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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如何节约集约？诸暨正走
出自己的模式。

2011年，诸暨市成功创建为全国首
批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市）。近年
来，结合本地实际，诸暨积极探索自然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模式创新、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机制，打造节约集约
利用土地“诸暨模式”。

盘活闲置土地
从建设用地找空间
在农村，闲置危旧房既占空间又难

以利用。对于这一矛盾，诸暨破解了。
为有效盘活农村闲置集体建设用

地，统筹城乡发展空间，诸暨在浙江省首
创实施“地票”政策：在土地权利人自愿
的前提下，放弃其农村存量宅基地或集
体建设用地相应权利并实施复垦验收
后，对其核发明确相应权利和义务的凭
证。

别小看这一创新，目前诸暨已经核
发地票498张，面积5.57万平方米，盘活
存量建设用地面积 16.73 万平方米。同
时，实施农村危旧房权益保全试点工作，
破解危旧房整治工作难点，有效提升了
农村土地利用节约集约水平。

为了让“地票”政策更灵活实用，
2018 年 11 月，诸暨还出台了《诸暨市人
民政府关于建立诸暨市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市场化盘活机制的意见》，使地票具有
交易、折抵指标、抵扣商品房款、政府回
购、质押贷款等功能，并鼓励一户多宅发
放地票折抵指标。

不仅如此，诸暨还探索宅基地所有
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的具体实
现路径，初步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诸暨
经验”，实现“三权三票”，促进闲置土地
资源的有效利用。目前全市已累计退出
宅基地 309 宗，占地面积 17464 平方
米。后续通过实施“集体权票”项目，预
计可复垦闲置建设用地35亩左右。

存量建设用地，一直是诸暨重点关
注和努力提升利用率的目标。近五年，
诸暨累计完成各类存量用地盘活13784
亩，完成转而未供土地消化利用 23861

亩 ，完 成 低 效 用 地 再 开 发 10645 亩 。
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个年度，该市被
省人民政府评为“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批
而未供土地消化利用、闲置土地处置工
作较好的市、县”。

提升用地效率
加快工业用地更新
在诸暨市暨阳街道东复线以西、建

业路以北，一座新落成的厂房格外惹人
注意。这是今年上半年才交付使用的诸
暨智能视觉产业园，首批建筑面积达 11

万平方米，目前已经有科大讯飞、芯云半
导体等20多家企业入驻。

一个县级市，能有这样的创新空间，
得益于诸暨不断完善的国有工业用地有
机更新工作机制。

2018年，为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
率，优化城市空间和布局，诸暨开展了一
系列行动，对制约发展空间的工业用地
进行规划重构。2020 年，诸暨启动“三
改”行动计划，实施企业用地拆迁回收，
共盘活存量建设用地近320亩。

在陶朱街道工业园区，当地积极探
索园区治理“九法”，全力推动园区“凤凰

涅槃”提质增效。2021 年，该工业园区
完成企业整改提升 223 家，实现规上工
业总产值1042.8亿元，同比增长27.6%；
在城西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镨美
科这家专业从事电脑刺绣机，集研究、设
计、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
企业，今年8月刚被公示为国家工信部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这些腾出来的空间，正成为诸暨
“腾笼换鸟”的载体，向更高质量的发展
要后劲。

今后，诸暨还将提升用地强度和效
率，进一步提升全市建设用地土地利用

强度，优化用地结构，提高单位土地的产
出率，在示范期内，促进万元 GDP 占用
城市建设用地每年下降，城市建设用地
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提高有效供给
创新“承诺制+标准地”

腾出来的土地，如何实现精准有效
供给？诸暨进一步完善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制度。

2018 年，在深化工业投资项目“标
准地”出让机制基础上，诸暨推出“标准

地”审批服务一体化，推行“多审合一”
“多证同发”“多测合一”，实施工业用地
“承诺制+标准地”即“前期筛选+标准
地+承诺制”的改革。

在这一改革下，许多符合要求的新
建工业项目，尝到了“甜头”——

从土地摘牌到取得施工许可，平均
用时从121天缩短至30天，最短的为25
天，审批时限最高压缩 85%以上，新增
工业项目承诺制实现率达 100%；一般
企业投资项目从赋码备案到竣工验收，

“最多90天”实现率达100%。
截至目前，诸暨累计完成工业用地

“标准地”出让 522 宗、面积 6941 亩，实
现全市工业用地 100%“标准地”出让。
2019年，诸暨这一改革举措被列为浙江
省自然资源系统改革创新优秀案例。

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诸暨也坚
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基层治理模式，加
强源头管理，通过应用“枫桥经验”节约
集约用地，成效有目共睹。

在社会治理“一张网”工程下，诸暨
实现了年度土地卫片执法“个位数”，实
现违法用地占用耕地比例和违法面积的
明显下降。

在不动产登记上，诸暨也实现了新
突破。通过改造硬件设施、整合数据资
源、精简材料、容缺受理等创新举措，进
一步压缩审批时间，已实现异议登记、查

（解）封登记、抵押权注销、地役权注销、
预告登记注销等事项“即时办理”，一般
存量房转移登记 1 小时内办结，一般登
记、一般抵押登记、商品房交易登记即日
办结。设立企业专窗，实现企业和个人
办理登记业务合理分流。

会同法院、税务、建设等部门建立联
合审查、现场踏勘、协同会商等机制，诸
暨市设立司法拍卖不动产登记“一件事”
专窗，实行线下“一窗受理、集成服务”，
线上“平台流转、部门联动”，确保司法拍
卖不动产登记在1个工作日内办结。通
过这一改革，不仅实现了零纠纷、零信
访，买受人满意率达到 100%，也促进形
成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依法依规、节约集
约用地的良好氛围。

（图片由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

向低效用地寻增量

打造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的打造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的““诸暨模式诸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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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有限的土地资源，实现社会可持
续科学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势在必行。

进入新发展阶段，宁波市江北区坚
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着力
聚焦“批而未供土地、供而未用土地、城
镇低效用地”的消化、盘活，破解土地“紧
缺”和“沉睡”双重魔咒，通过优化提升空
间资源利用格局，为土地资源赋予更高
效益的“二次生命”，走出一条土地节约
集约高质量发展之路。

创新地上地下综合利用
全面提升城市空间品质

地下建设再生水厂、地上进行产业
园开发，宁波市江北区探索出的“地上地
下同步、民生与产业并重”的土地综合利
用方式，让人眼前一亮。

选址在江北区原电商物流中心的再
生水厂一期，占地约 8.1 公顷。地下空
间，以划拨方式用于建造下沉式再生水
厂。项目总投资约 11.93 亿元，建设污
水处理规模为土建 15 万吨/日、设备 10
万吨/日。截至目前，再生水厂地下部分
已基本完成基建施工，目前正在进行设
备安装，力争年底前完成生物菌种培养
工作、达到通水达标要求，建成后将极大
缓解江北区目前污水处理难的问题，服
务人口近30万人。

水厂建在地下，地上空间则以出让
方式规划开发为集聚度高、规模效益显
著的小微企业园。在确保公益设施安全
性的基础上，这里将吸引生产制造、研发
办公等企业入驻，在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同时，着力打造企业家“孵化器”，助推城
市产业转型升级。

通过地下、地上两个维度，这个地块
实现了互通、互联、融合，既实现公益性
质，又体现经济价值。

江北区通过提高土地开发强度与解
决城市发展短板、提升城市空间品质相
挂钩，以强度换空间、以空间促品质，最
大程度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城市空间品质。

加快工业用地“二次开发”
全速深化资源配置效率

工业用地的使用效率，能充分激发

出土地对工业经济的贡献值。江北区通
过推动全区节约集约用地，做好工业用
地的二次开发与利用，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有效整合产业空间，有力保障全区高
质量发展用地需求。

今年以来，江北区供应土地共计 51
宗，土地面积约 2373 亩，其中出让土地
23 宗 1529 亩，同比增加 113%，出让工
业用地392亩，同比增长44.1%。

江北区积极谋划小微企业园规划布
局，2022 年共出让小微企业园用地 2
宗，土地面积约162亩。

早在 2018 年，江北区就实施了工
业用地“标准地”政策，对新出让工业用
地都明确固定投资强度、容积率、单位
能耗标准、单位环境标准和亩均税收要
求，健全全周期监管体系。截至目前，
江北区出让工业用地“标准地”共计 28
宗，土地面积约 1500 亩，实现了“负面
清单”外的标准地出让比例达 100%的
要求。

针对工业用地存在利用率偏低、单
位产出不高、二次开发操作难点多等问

题，江北区积极推进空间资源提升，以
“土地存量”撬动“发展增量”，通过“提质
增效”等举措拓展存量工业空间，实现土

地利用方式从粗放向集约、从低效利用
向高效利用、从重争取增量向重挖掘存
量的转变。

今年以来，在江北区“工业盘活”政
策激励下，已完成“增容调绿”项目规划
审批11个，新增总建筑面积约35.2万平
方米，按省“标准地”容积率指导性指标
测算，相当于新增土地五百余亩，进一步
拓展工业发展空间。

推进国土空间综合整治
全力打开共富“新空间”

为破解乡村耕地碎片化、城乡空间
布局无序化、工业用地利用低效化、生态
质量退化等多维度问题，江北区在国土
空间规划的引领下，进行全域规划、整体
设计，促进耕地保护和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实现“绿水青山”综合效益，为推进治
理体系现代化，打开共同富裕的“新空
间”打下扎实基础。

江北区结合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
果，开展工业、村庄、农业、生态等潜力空
间的排摸，为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工
作谋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江北区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

市创智和美城区，共谋划了四个综合整
治片区：分别为现代化都市近郊绿色转
型示范区（庄桥-洪塘片区）、现代化都
市拥江滨水品质城区（姚江片区）、环翠
屏山魅力历史文化名城（慈城片区）和甬
江北岸活力创新高地（外滩北片区），总
规模为 111.25 平方公里。其中，“现代
化都市近郊绿色转型示范区”率先实
施，目标打造为生态引领、城乡融合和产
业提质的示范片区。

推行“田长制”“林长制”
全域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带上手机，骑上自行车，庄桥街道西
卫桥村的梁英杰开始了他的日常“巡田
之旅”。作为西卫桥村的一名耕地巡查
员，巡查“责任田”是梁英杰每周的任务
之一。

今年10月，江北区田长制体系正式
搭建完成。耕地保护“田长制”, 按区、
街道（镇）、村三级设立田长，通过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耕地保护机制，依托

“耕地智保”数字平台，采用“技防+人
防”监管体系，实现保护责任全覆盖，遏
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守
住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搭 建 人 员 架 构 ，合 力 耕 好“ 责 任
田”。据了解，自今年 5 月以来，江北区
提前谋划，迅速行动，全区已设置 107
名田长和 150 名村级巡查员，田长巡查
次 数 420 次 ，村 级 巡 查 员 开 展 巡 查
18139 次，在全市率先完成第一轮村级
巡查任务。

除了“田长制”，江北区还全面推行
“林长制”。江北区作为国家级林业有
害生物中心测报点和全市首个松材线
虫 病 疫 区 拔 除 单 位 ，现 有 松 林 面 积
13897 亩，松林资源主要松类以马尾
松、黑松、湿地松为主。为持续加强森
林资源保护管理，江北区全面推行“林
长制”。目前共设置区级林长（警长）4
名，乡镇级林长（警长）20 名，村级林长
79 名、警长 19 名，护林员 80 名。通过
落实防控责任、开展科学防控、加强检
疫监管等措施，探索出的“宁波经验江
北模式”为控制松材线虫病蔓延起到了
良好的效果，进一步推进了国土绿化高
质量发展。

坚持节约集约用地

宁波江北区走内涵式提质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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