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馈反馈R

■■建议建议R

读者来信版征集关于青少年上网环境的意见建

议，欢迎广大读者积极投稿。

信箱：rmrbdzlx@126.com
传真：（010）65368495

预 告

■■百姓关注百姓关注R

■■来信调查来信调查R

2020 年 12 月 28 日，本报读者来信版刊发报道《省道

变身泥浆路》，反映贵州 102 省道贵安新区湖潮乡慈菇村

小寨组至中八村长岭岗组 1000 多米过境路段破损严重。

报道刊发后，贵州贵安新区有关部门组织道路两边

工地项目方积极采取措施，清除路面渣土，清理边沟，疏

通被堵塞的涵洞。在修补好被压坏的路面后，重新铺上

沥青，施划标志标线，并严管渣土运输车辆在省道行驶。

如今，该路段路面平整了，车辆行驶畅通（见下图）。

贵州清镇市 耀家昌

省道平整了

近年来，各地积极建设农家书屋，受到农民群众欢迎。农

民群众在劳动之余有去处、有书读。然而笔者发现，有的农家

书屋农味不足，真正适合农民群众阅读的书并不多：一方面是

种类单一，除了小说，就是各种传奇故事；另一方面是过于陈

旧，不少书是 10 年前或者更早的。

笔者以为，农家书屋的使用群体是农民群众，应重点突出

农味，可以多置放一些关于农业农村发展方面的书籍，比如农

村脱贫经验介绍的书籍，扶贫先进人物事迹的书籍，科学种田、

种植、养殖的书籍。农民学有所获，农家书屋就会更受欢迎。

湖北枝江市 刘 定

农家书屋应突出农味

一些地方为了缓解停车难问题，在道路两边、居民区等公

共场所划出一些临时停车位。但有些地方只是“一划了事”，

忽视了日常管理，有的停车不规范，有的车辆甚至长期停放，

当成了固定停车位。种种“乱象”背离了设置临时停车位的初

衷，不仅影响环境美观，而且还对正常道路交通造成了影响。

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临时停车位的日常管理工作，制定

完善规章制度，指定管理人员进行常态化管理，发现停放不统

一、不整齐等情况时应当迅速处理。此外，还要突出“临时”特

点，对长时间违规停放的车辆采取强制拖移等处置措施。

江苏南通市 杨汉祥 谢 平

加强对临时停车位
的日常管理

近年来，农村高龄、病残、空巢老人不断增多，对规范化养

老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强。笔者在农村走访时发现，夫妻店、

姐妹店等家庭式养老场所发展快速，但是这些场所往往只是

把家庭住房简单粉刷一下，就开门接纳老年人入住，存在诸多

安全隐患。比如，自有住房改造的养老场所没有配套的消防

设施；再如，从业人员集房主、经营者、管理者、服务者于一身，

兼顾做饭工作，几乎没有进行过健康体检，而且也不要求入住

人员进行健康检查，在传染病防控、食品安全等方面存在隐

患。此外，老年人到养老机构居住生活，不仅有吃、住的需求，

还有精神慰藉、健康保健、文化娱乐需求，这些是很多农村家

庭式养老场所不具备的。

笔者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农村家庭式养老场所的日常监

管，在经营资质、安全管理、食品卫生等方面进行把关。村委

会也要主动作为，多关心和帮扶农村老人。老人的子女要切

实履行赡养义务，对于无法亲自照料的，应安排老人到正规的

养老机构居住生活。

河南固始县 高晋新

加强农村家庭式

养老场所监管

河 南 读 者 铁 先 生 爱 好 旅 游 ，近 日 来 信

反映，旅行中看到一些地方开挖人工湖、湿

地公园，有的发展旅游景区，有的搞生态工

程。“比如华北某县建起上千亩水面的人工

湖景观带。据当地人说，搬迁 4 个村，征用

了大片耕地。”

“原本一条曲径小溪改头换面变成宽阔

河道，占了耕地，两岸还重新栽种各类亲水植

物，花费不少。”广东读者刘先生来信说，前不

久回乡发现，镇上以建设美丽乡村为名，盲目

占 地 圈 水 造 景 ，浪 费 公 共 资 源 ，背 离 群 众

意愿。

一段时间以来，本报收到多封读者来信，

反映一些地方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挖湖

造景冲击耕地保护红线，主要原因是什么？

怎样制止这种行为？记者深入多地采访。

以河湖、湿地治理为
名占用耕地挖田造湖，在
城市建设中搞人造湿地
公园、水利景观

黄河上游某市这几年以养殖项目工程为

名，占用当地两个村超 7000 亩土地建设湿地

公园，其中占用耕地约 1500 亩，湖面利用耕

地 957 亩。这里曾有一片自然形成的万亩湖

泊，由于环境、人为等因素，水域面积萎缩了

90%，水体污染严重。“当时，为了让水体形成

自然净化系统，我们就打算进行鱼类养殖。”

项目所在地的区农牧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区政府也办理了用地备案手续。

在中部某市，黄河流域一条重要支流穿

城而过。当地违规批准征收土地，建设湿地

景观公园，不仅占用耕地开挖水面，还配套

建设国学馆、广场、古镇等。据介绍，这座公

园处于该支流盆地区域，周边村庄生活污水

直 排 ，附 近 村 民 长 期 自 行 垦 种 ，河 道 不 畅 。

“久而久之，这里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垃圾

滩、臭水沟。”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针

对这些问题，围绕疏浚河道、改善生态、提升

环境的综合治理项目由此立项。

这些地方大多以治理湖泊、河流、湿地

为名，不同程度存在违规占用耕地、挖田造

湖造景的问题，甚至一些地方并未履行合法

用地审批手续就直接占用耕地，造成耕地隐

性流失。记者调查发现，有的地方在城市建

设中搞湿地公园、水利景观，配套各类休闲

广场、绿化工程，甚至衍生出生态农业、观光

农业、休闲旅游等生态项目，这背后往往都

存在占用耕地、挖湖造景的问题。

对此，四川读者余志勇表示，耕地是农

村 发 展 和 农 业 现 代 化 的 根 基 命 脉 ，是 保 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相关部门要加强监

管 ，严 禁 违 法 占 地 挖 湖 造 景 。 还 有 读 者 表

示，挖湖造景不仅危及耕地红线，也破坏水

资 源 平 衡 ，进 而 影 响 生 态 安 全 、粮 食 安 全 。

应按照党中央明确的“统一底图、统一标准、

统一规划、统一平台”和“全生命周期管理”

的要求，在国土空间规划统筹落实“三条控

制线”的基础上，强化细化全域、全要素的用

途管制，从源头上减少危及耕地保护等安全

底线的开发活动。

国家层面对挖田造湖破坏耕地、侵害群

众权益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近年来，自

然资源部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坚决贯彻落

实中央关于耕地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严格

督察违法占用耕地突出问题，对一些地方脱

离实际盲目挖田造湖造景、冲击耕地红线、违

法占用耕地等行为进行了重点督察。 2017
年，发现江苏、湖南、贵州等地 243 个挖田造

湖 、占 地 建 水 景 项 目 ，违 规 占 用 、破 坏 耕 地

10.89 万亩。 2019 年，发现有 1368 个城市景

观公园、沿河沿湖绿化带、湖泊湿地公园、城

市绿化隔离带等人造工程未办理审批手续，

涉及耕地 18.67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 5.79 万

亩。有的甚至破坏耕地挖田造湖、挖田造河，

凭空建设人工水景。

针对督察发现的问题，国家自然资源督

察机构向省级人民政府提出督察意见，督促

落实责任、分类整改，并对问题突出的地市政

府主要负责人进行了约谈。同时，发挥警示

作用，公开通报了一批违法违规典型问题。

今年 1 月，自然资源部再次挂牌督办 3 起涉及

违法占地挖田造湖的重大典型案件，包括西

南某区建龙湖公园、中部某县建森林公园，中

南某县建文化博览园。

政绩观偏差，对耕地
保护红线和高质量发展
的理解不深不透

在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情况下，

为何多地还出现这类问题？

1 月初，记者来到西北某县，看到原来建

设的一片湖泊景观水系，湖底已敷土并种上

小麦和油菜，北岸坡地的树木被移走，恢复耕

种。此前，该项目未经批准擅自占用耕地约

200 亩，在土地例行督察时被发现。事后，当

地仅对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停车场和水泵

房用地立案查处，没有依法拆除而是予以没

收，对其他违法用地敷衍整改。

据 了 解 ，这 里 曾 是 一 处 水 库 。 附 近 村

民称，水源主要来自山泉和自然降水，但泉

眼 出 水 减 少 ，水 库 逐 渐 干 涸 。 村 民 在 库 底

自发垦种，全国土地调查中调绘为耕地。

“2017 年，为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县里决

定利用水库打造景观水系项目。”该县林业局

有关负责人说，未能及时恢复土地原貌是因

为对耕地属性认识不清，只是简单地希望发

展旅游经济，没有站在耕地保护的高度利用

资源。

当时，该项目用地仅与县政府签订土地

租用协议，并未进行用地报批。“这里原是水

库，北坡粮食产量低，因此我们就认为休整水

库和绿化坡地不用走报批流程，在依法报批

程序上认识不足。”该县自然资源局有关负责

人说。

有读者认为，一些地方轻耕地保护、重

项目建设，说到底是政绩观出现偏差，对耕

地 保 护 红 线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理 解 不 深 不

透。有的地方出于“拉动投资、改善民生”目

的，大量上马水系景观、河湖整治工程等，缺

少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理念，

未能与耕地保护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统筹起来。

记者调查发现，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对

耕地保护的认识不到位，存在打“擦边球”的

心理。挖湖造景多为文旅产业项目、生态民

生工程，有的无明显地上建筑，有的为林草花

卉等绿色植被，有的地方存在“无地上建筑、

卫星照片可能拍不到、不用拆除”的想法，导

致占用耕地问题大量发生。

此外，一些地方还想方设法规避法定审

批程序。比如，土地管理法明确，征收永久基

本农田或者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

35 公顷的，应由国务院批准。但是挖田造湖

少则几百亩、多则上万亩，而且大量占用耕

地。于是，有的地方瞒天过海，将土地拆分为

10 多块，每块都不超过法律规定的面积，分

多次上报省级政府审批。

“北方一些地区缺水，因此挖湖造景能

够带来土地升值，吸引人来、吸引钱来。”中

国水利学会城市水利专委会主任委员程晓

陶表示，违法占用耕地挖田造湖，根子还是

利 益 驱 动 。 一 些 地 方 用 以 租 代 征 、资 本 下

乡 等 名 目 ，将 农 用 地 性 质 违 法 违 规 变 为 非

农用地。

对问题突出的地方
加大督察问责力度，警惕
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2018 年，住建部《关于在城市建设中切

实防止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通知》明确，严

禁打着建设“生态文明”的旗号挖湖堆山造

景；2020 年，国办《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

化”行为的通知》印发，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

湖造景，要求“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要限期

恢复，确实无法恢复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补

划”；针对违规造景、违背规律搞保护修复等

问题，生态环境部出台《关于加强生态保护

监管工作的意见》……一系列政策举措规范

土地利用和管理秩序，有效遏制违法占用耕

地挖湖造景等行为。

比如，前文提到的华北某市，整改纠正了

“区政府违规决策”“以养殖项目工程为名非

法批地”等问题。中部某市撤掉征地通知，对

未使用的耕地退还相关村委会，对未批先建

湿地公园内文旅项目用地，不符合规划的依

法强制拆除。

再如，记者调查了解到，北方某市收到

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反映的挖田造湖问

题后，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对水利功能叠加

人造景观项目，纠正违规叠加部分。对单纯

挖田造湖项目，立即停止并纠正。对单纯水

利工程、种植养殖项目建设符合要求的，要

求尽快完善审批手续。”该市水利局有关负

责人说。

如何更加有力地遏制占用耕地、挖湖造

景？有专家表示，应落实国办《关于坚决制

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要求，结合全

国国土调查开展摸底工作，对问题突出的地

方加大督察问责力度。自然资源部咨询研

究中心咨询委员张璞建议，自然资源部门认

真履行耕地保护督察职责，定期巡查执法，

加大土地执法查处力度，组织实施耕地保护

责任目标考核。“挖田造湖应当因地制宜，有

的地方基于防洪排蓄需要，但必须警惕形象

工程、面子工程。”

“自然资源是生活之基、生产之要、生态

之本。”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资源与环

境经济研究室主任娄伟表示，要在严守耕地

红线、生态红线和城市边界线的基础上，实现

经济和生态建设有机统一、充分协调。

程晓陶认为，一些地方为了减少城市内

涝、改善生态环境而治理湖河、湿地，初衷是

好的，但应当结合具体实际。是恢复、修复还

是改良，要规范立项和审批程序，组织专家科

学论证，从耕地和水资源保护大局出发。“对

于确需占用耕地的，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依

法建设。”

湖南读者谭铁安认为，相关部门应落实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对挖湖造景等耕地

“非农化”问题，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处

理。充分发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作用，强化对耕地保护责任履行情况的审

计制度。

遏制挖湖造景 严守耕地红线
本报记者 黄 超 原韬雄 张 枨 乔 栋

制图：张丹峰

禁止以河流、湿地、湖泊治理为

名，擅自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

挖田造湖、挖湖造景。

不准在城市建设中违规占用耕

地建设人造湿地公园、人造水利景观。

确需占用的，应符合国土空间规

划，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和规划许

可手续。

未履行审批手续的在建项目，应立

即停止并纠正；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

要限期恢复，确实无法恢复的按照有关

规定进行补划。

来源：《关于坚决制止耕地

“非农化”行为的通知》

近年来，我国北方一些地区推进清洁取

暖工作，以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替代散烧

煤，减少取暖领域大气污染物排放。春节前

后，记者走进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农村，实地

了解清洁取暖工作成效，听听群众还有什么

新期盼。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钜桥镇岗坡村村

民 韩 同 山 说 ，“以 前 每 逢 入 冬 ，家 家 户 户 就

把 煤 炉 搬 到 客 厅 ，生 火 取 暖 。 虽 然 能 驱 走

寒 气 ，但 也 导 致 煤 灰 堆 积 ，煤 烟 飘 散 ，又 脏

又麻烦。”2017 年 11 月，岗坡村被列入鹤壁

市 清 洁 取 暖 试 点 村 ，有 关 部 门 给 村 民 统 一

发 放 补 贴 ，配 置 了 热 风 机 ，以 电 代 煤 。 现

在，走进韩同山的家里，掀开门帘便觉得暖

烘烘的，并且客厅亮堂又整洁，再也闻不到

呛人的煤烟味。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某村村民高某介

绍，以前，冬季清晨要到院子里添煤生火，会

产生煤烟污染空气，院子里也会落满煤灰，到

了下雪天，“白的盖不住黑的，脏得很”。最近

几年，临汾市大力开展清洁取暖改造。“最大

的改变是住得干净了。”

家中暖起来了，空气好起来了，是广大群

众使用清洁能源后的共同感受。但仍有一些

群众还是不愿使用清洁能源，其中一个主要

原因是花费较高。

高某给记者算了笔账：“有个月比较冷，

我把燃气锅炉温度设置为 55 摄氏度，让屋

里气温维持在 18 摄氏度左右，一个月要花

费 1500 多元。”山东某地的一位村民也说，

冬天里，他们家每月烧煤取暖的花费为 600
元左右，但是换用天然气后，每月取暖加做

饭的花费为 1000 元左右。

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地方已经通过补贴

和优惠，减轻群众负担。在河南，农村清洁取

暖用电执行电价补贴优惠政策，每个采暖季每

户的电费平均可降低 1072 元左右。山西省运

城市盐湖区龙居镇西张耿村村民杨文波说，当

地对电锅炉改造的补贴力度较大，村民几乎不

用花钱。

群众清洁取暖的成本，还与清洁能源在

不同地区的易获得性有关。为此，山东青岛

市即墨区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

煤、宜热则热、宜生物质则生物质”的原则，循

序渐进统筹推动清洁取暖改造。在气源充

足、有条件的区域采用天然气取暖；燃气管网

辐射不到、气源不足的区域，采取电代煤、生

物质环保炉等多种方式取暖。2020 年 12 月

29 日，国家能源局表示，着重推进各地因地

制宜选择清洁取暖方式，合理降低清洁取暖

成本，努力保障群众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还有群众反映，影响清洁取暖成本的不

仅有热源价格，还有房屋质量。农村房屋的

保暖性大多不太好，用气、用电需要很长时

间，室内才会暖和起来，花费自然就会多一

些。对此，专业人士表示，农村房屋普遍为

非节能建筑，采暖能耗要高于节能农房。目

前，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已经在推进农村房屋

节能改造，采取外墙加装保温层、更换老旧

门窗等措施。这项工作还需要持续下去。

山西省能源局副局长王茂盛认为，推进

清洁取暖，除了常态化科普宣传，还需要做大

量工作。一方面，供电、天然气公司要继续加

大相关基础设施的改造铺设力度，另一方面，

有关部门要继续加大补贴优惠力度，减少群

众取暖成本，从而让清洁取暖工作既暖身又

暖心。

清洁取暖，要暖身也要暖心
本报记者 王 沛 乔 栋 朱佩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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