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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委托
用地审批权的决定》（皖政〔2021〕32 号，以下
简称《决定》）。 现将《决定》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相关规
定， 比照国务院将用地审批权委托给安徽等
8 个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做法，
借鉴江苏、浙江等省经验，省自然资源厅起草
了《关于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经省政府
常务会议审议，报省委审定后，由省政府印发
实施。

二、制定意义
《决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严格落实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的总体
要求，是落实“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
具体举措，有利于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
进一步提高用地审批质效， 增强土地要素保
障能力，促进项目及时落地，对满足经济社会
发展合理用地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主要内容
《决定》明确，将依法由省人民政府审批

的分批次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及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实施规划事项， 委托给设区
市、县级市、省直管县人民政府批准。 具体内
容为： 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
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将永久基本农田
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征收永久基
本农田以外耕地不超过 35 公顷、其他土地不
超过 70 公顷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
规划。

为强化监管，确保用地审批权“放得下、
接得住、 管得好”，《决定》 要求受委托市、县
（市）人民政府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理念，严格

按照法定审批流程、 内容及有关要求开展建
设用地审批工作， 切实履行好委托实施工作
职责，不得擅自扩大委托范围和内容，不得将
承接的审批事项再委托。 要求省自然资源部
门履行监管、检查、指导责任，采取“双随机、
一公开”方式，监督受委托市、县（市）人民政
府行使用地审批权， 发现重大问题及时督促
纠正，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并追究相关单位和
责任人的责任。 对出现多起违法违规审批用
地、侵害被征地群众合法权益等问题的，提请
省人民政府收回委托。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提高用
地审批质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
定，现就委托用地审批权事项决定如下：

一、委托内容
将依法由省人民政府审批的分批次农用地转用、土地

征收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规划事项，委托给设区
市和县级市、省直管县人民政府批准。委托审批内容包括：

（一）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
用地规模范围内， 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
设用地的。

（二）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
用地规模范围内， 征收永久基本农田以外耕地不超过 35
公顷、其他土地不超过 70 公顷的。

（三）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规划。
二、有关要求
省人民政府作为委托机关，监督受委托市、县（市）人

民政府做好用地审批工作。 受委托市、县（市）人民政府要
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理念，严格按照法定审批流程、内容及
有关要求开展用地审批工作， 切实履行好委托实施工作
职责，不得擅自扩大委托范围和内容，不得将承接的审批
事项再委托。

（一）受委托市、县（市）人民政府负责委托审批事项
的具体落实和承接工作，严格落实保护耕地、节约集约
用地政策，维护被征地群众合法权益。 制定工作方案，明
确承接事项的审批细则、办理流程、工作要求，严格按照
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国家用地政策等批
准用地。 负责受委托事项的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
政诉讼等具体工作，避免因不当行政行为引发行政复议
和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主体和责任不变，相关
法律责任及法律后果由委托机关承担。 承接的用地审批
事项，由市、县（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签批，加盖省
人民政府用地审批专用章。 用地批准情况按规定上报备
案并向社会公开，重大问题和事项及时报告，并按年度

报告工作情况。
（二）省自然资源厅对受委托市、县（市）人民政府及其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审查审批行为负有监管、检查、指导
责任。 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监督受委托市、县（市）
人民政府行使用地审批权， 发现重大问题及时督促纠正，
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并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对
出现多起违法违规审批用地、侵害被征地群众合法权益等
问题的，提请省人民政府收回委托。 强化工作指导和业务
培训，研究制定委托事项审查标准和用地报批统一格式文
本，完善用地网上审批系统。

本决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 印发之前已经省自
然资源厅受理的用地审批事项继续报省人民政府
审批 。

安徽省人民政府
2021 年 7 月 2 日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宣传解读材料

此身许国无多求 乐在图书山水间
———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两院院士常印佛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7 月 6 日，是两院院士常印佛 90 岁
的生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专门发
贺信祝福。 就在他生日前一周，全国“两
优一先” 表彰名单公布， 常印佛名列其
中，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此身许国无多求， 乐在图书山水
间。 ” 这是常印佛年轻时许下的铮铮誓
言。 漫漫工作生涯，他 60 余年奋战在地
质学研究一线，探寻地质宝藏，海外建立
奇功，在区域成矿、矿床研究、找矿勘探
领域成果突出，为我国矿床学、区域成矿
学和找矿勘探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常印佛出生于江苏泰兴。 乡贤地质
学家丁文江、采矿学家严爽的事迹，让青
少年时代的常印佛对地质工作产生向
往。1949年，常印佛被清华大学地质系录

取，同年10月1日，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
开国大典，更加坚定了地质报国理想。

大学毕业， 奔赴山野， 为国找矿。
1952 年，常印佛被分配到原地质部 6 个
直属队之一的安徽铜陵 321 地质队，从
此和“地质矿产”结下了终身之缘。

最初 3 年，他几乎把所有工种都摸了
一遍：看管钻机、岩芯编录、区域测量、地
质普查与勘探、 协助队长编写勘探报告
等。 近半时间他在野外度过，到青石山、贵
池铜山等多地做地质普查填图，并迅速成
长，锻炼出了野外独立工作的能力。

后来， 他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安徽
首次地质工作， 参与了铜官山铜矿的勘
探和外围普查，发现（部分参与发现）和
探明了狮子山铜矿、凤凰山铜矿、贵池铜
山铜矿、黄山岭铅锌矿等一批大、中型矿
床和矿产地， 为铜陵有色金属基地和长
江中下游“工业走廊”的确立提供了资源
保障。 他还率先组织实施了我国最早的
1∶50000 地质调查（铜陵幅），在全国树立
了大比例尺地质调查工作的技术典范。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常印佛的学术研究与发现源于大量的找
矿实践经验， 体现出强烈的实践与理论
的互动。他开创性地提出了成矿结构、控
矿规律等新认识， 丰富和发展了矽卡岩
成矿理论， 为构建我国大陆成矿理论奠
定了基础。这些理论成果源于实践，又反
过来促进了实践， 对长江中下游一系列
找矿发现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他先
后负责主持多项国家和部重点科技攻关
课题，提交重大科技成果 10 余项，公开
出版专著 10 余本，多项成果获国家科技
进步特等奖、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在国内硕果累累，在海外建立奇功。
常印佛在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期间，担
任地质专家组组长等职务， 带领团队在
矿产勘探、调查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分
别获得两国颁发的荣誉勋章。 他所做的
工作被时任阿尔巴尼亚地质总局局长誉
为“样板性的工作”。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79 年和 1980
年，常印佛分别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和地质
部劳动模范称号。 1991 年，他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1994 年被遴选

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他继续主持完成
了科技部“八五”科技攻关项目，主持或参
与指导完成“九五”“十五”期间多项国家
重点科研项目和安徽省科研项目。

对于从事一辈子的地质工作， 常印
佛称之为“与大山结缘”。 “问花花解语，
听月月有声。 ”他这样形容所看到和理解
的自然界，无论是崇山深谷，还是穷乡僻
壤，自然界无处不充满生机。尽管野外地
质工作艰辛，甚至被一些人视为畏途，但
只要真正投入到把自己和大自然互相交
融的境界中去，就会发现其中乐趣无穷。

常印佛曾任省地矿局副局长、总工程
师。 熟悉他的人知道，他秉性淡泊，两次婉
拒升职，把对党的忠诚完全体现在本职岗
位上；长期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工
作作风，工作勤勤恳恳，做人踏踏实实。 老
骥伏枥，常印佛始终关注着地质学科人的
培养，关注着祖国地质事业的发展。

“探宝建功铜官山，成矿是论矽卡岩，
淡泊名利耕不辍，初心使命一如坚。 ”这
是常印佛对自己地质生涯的总结， 展现
了一名地质人永远不变的初心。

7月 11日，合肥市蜀山区奥林花
园社区组建的爱心服务队队员在给
81 岁的老人检查身体。 随着三伏天
到来，合肥市蜀山区奥林花园社区党
委联合社区卫生服务站、安医大第二
临床医学院组建的爱心服务队，针对
辖区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开展爱心探
访、 健康检查和清凉慰问等服务，践
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爱心服务到身边

·百姓故事

爱心水果送老人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武清海

6 月 20 日， 在亳州市谯城区牛集
镇敬老院，惠济家庭农场负责人邢瑞与
牛集镇蒋楼村的党员志愿者一起 ，为
60 位五保老人送来了水蜜桃， 让他们
尝鲜消夏。

“大娘，这是咱家产的水蜜桃，我让
工人们挑选大的、熟透的送来，给你尝
尝鲜。”邢瑞从箱里拿出桃子，边与老人
们聊天边剥去皮递到老人手中，“天气
越来越热了，你们上了岁数，一定要注
意身体，安享幸福生活。 ”

“惠济家庭农场种植 50 多亩不同品
种的桃子 ， 眼下水蜜桃正值采摘期 ，
收成很好 。 ”蒋楼村党委书记石文献
向记者介绍 ， 邢瑞致富不忘五保老
人 ，总是力所能及为敬老院老人做些
事情 ，大家都夸她有爱心 ，“这次她又
将农场刚采摘的水蜜桃送到镇敬老
院来了。 ”

“这桃子真甜，谢谢好闺女！ ”吃着
香甜的桃子，敬老院老人曹永秀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邢瑞 2012 年从安庆师范学院毕业
后，回到家乡与本村的小伙子贾帅喜结
良缘， 夫妻俩开办了蒋楼民族幼儿园，
免费招收贫困户子弟入园。 “每年能省
1000 多元学费呢！ ”提起这个幼儿园，
蒋楼村脱贫户张广荣赞不绝口。她的孙

子曾在别的幼儿园就读， 每学期学费
800 元 ， 听说邢瑞开办的幼儿园不收
费，她将孙子转回来了。

2016 年， 邢瑞建立了谯城区惠济
家庭农场， 在镇村党组织的支持下，身
为党员的她还成立了非公企业党支部，
通过“强支部、聚合力、兴产业”三步走，
走出一条“党建统领、产业富民、集体增
收”的发展路子。 邢瑞流转 200 余亩土
地种植花生， 给当地村民提供就业岗
位，她的农场套种了 6000 棵果树，年收
入达百万元， 带动周边村民务工增收。
事业有成的邢瑞热心公益、 播撒爱心，
用真情关爱行动温暖身边那些需要帮
助的乡亲。

“我们和惠济家庭农场支部一起来
给老人送桃子，看到老人们笑容满面，
过得很开心，我们很受感动。 ”同行的
党员志愿者刘合理告诉记者， 尊老敬
老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为老人做一些
实实在在的事情，奉献爱心，传递社会
真情， 让老人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幸
福美好。

牛集镇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邢瑞
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年轻党员，在去年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 她先后为牛集镇政
府、 敬老院和 15 个疫情防控检测点捐
赠了价值 5 万多元的物资，为抗击疫情
倾情助力，和大家一起共克时艰、共渡
难关，彰显了一名新时代基层党员的责
任与担当。

铜陵成立妇幼保健专科联盟

本报讯 （通讯员 方文婷 吴彬）7
月 9 日， 铜陵市妇幼保健专科联盟成
立，该市 63 家医疗机构成为成员单位。

由铜陵市妇幼保健院牵头的铜
陵市妇幼保健专科联盟 ，将致力探索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工作路径 ，建立科
学有效的分级诊疗 、双向转诊等分工
协作机制 ，方便群众就医 ，改善就医
体验 ，发挥全市妇幼保健服务机构现

有人力 、技术 、设备优势 ，促进区域内
医疗资源共享化及医疗技术服务水
平同质化 ，形成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
同体 ，逐步建立符合妇幼保健专科实
际的分级诊疗模式 ，实现全市妇幼健
康事业的全面健康发展 ，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 、公共卫生服
务等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