꎬ 受经济利益驱使ꎬ 一些

外地矿老板、 当地村民纷纷兴起一股采矿热潮并

几度蔓延ꎮ 数十年来时断时续的采 (洗) 矿ꎬ
让这片红土地面目全非ꎬ 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更是

深受其害ꎬ 晴天灰尘漫天不敢睁眼、 雨天泥泞路

滑不愿出门ꎮ 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ꎬ 持续开展的矿产

资源开发秩序治理整顿才彻底扭转私挖滥采这股

歪风ꎬ 受矿产品价格波动等市场因素影响ꎬ 一个

个矿企纷纷停产、 迁移ꎬ 却留下 ４４４ 亩高低不

平、 坑洼相连的采矿废弃地ꎮ 十多年来的雨水冲

刷ꎬ 变成杂草丛生、 荆棘遍野、 沟壑相连的

“胡子拉碴” 之地ꎮ
将位于纳章镇龙洞村委会小天生坝村民小组

和月望乡猫猫洞村委会汤郎村民小组境内的废弃

工矿用地作为 “拆旧地块” 复垦成耕地、 林地ꎬ
进行建设用地指标腾退ꎬ 将置换出的城乡建设用

地指标用于通泉街道建新地块 (马龙区龙翔中

学)ꎬ 实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内建设用地总量

减少、 布局更合理、 耕地面积有增加、 质量有提

高的目标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伴随着增减挂钩一系

列超常规用地政策的出台ꎬ 马龙区紧锣密鼓开展

项目区组建、 实施方案编制、 资金筹措等项工

作
令人振奋的是ꎬ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０ 日ꎬ 原马龙县

人民政府与安宁市人民政府签订节余指标流转协

议ꎬ 获得预售许可的两个项目节余指标 ２３４ ４７ 亩

以每亩 ２５ 万元价格成功交易ꎬ 共获 ５８６１ ７５ 万元

财政收益ꎮ 靠着敢闯敢干敢拼ꎬ 马龙区自然资源

局在增减挂钩项目建设中掏得第一桶金ꎮ
拆旧建新地 “联姻”ꎬ 共赢发展ꎮ 如今当步

入纳章镇龙洞村委会小天生坝居民小组不远处的

拆旧复垦区ꎬ 因多年采矿形成的矿塘、 贫瘠的红

土地、 塌陷和压占的耕地ꎬ 通过深翻细犁、 客土

回填、 建设灌溉与排水和田间道路、 土壤改良等

项工程措施ꎬ 已经变成一片郁郁葱葱ꎬ “红脸”
变 “绿眉”ꎮ 这些由村委会打包对外招商的 ３００
余亩耕地ꎬ 经过承包人用心经营ꎬ 已初步显示出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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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ꎮ 每亩土地租金 ６００ 元ꎬ 客商又投资

１０ 万余元安装滴灌等现代农业节水设施ꎮ ２０１９
年初冬收获的丽贮六号秋季马铃薯ꎬ 每亩均产量

达 ２ ８ 吨ꎬ 单个最大的马铃薯质量达到 ８００ 克ꎬ
这些马铃薯将以每公斤 １ ８ 元至 ２ 元的价格远销

至四川省、 重庆市和广州市ꎬ 倍受消费者青睐ꎮ
既壮大集体经济又成为附近村民们在家门口打工

挣钱的一个好去处ꎬ 昔日贫瘠、 不毛之地的废矿

塘如今成为一片膏腴ꎮ 而漫步在县城翠屏山麓、
建筑面积 １２ ３ 万平方米、 总投资 ４ ５ 亿元、 能

容纳 ６０００ 余名师生学习生活的云南衡水实验中

学 (马龙区龙翔中学) 校园内ꎬ 书声朗朗、 环

境整洁ꎬ 绿树成荫、 繁花似锦ꎬ 一栋栋教学楼、
宿舍楼、 试验楼拔地而起、 高高矗立ꎮ ２０２０ 年

首届应届生高考ꎬ 在 ２０１７ 年入口优质生源不到

全区 １０％、 平均分在全区高中最低的情况下ꎬ
却创造出高考成绩特优生占全区 ７５％的辉煌成

绩ꎮ ６００ 分以上 ２３ 人ꎬ 文科一考生以 ６７６ 分雄

居全省第 ３８ 名ꎮ 学校既实现当年建设当年招生

的宏伟目标ꎬ 更节省 ５００ 余万元的建设用地报批

费用! 更令人称赞的是ꎬ 学校经数年发展ꎬ 现已

是周边县 (市、 区) 闻名的一所普通高级中学ꎬ
成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最大受益者ꎬ
更成为推动马龙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张靓丽的城

市名片!
持续释放政策红利ꎬ 地尽其用ꎮ ２０１７ 年以

来ꎬ 马龙区自然资源局通过对 ４ 个地质灾害搬迁

点 (易地扶贫搬迁点) 旧村庄投资 １６３０ １ 万元

进行整体拆除、 科学规划ꎬ 实施土地复垦及开展

沟渠、 排灌等配套设施建设ꎬ 过去零散简陋、 破

旧不堪、 环境卫生脏乱差的旧村 庄 摇 身 变

“脸”: 一间间人畜混居、 低矮狭窄、 黑暗潮湿、
冬天进风、 夏天漏雨的土坯房全部拆除、 清运完

毕ꎬ 过去饱受地质灾害隐患之苦、 一到雨季天就

担心受怕的 １９８ 户 ７６６ 名群众搬迁入住安全舒

适、 宽敞明亮、 功能齐全、 设施完善的小洋楼ꎬ
充分保障鸡头村街道大凹子苗族同胞、 马过河镇

鲁石村委会黑石头黄泥塘百户苗寨新村、 旧县街

道梁家田社区老马场新村、 张安屯街道张安屯社

区小塘尔坡新村的建设用地需求ꎬ 还圆了他们几

代人梦寐以求的安居梦! 更重要的是项目实施后

新增的 ２１６８ ０３ 亩耕地年净产值达 ２３１ ５１ 万元ꎬ
可供养 １７２９ 人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６ 日ꎬ 马龙区自然

资源局联合马过河镇党委政府在鲁石村委会百户

苗寨黑石头黄泥塘新村ꎬ 现场为 １０３ 户苗族同胞

颁发全区首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不动产权证ꎬ
让他们既搬新家、 住新房ꎬ 又领红本本、 吃下

“定心丸”ꎮ 开启幸福生活的美丽新征程ꎮ
千亩废地今朝醒ꎬ 换了人间ꎮ 为积极拓宽项

目融资渠道ꎬ 扭转财政单一投资模式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ꎬ 马龙区首次引入国有企业资本实施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ꎮ 按照投资框架协议ꎬ 由

马龙区自然资源局制定政策措施ꎬ 编制年度计

划ꎬ 负责项目立项、 规划、 设计、 验收等工作ꎻ
云南滇东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负责项目投融资

和建设等工作ꎮ 首次引入的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

９ 个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土地复垦区共涉

及 ２ 个乡、 镇 ６ 个村 (居) 委会ꎬ 分别为月望

乡深沟村委会小冲村民小组的地质灾害搬迁点和

纳章镇的纳章、 龙洞、 方郎、 曲宗、 竹园 ５ 个村

委会的采矿废弃地ꎬ 共 ２７ 个地块ꎮ 决算总投资

２９８３ ５２ 万元ꎬ 总建设规模 ４１７４ ９ 亩ꎬ 新增耕

地 １５１６ ４ 亩ꎮ 工程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开工建

设、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底全部结束施工任务ꎮ 工程建

设中ꎬ 各施工企业克服山高坡陡、 地形地貌复杂

等困难ꎬ 纳章镇及 ５ 个社区党总支充分发扬基层

工作优势ꎬ 及时协调处理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

矛盾纠纷ꎬ 监理单位切实履行投资控制、 进度督

促、 工程质量监管等项职责ꎬ 投资方云南滇东发

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更是派出精干人员全力投入

项目全过程管理ꎬ 马龙区自然资源局充分发挥历

年项目管理经验优势不做 “甩手掌柜”ꎬ 积极主

动做好项目行政管理等事项ꎮ 如今ꎬ 无论是在方

郎村的唐家营、 还是飞龙矿区ꎬ 昔日千疮百孔、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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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离破碎、 凹凸不平的工矿废弃地 “容颜” 大

变: 一台台坡改梯形成的耕地在太阳光照耀下散

发着泥土的阵阵芳香ꎬ 一条条首尾相连、 纵横交

错的机耕道四通八达、 光滑笔直ꎬ 一座座水池、
水窑宛如一粒粒璀璨的宝石镶嵌在山腰间闪闪发

亮ꎮ ２０２１ 年底 ９ 个项目均获取云南省自然资源

厅验收文件ꎮ ９ 个增减挂钩项目累计完成土地平

整 １５４９ ８９ 亩ꎬ 灌排水农渠 １３ 条 ４ １５ 公里ꎬ 新

(改) 建田间道 ５３ 条 ３５ ０１ 公里ꎬ 新 (改) 建

生产道 １６ 条 ６ ４８ 公里ꎬ ５０－５００ｍ３ 水池共 ９ 个ꎬ
２０－３０ｍ３ 水窖 ７９ 座ꎬ 涵管 １４９ 座ꎮ 我们坚信ꎬ
伴随着节余指标的流转ꎬ 大山深处的僻壤之地必

将走出 “深闺”ꎬ 实现一段段美好的 “姻缘”ꎮ
统筹谋划建项目ꎬ 天道酬勤ꎮ 在全区城乡建

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建设中ꎬ 马龙区自然资源部

门严格依照 «云南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实

施细则»、 «土地整治项目工程质量评定标准»、
«监理规范»、 «验收规程»、 «云南省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项目拆旧复垦区土地复垦验收工作指

南» 以及项目管理等系列文件要求ꎬ 严格实行

项目法人制、 公告制、 招投标制、 监理制、 合同

制和资金审计制ꎬ 举全力、 高标准、 圆满、 顺利

地完成各个项目规划设计任务ꎮ 每一工程结束

后ꎬ 随即开展工程量复核、 结算审计、 工程措施

移交、 资料收集归档等项工作ꎬ 确保财政资金规

范、 廉洁、 高效使用ꎬ 锤炼一支政治强、 业务

精、 作风硬的干部队伍ꎮ
在拆旧地块的建设中ꎬ 马龙区自然资源局积

极汇报争取领导支持ꎬ 将拆旧地块拆除责任层层

压实ꎮ 政府分管领导、 区人大等领导不定期对拆

旧地块总体工作推进实行督查、 检查ꎬ 区纪委区

监委进行挂牌督战ꎬ 有效破解项目建设点多面广

线长的堵点难点痛点ꎮ
在马过河镇鲁石村委会的黑石头、 黄泥塘两

个苗族旧村拆除过程中ꎬ 鉴于部分群众的等待、
观望思想ꎬ 区自然资源局先后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９ 月 １７ 日两次派出执法人员协助马过河镇

全面完成强制拆除工作ꎬ 随即马不停蹄开展各项

工程措施建设ꎬ 有力保证工作顺利推进ꎮ
在 ２０１８ 年张安屯街道、 马鸣乡和纳章镇龙

洞等 ３ 个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建设中ꎬ
由于项目拆旧区部分拆旧地块位于张安屯街道大

白路水库下游ꎬ 具备改造水田条件ꎮ 为实现项目

建设效益最大化ꎬ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ꎬ 区人民政

府组织召集相关人员专题研究讨论该项目部分拆

旧地块复垦为水田事宜ꎬ 通过扎实认真整改ꎬ 该

项目顺利通过验收ꎬ 实现新增水田 １２ １８８ 亩ꎬ
扣除建新区地块占用的 ８ ９９４ 亩水田后仍节余

３ １９４ 亩水田指标!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 中共马龙区委办公室区人民

政府办公室联合印发 «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助

力乡村振兴工作方案 (试行) » 的通知ꎬ 吹响

全区低效、 闲置土地盘活利用的 “集结号”ꎮ 当

前投资 １０６ ８８ 万元的鸡头村街道瓦仓等 ２ 个社

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拆旧复垦安置方案

正在加紧编制申报中ꎬ 计划今年底实施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 根据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

于切实做好已验增减挂钩项目纳入年度国土变更

调查工作的通知» 要求ꎬ 马龙区自然资源局除

组织完成问题图斑的复垦工程整改外ꎬ 已无力自

行独立开展相关举证、 数据套合等项技术性事

务ꎬ 加之项目资金已全部返还、 更无专项经费保

障ꎮ 为保证入库的指标不被扣减ꎬ 在区人民政府

主持下专题召开会议ꎬ 责成投资方筹措资金

８５ ４４ 万元ꎬ 专项用于支付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项目相关技术服务费ꎮ 此举ꎬ 充分显示区政府

领导对全区增减挂钩工作的重视和支持ꎬ 既全面

发挥财政投资项目长期效益ꎬ 真正让项目建设造

福一方ꎬ 保证农地农用、 保障粮食安全ꎬ 又确保

已验收增减挂钩项目顺利完成年度国土变更调

查ꎬ 实现项目建设图、 库、 实地一致ꎮ

(作者单位: 曲靖市马龙区自然资源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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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分散的田地拉手　 让平缓的坡地排队

———楚雄市子午镇实施 粮田 “守护行动” 助力乡村振兴

王永华　 刘　 华

　 　 让分散的田地 “手拉手”ꎬ 变成 “一家人”ꎻ
让坡耕地有序 “排队”ꎬ 变成层层梯田ꎻ 让低等

农田 “上台阶”ꎬ 有了 “身价” 
夏日炎炎ꎬ 来到楚雄市子午镇挖铜村ꎬ 走进

增减挂钩项目区ꎬ 只见村民三五成群ꎬ 正在包谷

地、 蔬菜地、 烤烟地里忙着除草ꎬ 项目区的水

稻、 黄豆、 玉米、 蔬菜、 烤烟长势良好ꎬ 安置点

的居民楼整齐排列ꎬ 彝族民居ꎬ 环境舒适宜

人
据挖铜村党总支书记李海云述说: 近年来ꎬ

挖铜村通过实施土地整治及增减挂钩项目ꎬ 共复

垦耕地 ２９０ 公顷ꎬ 新增耕地 ５４ ６６ 公顷ꎬ 不仅耕

地面积增加了ꎬ 村民的钱袋子鼓了ꎬ 而且还改善

了项目区的人居环境ꎬ 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

础ꎬ “土地整治及增减挂钩项目真的是乡村振兴

的助推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 子午镇挖铜村土地整治及增

减挂钩项目正式启动ꎬ 五年来ꎬ 该项目通过土地

平整和田坎、 田埂修筑工程ꎬ 将项目区内的坡耕

地改造成水平梯田ꎬ 使昔日跑土、 跑肥、 跑水的

“三跑地” 变成保土、 保水、 保肥的 “三保田”ꎮ
通过对原有的高低不平、 局部凌乱、 零星的田块

进行整理ꎬ 把荒坡地、 撂荒地、 废弃农村居民旧

宅基地和其他未利用地ꎬ 变成了良田ꎮ 同时ꎬ 通

过土地平整、 灌溉与排水、 田间道路和农田防护

工程建设ꎬ 解决了楚雄市东南部地区中低产田、
坡旱地面积大ꎬ 水土流失严重ꎬ 农业生产条件较

差等问题ꎮ

挖铜村是楚雄市子午镇少数民族 (彝族)
聚居的山区村委会ꎬ 村委会辖 １６ 个村民小组ꎬ
有农户 ３９１ 户 １４７９ 人ꎬ 彝族人口占 ９３％ꎮ 由于

历史、 自然条件等客观原因ꎬ 交通都较为闭塞ꎬ
文化落后ꎬ 经济不发达ꎬ 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商品

意识较为封闭ꎬ 农家传统 “依山傍水” 而居的

习俗ꎬ 使得广大农户居住分散ꎬ 对传递信息ꎬ 推

广科技较为困难ꎬ 群众生产技术、 种植水平较为

原始ꎬ 整个农业生产是 “看天吃饭ꎬ 靠雨栽

种”ꎮ 土地整治及增减挂钩项目实施以前ꎬ 全村

人均纯收入仅为 ２８００ 余元ꎮ
“我家的山地以前冬季种小麦ꎬ 豌豆ꎬ 亩产

５００ 元ꎬ 夏季种烤烟ꎬ 包谷ꎬ 项目实施以后ꎬ 亩

产翻了近一番ꎮ” 李苴邑小组村民李春富说ꎮ
经过五年来逐年完善基础设施ꎬ 土地整理及

项目的实施ꎬ 目前ꎬ 全村共新建蓄水沟渠 ８２ 条ꎬ
总长共 ９０２７２ 米ꎬ 涵洞 ２５ 个、 涵管 １２６ 个ꎬ 田

间道 ２２ 条、 长 １４５６６ 米、 生产道 ２７ 条、 长

３５６６２ 米ꎬ 耕地质量平均提高 １ ０７ 个等级ꎬ
２０２２ 年ꎬ 全村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 ４０００ 余万

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９９８６ 元
２０２１ 年初以来ꎬ 子午镇通过就如何调动党

员群众、 回乡干部、 乡贤能人、 驻村干部等参与

“干部规划家乡行动”ꎬ 召开现场动员会ꎬ 实地

踏勘全镇 １３ 个行政村ꎬ 认真编制村庄规划ꎬ 把

“干部规划家乡行动” 作为推动 “我为群众办实

事” 的重要载体和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的具体举措来抓落实ꎬ 充分发挥镇、 村 (居)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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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党总支、 党小组的领导核心作用ꎬ 整合资源

力量ꎬ 为乡村振兴出谋划策ꎮ
挖铜村结合子午镇党委政府工作要求ꎬ 积极

配合楚雄彝族自治州勘测规划设计院技术专家实

地踏勘ꎬ 调动全村 １６ 个党小组积极谋划ꎬ 邀请

本村在外工作的各界优秀人才回乡规划家乡ꎬ 召

开 “干部规划家乡行动” 座谈会ꎬ 全覆盖开展

村庄规划工作ꎬ 对标乡村振兴目标进行实地调

研ꎬ 围绕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 乡村

治理等现状及问题ꎬ 找准发展短板ꎬ 充分听取在

外公职人员、 乡贤能人、 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

队、 村 “两委” 成员、 党员群众代表对规划家

乡的意见建议ꎬ 深挖优秀乡土文化ꎬ 让规划

“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ꎬ 找准目

标定位ꎬ 把民生诉求体现到规划中去ꎬ 促进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ꎮ
截至目前ꎬ 挖铜村共召开干部规划家乡座谈

会 １６ 场 (次)ꎬ 共有 ２５ 名公职人员和乡贤能人

回乡参与家乡规划ꎬ 提出产业发展、 人居环境整

治、 社会治理、 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方面意见建议

５４ 条ꎬ 挖铜村党总支书记李海云述说
来到楚雄市子午镇挖铜村ꎬ 一阶阶梯田跃入

眼帘ꎬ 很多耕地上已经种上了农作物ꎬ 远远望

去ꎬ 就像铺上了一层绒绒的绿毯ꎬ 农民们忙碌其

间ꎮ 据挖铜村民小组党小组长李仁才介绍说ꎻ 土

地整治项目、 增减挂钩项目及干部规划家乡行动

实施以来ꎬ 挖铜村共改造坡耕地 １３５０ 亩ꎬ 平整

土地 ３０００ 亩ꎬ 改造农村厕所 ３９０ 个ꎬ 集体公厕

５ 个ꎬ 全村 １６ 个村民小组村庄水泥路面硬化率

达 １００％ꎬ 全村 １６ 个村民小组修通了到村委会的

水泥路ꎬ 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
原来我们村 ３６ 户人家就有 １７ 处坐落ꎬ 开一

个会都要跑 ２－３ 个小时ꎬ 非常不方便ꎬ 现在统

一规划、 统一设计、 统一建盖、 村里的面貌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ꎬ 集中安置后把原来的老宅基地

腾出来搞土地整理ꎬ 有效增加了耕地面积ꎬ 又节

约了种地成本ꎬ 挖铜村民小组党小组长李仁才述

说
近年来ꎬ 挖铜村坚持以改善水利设施为重

点ꎬ 将针对性、 合理性、 实用性相结合确定建设

内容ꎬ 根据实地情况进行水利设施建设ꎬ 在适宜

修沟渠的地方大力修建沟渠ꎬ 在适宜建水池的地

方则修建水池ꎮ
现在ꎬ 挖铜村项目区田地沟渠众多ꎬ 相互通

达ꎮ 水从蓄水池输送到田里只需 ２５ 分钟左右ꎮ
“原来的沟渠只是随便在地上挖一挖ꎬ 形成条水

沟ꎬ 水库放出来的水很大一部分渗进了土中ꎬ 太

可惜了ꎮ 现在的 ‘三面光’ 水渠修好了ꎬ 不用

担心浪费了ꎮ” 挖铜村党支部书记李海云述

说ꎮ
过去自己的 ６ ５ 亩地都不在同一个位置ꎬ 第

二坵、 第四坵、 第八坵都插花着ꎬ 实在不好耕

种ꎬ 每年农忙的时候要很多亲戚朋友帮忙才能把

种子、 肥料运到自家田间地头ꎬ 如今ꎬ 由于土地

整治项目、 增减挂钩项目及干部规划家乡行动的

实施ꎬ 把家里的田连在了一起ꎬ 路通了ꎬ 水渠也

打通了ꎬ 方便了种植和灌溉ꎬ 这样家里节省下来

的劳动力就可以到外地打工了ꎬ 力苴邑村民小组

长李建华述说
项目通过统一规划ꎬ 统一设计ꎬ 对山、 水、

路、 田等进行综合治理ꎬ 规划了沟、 渠、 路、 蓄

水池、 输水管等灌溉系统ꎬ 不仅改善了生态环

境ꎬ 而且对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ꎬ 起着关键性

作用ꎬ 最大限度地发挥未利用土地为人类服务ꎬ
对于调整产业结构ꎬ 发展绿色农业ꎬ 增加农民收

入ꎬ 促进地方经济建设ꎬ 可起推动作用ꎬ 昔日一

块块 “一雨便涝ꎬ 一晴便旱” 的望天地变成了

高产田ꎬ 农民切切实地感受到了土地整治项目、
增减挂钩项目及干部规划家乡行动实施以来的巨

大变化

(作者单位: 楚雄市子午自然资源所 子午镇

党委宣传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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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住房变化看阿克人的小康生活
张庆行

　 　 今年六月中旬ꎬ 学生罗九打来电话ꎬ 邀请笔
者去他家上新房ꎮ

罗九是个阿克人 (哈尼族一支系)ꎬ 年纪已
五十有六ꎬ 家住景洪市勐罕镇曼么村委会关罕阿
克大寨ꎮ 罗九父亲则罗是笔者早年 (上世纪七
十年代中期) 在该村教书时最常去蹭饭的阿克
人家ꎮ 那时候ꎬ 橄榄坝 (勐罕镇的另一个名称)
山区老百姓ꎬ 特别是阿克人ꎬ 文化人十分稀少ꎬ
全村没有一个高小毕业生ꎮ 因此ꎬ 笔者所在阿克
百姓对有文化人的人ꎬ 特别是被分派到山区村寨
办学校ꎬ 传播文化种子的教师十分尊敬ꎬ 他们在
各个方面给予老师极大的关心和照顾ꎬ 视老师为
全村最亲的亲人ꎮ 几年下来ꎬ 笔者就和村上的阿
克百姓结下了十分深厚的情谊ꎮ 既使笔者调离该
村多年ꎬ 这种情感、 牵挂不但没有冲淡ꎬ 反而更
加强烈ꎬ 村中有什么喜事都会发来真诚的邀请ꎬ
只要时间允许ꎬ 笔者都会尽量赴邀ꎮ

近年来ꎬ 因为新冠疫情防控的原因ꎬ 笔者已有
近三年的时间未回关罕阿克村探亲走访ꎬ 心中牵挂
之情与日俱增ꎮ 现在ꎬ 疫情防控有所缓和之时ꎬ 接
到学生上新房的邀请ꎬ 自然就爽快地答应了ꎮ

接到邀请的第二天早晨ꎬ 笔者就坐上头天晚
上联系好的则得 (笔者另一学生之子ꎬ 在市林
业和草原局工作) 的轿车一同驶向了关罕阿克
村ꎮ 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ꎬ 车子就抵近了关罕阿
克大寨ꎮ 车子刚翻过村寨上方丫口寨门ꎬ 一个崭
新而美丽的边疆小山村一下子涌入了笔者的眼
帘: 只见一栋栋造型相似、 色彩不同的亮丽新楼
掩影在果树丛中ꎬ 它们顺山而建ꎬ 错落有致ꎬ 婉
如一把珍珠散落在绿树成荫、 花果飘香的山坡之
上ꎬ 十分亮眼ꎬ 令人目不暇接ꎬ 心旷神怡......ꎮ

就在笔者赞叹村寨面貌变化之际ꎬ 车子就驶
进了位于村寨最高处的罗九新楼下的高大、 宽敞
供主人喝茶、 聊天、 歇凉的大棚ꎮ

大棚下只见一群阿克青壮年男女在谈笑声中
忙碌着: 有的在切着肉ꎬ 有的在加柴蒸饭ꎬ 有的
在拣菜、 洗菜ꎬ 还有的在摆桌、 抬酒、 放碗筷ꎮ
应邀宾贵也陆续来到ꎬ 并在主人自己编织的竹桌
旁喝着清香的阿克高山茶ꎬ 谈着、 笑着ꎬ 整个场

面呈现的是一片欢乐、 祥和、 愉快的景象.....ꎮ
这时ꎬ 主人罗九闻讯带着老婆和刚从广西柳

州打工回来的女儿从楼中出来迎接笔者的到来ꎮ
此时的罗九ꎬ 身着一身阿克新衣ꎬ 满脸堆着幸福
的笑容ꎬ 声音十分爽朗ꎮ 握着他有些粗糙的双
手ꎬ 笔者感到生活在山区的阿克百姓特有的质
朴、 真诚和好客ꎮ 送上祝福的话语后ꎬ 笔者就在
主人罗九的热情引领下ꎬ 仔细参观了新楼ꎮ 可以
看出ꎬ 罗九的新楼有后建优势ꎬ 即在参考、 借鉴
村上其他家的新楼的特色、 风格及色彩的基础上
精心设计建盖的ꎮ 这是一栋二层功能齐全的新
楼ꎬ 建筑总面积约为 ２００ 平方米ꎬ 每层楼都设计
超大观景、 乘凉阳台ꎬ 面积都不少于 ３０ 平方米ꎬ
楼上楼下设置了洗手间、 洗脸台ꎬ 一楼大厅十分
大气、 豪华ꎬ 华丽的吊灯十分漂亮ꎬ 新款电视
机、 电冰箱、 空调样样齐全ꎮ

参观新楼后ꎬ 笔者在客厅喝着女主人送上的
清茶ꎬ 并同闻讯过来的几位村中长老及学生亲切
交谈着ꎮ 当笔者问到建楼投资时ꎬ 主人罗九毫不
隐瞒地对笔者说道: “在山区建新楼ꎬ 投资没有
城里大ꎬ 因为土地是我们自己的ꎮ 一般情况下ꎬ
一栋三百平方米的新房只需要四十至五十六万元
就够了ꎬ 外加之后的装修和家具、 家电购置所需
三十万元ꎬ 投入八十万元左右就可以入住了”ꎮ

听了罗九的介绍ꎬ 笔者还是吃惊不小ꎬ 八十
万元的资金已不是小数目ꎬ 一下子要拿出这么多
的钱来ꎬ 对前些年还有不少处于贫困帮扶对象的
山区阿克百姓来说ꎬ 难度恐怕还是很大的ꎮ 这
时ꎬ 曾在村委会当过主任的得罗老主任看出笔者
的疑惑ꎬ 就抢着说道: “老师对我们村的经济发
展状况是比较了解的ꎬ 以前 (上世纪九十年代
时) 我们的经济收入主要是靠卖点自产的包谷
和吃不完的稻谷ꎬ 还有点茶叶收入ꎬ 水果收入还
很少ꎬ 一年下来ꎬ 每家经济总收入只有三、 四万
元ꎬ 除了生活开支、 学生读书和住院看病开支以
后ꎬ 几乎没有剩下什么钱ꎮ 后来ꎬ 在政府的帮扶
下ꎬ 我们种上了橡胶ꎬ 菠萝和茶叶也种了不少ꎮ
２０１０ 年前后ꎬ 橡胶大面积开割ꎬ 经济收入一下
子增加好多倍ꎬ 加上菠萝、 茶叶等经济收入ꎬ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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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每年积累均达六、 七万元以上ꎬ 收入高的人
家ꎬ 一年下来就有十来万元的收入ꎮ 所以ꎬ 建盖
一栋新楼ꎬ 十多年的积攒也就差不多了ꎮ 老师刚
刚参观过的罗九新房ꎬ 在全村还是中等规模和投
入ꎬ 比他家大的还有好多家ꎬ 你的学生波则家的
新楼 (２０１９ 年建成) 就是全村最豪华、 最漂亮
的楼房ꎬ 总面积近四百平方米ꎬ 总投资 １３０ 多万
元ꎬ 光是客厅正面墙上的有着逼真山水画图案的
豪华仿真瓷砖和客厅大吊灯就花了十多万元”ꎮ

在谈到全村建盖新楼的话题时ꎬ 时任村委会
监委主任的沙珠 (笔者学生) 主动给笔者介绍:
“自 ２０１２ 年后ꎬ 关罕村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积累ꎬ
陆续建盖了同哈尼族、 傣族相比美的新楼ꎬ 到今
年 (２０２２ 年) 六月为止ꎬ 全村已有 ５８ 家建盖了
新楼ꎬ 还没有建的 ３２ 家也准备在今后的几年内建
盖ꎮ 再过四、 五年ꎬ 老师再来我们村子时ꎬ 将会
看到一个更加崭新、 美丽的关罕阿克新村”ꎮ

听了沙珠主任的有关关罕阿克新村总体规
划ꎬ 看着罗九及旁边一栋栋新建的漂亮的新楼ꎬ
笔者不禁联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阿克百姓的住房
情况: 那时ꎬ 关罕阿克全村 ３６ 户的住房全都还
是清一色的结构简单、 面积不大的茅草房ꎮ 这种
茅草房近似于地棚式ꎬ 房高约三四米ꎬ 十几根大
碗粗的木头一头直接埋入地下ꎬ 有杈的另一头搭
着房梁ꎬ 几十根茶杯粗的椽子盖上茅草ꎬ 房屋面
积大约 ６０－７０ 平方米ꎬ 比较低矮ꎬ 房门一般仅
有 １ ５ 米高ꎬ 成人进门必须弯下腰、 低着头ꎬ 否
则就会撞头ꎮ 屋内光线较暗ꎬ 没有电灯照明ꎬ 既
使是白天进入ꎬ 没有一分钟的适应时间ꎬ 无法看
清屋内的一切ꎮ

进入八十年代后ꎬ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ꎬ 村
民的经济收入有所增加ꎬ 大部分村民先后学着坝
区傣族人民建盖了杆栏式的木楼ꎮ 但因经济所
限ꎬ 买不起瓦片ꎬ 楼顶盖上的还是茅草ꎮ 到了九
十年代后ꎬ 茅草才换成了缅瓦 (即带勾的傣族
瓦)ꎮ 这一时期的木楼共有上下两层ꎬ 楼上供主
人起居和生活ꎬ 楼下堆放柴火、 杂物、 储藏粮
食、 养牛养猪、 养鸡ꎬ 人蓄分开ꎬ 卫生条件得到
一定程度的改善ꎬ 居住面积也扩大不少ꎬ 上下两
层面积加起来大约 １２０ 平方米ꎮ

跨入新世纪后ꎬ 特别是 ２０１２ 年以后ꎬ 橄榄
坝山区老百姓 (包括关罕阿克村) 种植的橡胶、
茶叶、 水果收入大幅增加ꎬ 并迅速脱贫迈上小
康ꎮ 致富后的阿克百姓首先考虑的就是进一步改
善居住环境及条件ꎬ 于是ꎬ 就学着坝区和一些先
富的山区村寨ꎬ 请人建起了现在看到的别墅式的

砖混结构现代新楼ꎮ
看到酒席开席还有一段时间ꎬ 笔者就在几个

村干部的陪同下ꎬ 在全村走了一圈ꎬ 对全村的新
貌有了更直观的了解ꎮ 当笔者在老村干沙黑家有
些破旧的楼房 (上世纪 ８０ 年代建盖) 前停下脚
步时ꎬ 现任村长罗则就给笔者解释道: “沙黑家
因劳力不足ꎮ 生活多年来比较困难ꎬ 在政府驻村
干部和村委会的帮助下ꎬ 前几年才脱了贫ꎬ 建盖
新楼恐怕还要等几年ꎮ 到时候盖新楼若还有困
难ꎬ 我们村上干部就准备动员全村的力量来帮助
他家和另外八户前几年才脱贫的人家建盖新楼ꎮ
总之ꎬ 我们村干部不能看着少数有困难的农户一
直住着破旧的楼房而不管”ꎮ

路过嘎牙家正在兴建新楼时ꎬ 笔者询问起如
何保证工程质量时ꎬ 沙珠主任介绍说: “建盖新楼
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件特大事情ꎬ 也是乡村振兴ꎬ
进一步改善山区人民住房条件ꎬ 提高小康生活品
质的一件大事ꎬ 山区老百姓十多、 二十年的积蓄ꎬ
全部投进新楼里面了ꎮ 因此ꎬ 我们村委会干部为
此召开过专门会议ꎬ 并形成决议ꎬ 要求村委会干
部分片包干村寨的规划、 布局工作ꎬ 在乡村振兴ꎬ
建设美好家园中发挥基层行政组织的引领、 组织
和监督作用ꎮ 同时ꎬ 要求政府驻村干部特别关注
村民建楼的事情ꎬ 时刻把群众建楼一事放在心上ꎬ
及时协调并解决村民建楼中的困难和问题ꎬ 同时
还要求各村小组干部负起责任ꎬ 及时协调处理好
村民在建盖新楼时遇到的如宅基地不足ꎬ 土地置
换等现实问题ꎮ 并组成村上施工质量监督小组ꎬ
对施工质量认真严格检查ꎬ 确保老百姓切身利益ꎬ
让老百姓住上舒心、 漂亮、 安全的新楼”ꎮ

中午时分ꎬ 应邀宾客大都到齐ꎬ 村中外出收
胶水和干农活的村民已也回家并换上干净的衣服ꎬ
来到罗九的新楼下ꎬ 坐等主人开席声ꎮ 不多时ꎬ
酒席备齐ꎬ 被请宾客和前来贺新楼的村民在主人
的招呼下相约入席ꎮ 随后ꎬ 主人罗九作了个简短
的迎宾讲话后ꎬ 在场的嘉宾和阿克村民便举杯庆
贺新楼落成ꎮ 一时间ꎬ 碰杯声、 喝酒声、 谈笑声
此起彼伏ꎬ 在主人新楼上空久久飘荡着、 环绕
着...........ꎮ 听得出ꎬ 这欢快的声音饱含着生活在
祖国边疆的勤劳朴实的阿克人民对在党和政府的
关怀下ꎬ 迅速过上小康生活的感恩和赞美ꎬ 也是
边疆各族人民对今后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向往ꎮ

真诚祝愿关罕阿克村的亲人们的小康生活越
来越美满ꎬ 越来越幸福!

(作者单位: 景洪市自然资源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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