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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成国家高新产业标准化示范区
系全国首个地级城市

! ! 近年来，东营市积极探索节约集约
用地途径，以全力服务“黄蓝”国家战略
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认真落实
省、 部关于创新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机
制，共同推进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
区建设“合作协议”，拓展建设用地新空
间、新思路，保障发展更加有力，用地服
务更加高效，监管查处更加到位，土地
市场秩序持续好转，为全市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国土资源
工作连续 4年获得全市目标管理考核
一等奖。

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探索土地开发利用新机制

东营市土地后备资源丰富，其中未
利用地 411万亩，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33.25%， 黄河每年还新淤土地 1万多
亩， 是我国东部沿海土地后备资源最
多、开发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 为充分
发挥未利用地资源丰富的优势 ，自
2007年开始，该市高度重视，着手未利
用地开发管理改革探索， 创新思路，加
大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果。

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实现实质性突
破。 2011年 2月，省政府、国土资源部
签署协议同意东营市开展未利用地开
发管理改革探索；2012年 8月，东营市
列入全国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开
发利用试点。 2014年，山东省批复东营
市实施试点规模 4.5万亩，项目区内批

复新增建设用地 6038亩， 有效缓解了
用地指标紧张的局面，低丘缓坡荒滩等
未利用地开发利用试点工作迈出实质
性步伐。

高标准高水平编制规划。根据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城市发展规划和产业发
展规划，在充分调查论证和适宜性评价
的基础上，高标准编制《东营市未利用
地开发利用专项规划（2011-2020）》，对
区域功能、 产业布局进行明确界定划
分，合理确定用地规模和开发时序。 未
利用地适宜开发为农用地的 130万亩，
重点发展高效农业，建设高效生态农业
区； 适宜开发为建设用地的 100万亩，
全面提高土地利用和项目建设的生态
门槛，重点用于完善城市功能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项目建设；适宜开发为生态保
护用地的 181万亩，重点用于城市森林
公园、生态林带和湿地保护修复，实现
未利用地高效生态利用。

提高未利用地开发利用门槛。通过
建立拟入驻项目专题会及论证会审查
等制度，对项目产业政策、投资强度、建
筑容积率等进行严格审查，引导项目用
地向项目区聚集。 通过文件明确规定，
对于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开发利
用试点区域， 在遵循节约集约用地标
准、 严格执行国家供地政策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项目用地准入门槛，工业用
地投资强度等指标按所在行政区域最
高标准执行。试点规模中开发为建设用
地的项目区，已入驻项目 43个，立项投

资 267亿元。项目区内聚集了一批以力
达医药、亦度新型生物疫苗、三合新材
料科技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

积极实施增减挂钩项目
充分挖潜存量资源

开展工矿废弃地潜力调查，摸清挖
潜底数。 东营市作为胜利油田所在地，
已有 50余年的发展历程， 但随着部分
油井石油天然气资源的逐步枯竭和矿
区居住人群的搬迁，形成了一定规模的
废弃地和未利用地，造成了土地粗放利
用问题，该部分土地可作为耕地后备资
源进行开发利用。 去年以来，该市结合
矿区建市的实际，制定了胜利油田工矿
废弃地复垦利用课题研究工作方案，开
展了外业调查、潜力分析、复垦整治规
划等研究， 共调查 10个采油厂及采油
公司 40 个矿区 160 个队站的 1337 宗
油井废弃地， 涉及土地面积 6586.06
亩；未利用地面积 3.86万亩。 根据调查
情况，通过归纳研究，编制了《胜利油田
工矿废弃地复垦及未利用地土地开发
利用分析报告》， 为充分利用工矿废弃
地奠定了基础。

实施工矿废弃地增减挂钩项目，增
加耕地面积。 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组
织编制了 2014年第一批东营区六户镇
钻井一分厂增减挂钩项目、东营区六户
镇胜大农业公司增减挂钩项目和利津
县废弃油井增减挂钩项目。 目前，东营

区六户镇钻井一分厂增减挂钩项目和
利津县废弃油井增减挂钩项目实施规
划已编制完成。 这两个项目总规模
1231亩，可复垦耕地 1187亩。

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
优化用地结构。 自 2006年东营市成为
全国第一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
点单位以来，不断加大项目区投资和实
施力度，强化项目实施管理，提高农民
安置补偿标准和复垦耕地质量，推进了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的深入开
展。全市共批复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项目区 34 个，总规模 9498 亩 ,节余挂
钩指标 8189亩， 涉及复垦村庄 65个。
目前，已验收项目 20 个，总规模 5544
亩，使用挂钩周转指标 3607亩；正在实
施项目 12个，面积 2741亩，有力地保
护了耕地，优化了用地结构，也为新农
村建设提供了保障。

强化建设用地监管
增强资源利用效率

坚持预防查处并重，创新建设用地
管理新机制、新手段，营造了规范有序、
和谐共赢的用地环境。

研究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经过
详细讨论研究，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见》。 该意见包含
单位 GDP 建设用地下降目标督查考
核、提高工业项目供地门槛、鼓励建设
多层厂房、 项目用地预约和履约保证
金、开竣工申报和竣工核验、项目全程
跟踪管理、 节约集约用地考核等 17项
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全方位提高全市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建立内部批后监管工作机制。根据
建设用地批后监管需要，开发建设了建
设用地批后监管、 土地执法动态巡查、
卫片核查等系统，搭建起建设用地“批、
供、用、补、查”综合监管平台。制定了《建
设用地批后监管工作流程图》，以批后监
管系统为平台， 建立了内容涵盖资料录
入、动态巡查、竣工验收、会审规程、违约
处理等各个方面的内部工作机制。

全面消化利用闲置和批而未供土
地。 积极探索建立预约保证金的方式，

对意向用地者进行约束，保障项目用地
的真实需求。 目前东营区、垦利县已试
点实行征地补偿安置费用预存制度，要
求拟征地部门或申请用地单位要在征
地前按要求将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足额
缴入设立的预存专户，对用地意向者进
行有效的制约。扎实开展闲置土地专项
清理。制定全市闲置土地专项清理工作
方案， 对 2004年以来的所有供地项目
实行拉网式清理，建立工作台账，逐宗
核对建设情况，统一政策标准和闲置原
因认定依据， 先后收回闲置土地 1285
亩。 开展批而未供土地专项清理。 根据
批次土地批准情况和供应信息，全面梳
理 2007-2012 年批而未供土地的相关
信息，建立台账，分门别类确定处理方

案。 经过全面清理，全市 2007-2012年
平均供地率达 85.41%，提前完成了省
政府规定的 2015 年达到 80%的目标
任务。
建立土地利用动态巡查机制。建立

完善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监管系统动态
巡查模块，建立工作组织，健全巡查队
伍，落实专岗专人，开展交地确认、信息
现场公示、出让金催缴、开竣工管理、竣
工核验、闲置土地查处、诚信档案、履约
保证金等工作。通过土地变更调查与卫
片执法检查相结合、土地执法动态巡查
常态化与违法违规严重区域重点防控
相结合等措施，有效预防、查处违法用
地，最大限度地保护耕地。

（纪玉广 李萍 兰波）

坚持节约集约用地 助推黄蓝战略实施

大型机械进行土地整平

俯看广袤的开发后绿洲

未利用地开发暗管敷设施工现场

未利用土地开发整理后变成良田

Heehaiechaoeyin
河海潮音

! ! 导报讯 17日至 18日，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验收组对东营
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标准化示范区进行了检查验
收。 东营成为全国第十四个获批
创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示
范区的城市， 也是全国第一个地
级市城市。

2011年 10月 16日， 东营经
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启动了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示范区的创建。
经过 3年的探索与实践，实现了创
建国家标准化示范区的总体目标：
全区 30家标准化重点企业参与了
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制（修）订共
计 130 项；12 家企业参与了国际

标准化机构（TC/SC/WG）的工作；
86 个重点产品通过采标验证确
认； 重点领域参与制订国际、国
家、 行业及联盟自主创新标准的
比例达 80%等。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按照“十三五”总体规划，确定了
今后 5 年标准化战略的总体要

求、目标任务、重点项目和配套措
施，包括到 2020年，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 100%完成标准化良好
行为确认， 参与国家标准化组织
30个以上，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6
个以上，主导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的数量至少每年增长 20%等。

（李晓亮 张晓光 刘庆梅）

市工商局在帮扶村
开展送医上门服务

导报讯 近日， 东营市工商局
邀请山东省立医院、市人民医院有关
科室专家到永安镇前二十五村为群
众开展了健康查体送医上门服务活
动。 此次服务活动项目包括医疗保健
知识普及、日常病症诊断等，并为当
地群众免费看病体检。 （王长春）

胜利中心税务所
强化减免税管理

导报讯 东营市地税局胜利中
心税务所强化审批备案类减免税管
理工作，落实备案类税收优惠。

该局通过日常税收征管， 督促
纳税人及时、如实进行减免税申报，
定期对审批备案类减免税情况进行
核实。同时，对纳税人提供的减免税
资料进行严格审查， 对审批备案类
减免税工作建立税收管理台账，实
行减免税管理监控。 （杨建军）

东城中心税务所
多措并举优化纳税服务

导报讯 近期，东营市地税局东
城中心税务所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该所进一步简化办税手续环节，
严格落实各项优惠政策。 相继开展
“上门走访”活动，认真受理纳税人
投诉或举报。 不断加强税收管理信息
化，进一步支撑税源管理、纳税评估等
业务创新能力。 （田海云 李龙翔）

第四届黄三角国际生态
农博会在垦利开幕

导报讯 为期 3天的第四届黄河三角洲（中国·
垦利） 国际生态农业博览会近日在垦利县全民健身
中心拉开帷幕。

据了解，本届农博会共设立东营市形象展区、台
湾农产品展区、国际综合展区、国内综合展区、养生
食品展区、农业机械展区、农业科技展区等七大展
区， 突出地区特色， 全面展示国内外农业生产基
地、龙头企业、专业市场，推介优质产品和应用技
术，并同期举办美食节活动、中国食品安全 30人论
坛、东营市农业产业合作（投资）项目签约仪式等系
列活动。 （郭晓梅 陈新明 程振辉）

东营地税分局：

落实惠民生新政扶持小微
导报讯 近日， 为落实国家税务总局的惠民政

策， 东营市地税局东营分局把加强政策扶持与增强
服务功能结合起来， 将惠及民生的优惠政策落实到
位，助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该局将宣传落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纳入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加大对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
策的宣传、辅导。及时回应纳税人相关诉求，及时解
决纳税人反映的相关问题和意见，确保政策平稳过
渡、顺畅运行。 （刘海涛 苏洪）

开发区地税分局：

着力抓好组织收入工作
导报讯 面对组织收入工作高基数、 高增长的

压力，东营市地税局开发区分局不断强化各项工作，
着力抓好组织收入工作。

该局深入开展税源调查分析预测工作，逐户调
查了解上年纳税 50 万元以上企业以及重大建设
项目的生产经营和预计实现税收状况， 掌握新的
税源增长点。 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税
种、重大建设项目的征收管理，开展多处工薪所得
核查工作，建立健全重点税源预警分析机制。

（盖昊 刘娟）

东营市创业促进会：

召开一届十次常务理事会
导报讯 日前， 东营市创业促进会一届十次常

务理事会议顺利召开。
近年来， 市创业促进会、YBC东营创业办公室

积极引入和运用 YBC品牌，以全新的理念、模式、标
准和体制机制扶持创业， 充分体现了 “扶持一个青
年，成就一个未来企业家”的核心价值。 （彭鹏）

◆记 者 郭乃金 李 萍
! !通讯员 荆栋山 王新军

金秋的河口，沃野千里，一派
丰收景象。 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
未利用地开发项目区内， 一辆辆
满载青贮玉米的车辆来回穿梭。
在新建的东营新户澳亚现代牧
场， 记者看到，7个新建的青贮窖
内，粉碎后的玉米秸秆堆积如山，
工人们正用大型推土机推平压
实。 新户澳亚副经理巴图说：“公
司将收贮 8.4吨的玉米秸秆，作为
首批进场的 3000头奶牛的饲料。
到 12 月底前将全部完成牧场基
础设施建设， 全部达产后可年产
生鲜乳 10万吨，实现年销售收入
5.6亿元。 ”

据了解， 这已是该集团继仙
河澳亚、神州澳亚之后，在河口区
投资建设的第三个万头奶牛牧
场。 截至目前已实现奶牛存栏 2.6
万头，年产鲜奶 25 万吨，年产值
达 10亿元。

澳亚牧场只是河口区发展现
代农业的一个缩影。 该区立足现
有产业基础， 对农业产业布局进
行了细致优化。 在东部集中推进
畜禽养殖， 重点建设澳亚现代牧
场及加工项目。 在西部发展特色

种养， 规划建设了 30万亩的现代
农业示范区。 在北部发展海洋渔
业， 总投资 65.6亿元规划建设了
100万亩高效生态渔业示范区，打
造全国规模最大的滨海渔业样板
区，建设海参养殖池 8.18万亩、海
参育苗场 9.3万立方米。 在城郊打
造休闲观光旅游，建设了西黄河故
道生态农业休闲观光区，打造孤岛
万亩槐林成为 AAA级景区。

随着商业资本的进入，农村传
统的耕作模式和生活方式也发生
了改变。据新户镇永合村村主任赵
洪岭介绍，村里土地原来以苇地和
荒地为主， 村民以种棉花为主，出

苗率不到 50%。 未利用地开发后，
村里土地被东营正邦租种， 经过
引水灌溉、增施有机肥、秸秆回田
等措施改良， 今年出苗率达 80%
以上，小麦亩产达 300公斤，玉米
亩产达 500公斤。

对已开发完毕的 15 万亩未
利用地， 河口区充分发挥项目区
基础配套完善、 土地成方连片的
优势， 积极与国内外农业龙头企
业洽谈对接，探索实施“公司经营、
农民入股、集约利用”的农业经济
发展新路子。

近年来， 河口区始终把园区
建设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同步推

进，先后与新加坡澳亚、印尼佳发、
江西正邦、河南天瑞等国际国内大
型农牧业集团进行战略合作，以现
代农业园区建设促进高效农业、循
环农业发展，探索了一条内涵式现
代农业发展的路子。 截至目前，全
区范围内发展现代农业园区 44
个，已建成 24个，今年重点规划建
设了现代农业园区项目 12个，总
投资 29.1亿元。

优化农业产业布局 吸引商业资本进入

河口探路内涵式发展

挂失
东营桑德环境评价咨询有限公

司丢失机构信用代码证正本，号码：
G1037050200257390N，特此声明。

D I 河口区始
终把园区建设
与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同步推
进， 以现代农
业园区建设促
进高效农业、
循环农业发展

澳亚现代牧场的工人们正用大型推土机将粉碎后的玉米秸秆推平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