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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精准”体现了“提速”的决心，那么“高效审批”则充
分体现了“提速”的执行力。

为深化审批制度改革，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坚持以数字化改
革为牵引，持续迭代建设省域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通过上线

“浙地智管”应用场景，多跨协同赋能用地审批大提速。
通过场景建设，浙江省自然资源厅贯通了 7 个在线审批系

统，协同 11 个省级部门、101 个审批事项，打破信息壁垒，实行
“挂图作战”“一表晾晒”“三色预警”，建立重大项目“赛马机制”，
实时反映项目堵点卡点，为一批国家政策性金融工具项目抢抓
窗口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同时，协同发力优化流程，加快项目规划选址、用地审批、土
地供应等手续办理。像西险大塘达标加固工程用地预审从组件
申报到自然资源部批准仅用 9 天，创造了浙江报部用地预审时
效新纪录；苏台高速公路南浔至桐乡段及桐乡至德清联络线（二
期）作为浙江首个以“三调”成果为基础报国务院审批的单独选
址项目，从县局组件上报嘉兴市政府至取得国务院用地批复，全
过程用时仅88天。

记者了解到，今后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将围绕“统筹保护保
障、加快提质提效”主要任务，持续开展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政策

“大宣讲”、重大项目用地报批“大攻坚”、厅局长联系重大项目
“大服务”，持续迭代政策措施，激励各地自然资源部门紧紧抓住
政策利好，推进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加快重大项目落地建设，为
浙江经济的“稳”和“进”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初步考虑在要素保障和审批优化上持续加力加码，积
极争取更多项目纳入国家用地保障范围，重点保障省以上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省重大产业项目，持续加强补充耕地指标统筹，
继续倾斜支持山区26县用地，常态化开展‘百大’项目用地报批
集中攻坚行动，深化用地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优化审批服务，
有力支撑扩大有效投资、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乡村振兴和城乡
区域协调发展。”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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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跑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浙江跑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加速度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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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载体。今年以来，为贯彻

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浙江省自然

资源厅深入开展“强保障、优配

置、优服务”专项行动和“百大”项

目用地报批集中攻坚行动，变“被

动保障”为“主动服务”，超常规做

好建设项目用地保障工作，促进

经济稳进提质。

12 月 7 日，在浙江省自然资

源厅召开的加强用地保障暨“百

大”项目用地报批集中攻坚行动

成果新闻通气会上，一系列亮眼

数据，令人振奋。

截至目前，全省批准建设用

地 26.20 万亩、同比增长 16%；

完成省以上重大项目用地预审和

用 地 审 批 157 件 、批 准 用 地

17.17 万亩、涉及投资额 3761 亿

元。多项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的

保障任务已超额完成。特别是今

年 6 月 28 日，浙江首次实现省以

上重大项目用地报省和报部审批

“双清零”，在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的赛道上跑出“浙江加速度”。

走进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一楼大
厅，两幅“蓝图”格外醒目。在这两张

“2022 年百大项目用地报批作战图”
上，每个重点建设项目的基本数据情
况、审批进度状态等内容清晰可见。

临近年末，大部分重点项目的
各个流程节点都已贴满“已完成”字
样，并顺利“挂”上了小红旗。2022
年，浙江省自然资源厅聚焦交通、能
源、水利等重点基础设施领域，在省

“4+1”2022 年实施计划 843 个重大
项目的基础上，调查排摸全省用地
报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清单，目前
已有 171 个重大项目纳入“百大”攻
坚范围。

聚焦要素保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
和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主动求

“变”，变“被动保障”为“主动服务”。
“今年，我们坚持‘全面顶格、能出尽
出、精准高效’，连续出台自然资源要
素保障政策，全力推进各项政策措施
快享直达、落地见效。”浙江省自然资
源厅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以来，围绕省委、省政府“5+
4”稳进提质政策体系，浙江省自然资
源厅先后出台实施了三轮自然资源要
素保障政策，“政策出台速度快、保障
力度大、红利成色足，可以说是前所未
有”。

为高质高效落实自然资源部出台
的一揽子政策，浙江第一时间“量身定
制”了具体贯彻落实举措。

截至目前，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保
障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计划指标 6.51
万亩；在“三区三线”划定中，统筹保障
5000多个项目空间，减少占用稳定耕
地约 15 万亩；7 个“基金”项目顺利取
得国务院用地批复；13 个“基金”项目
取得自然资源部先行用地批复。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山区26县用
地保障，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也定制了
支持政策。一方面，通过降低山区 26
县省重大产业项目准入门槛、奖励加
快发展实绩考核优秀县（市、区）等方
式倾斜保障山区 26 县用地。另一方
面，支持山区 26 县“产业飞地”建设。
6 月底前，浙江已统筹安排山区 26 县
3.9万亩规划指标，为飞入地核减1.95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为乡村
振兴、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要
素保障。

按下政策落实
“快捷键” “今年，我们建立健全‘项目跟着规划走、

要素跟着项目走’机制，坚持精准遴选攻坚项
目、精准投放土地指标、精准服务跟踪问效。”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针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产业项目、
民生项目等不同项目在用地保障中的“堵点”

“难点”“卡点”，分类施策、精准匹配、有力保
障。浙江建立省、市、县三级各类土地指标空
间账簿，动态跟踪土地指标组成及投放情况，
及时调度土地要素流向，做到要素投放“能早
则早”、资源配置“能优尽优”。

作为杭州湾南岸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动
脉，浙江省交通集团杭绍甬高速（杭绍段）起
于杭州市萧山区南阳街道，向东经过萧山区、
钱塘区、柯桥区、滨海新区、上虞区，终于上虞
区与余姚交界处，全长约 52.8 公里。项目总
投资 293.98 亿元，建设工期 26 个月，预计在
2023年12月底建成。

针对项目建设用地报批周期长的情况，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结合先行用地审查要求，
主动指导项目公司拟定了包含互通枢纽匝
道、主线桥梁、隧道洞口等重大节点先行用
地方案，共计面积 74.4 公顷，占用地预审控

制规模 13.7%，有效保障了项目的投资和进
度。

“在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和杭州、绍兴两市
自然资源部门的支持和帮忙下，我们项目的
审核批复时间比预计至少提前了半年。”项目
建设指挥部顾问徐莉表示。

在项目的重要节点工程之一——曹娥
江特大桥的施工现场，徐莉表示，由于特大
桥穿越了柯桥和上虞两地的水源涵养地，浙
江省自然资源厅第一时间联合相关厅局召
开了穿越可行性论证会，确保了项目作为全
省第一批涉生态红线项目上报自然资源部
并获得批复，为后续项目推进奠定了扎实的
基础。

在全力保障项目进度的同时，杭绍甬高
速（杭绍段）项目也将“节约集约用地”发展理
念发挥到了极致：利用立体空间资源，在城市
主干道上方建造高速路网，大大节省了宝贵
的土地资源。

“项目主线杭州段利用红十五线（一级公
路 15.5 公里）、绍兴段利用新东线（一级公路
23 公里），利用老路占线路总长度的 73%。”
徐莉表示，虽然高架桥的造价会高很多，但是

项目利用存量建设用地 130.9 公顷，比另辟
新线路方案少占土地 88.5 公顷，也相应减少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更符合自然资源部门节
约集约用地的要求。

项目建成后，将充分发挥交通战略先导
优势，促进杭州湾产业带进一步发展，有力推
动我省大湾区建设，强力支撑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和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实施。

得益于我省“百大”项目用地报批集中攻
坚行动，长龙航空创新智能维修保障主基地
项目推进也迎来了有力支撑。

据基建工程部总经理黄小翔介绍，在长
龙机坪项目之前，我省尚无民营航企拿地扩
建机场设施的先例。得知企业难题后，省、市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主动上门服务，打通了立
项、选址、农转用、建设用地出让各环节全路
径，开创了省内机场用地出让新方式。

机坪项目二期工程刚刚完成行业审查，
预计明年就能全面开工，建成后将提升我省
大型飞机维修的业务规模及影响力。

在精准施策的前提下，全省已供应国有
建设用地达到 48.84 万亩，同比增长 21.3%。
其中，基础设施用地同比增长41.8%。

配置用地计划“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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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提供本版图片由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