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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椒探索农村宅改新路径———

盘活土地资源 释放改革红利

■ 本报记者 冯长福 通讯员 孙瑞

“老家有七八间房子，一直闲置在
那，让人发愁。 现在，政府鼓励农户依
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帮咱去了
一块心病呐。 ”1 月 13 日，全椒县马厂
镇岗杨村前冯组村民张兴树告诉记
者，他老家的宅基地有 355.67 平方米，
2021 年 12 月他申请有偿退出宅基地
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按证载面积 300
平方米、每平方米 70 元的标准，给了
2.1 万元补偿。

今年 47 岁的张兴树， 在滁州、合
肥两地打工多年，2009 年购房定居合
肥，做餐饮生意。 “三年前父亲去世，我
把母亲接到合肥来住， 老家的房子就
空在那了。 得知宅基地有偿退出政策
后， 我立马联系了村委会， 先填申请
表、签订《放弃宅基地资格权承诺书》，
然后签订 《宅基地有偿退出协议》，跑

两趟就办妥了。 ”张兴树说。
刚刚过去的 2021 年，马厂镇结合

土地增减挂钩等项目实施， 全力推进
农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 以盘活土
地资源，助力乡村振兴。

“宅基地有偿退出以‘依法自愿、
合理补偿、科学利用、统筹推进’为原
则。 ”马厂镇副镇长魏成兵介绍，在保
障户有所居的前提下， 对农户自愿退
出宅基地的做到应退尽退， 以货币补
偿每平方米 70 元的标准退出合法拥
有的宅基地使用权。 农户宅基地有偿
退出后，不再保留该户宅基地资格权，
具体补偿标准在本集体经济组织进行
公示，补偿款由宅基地使用方承担。 岗
杨村的前冯组、李罗组共有 26 户村民
申请有偿退出宅基地， 发放补偿款近
41 万元。

自 2020 年 9 月启动农村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以来， 全椒县组建了宅
改专班，制订了路线图、时间表，稳慎
确定改革突破口， 以敢试善为的担当
和智慧，走出了一条“政府引导、村民
参与、集体决策、市场运作”的农村宅

改新路径。
该县出台了 《宅改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和
农村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使、 资格权
认定、 使用权流转和自愿有偿退出等
制度性文件， 为顺利推进宅改工作提
供制度支撑。

“摸清基础数据，推进房地一体颁
证，这是首先要干的事。 ”全椒县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王文明告诉记者， 据调
查统计， 全县农村房地一体宅基地共
有 93230 宗，宅基地面积 26674.43 亩，
闲置宅基地面积 8103.84 亩，闲置农房
22709 宗；农村宅基地数据库将于今年
元月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农村房子如今也和城里的商品
房一样，有证了。 ”该县石沛镇黄栗树
村尤洼组的陶克柱回忆起 2020 年 10
月拿到农村不动产权证时的场景，依
然十分激动。 这本证也是全椒县开启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后， 发放的
第一本农村不动产权证。 据了解，截至
目前， 该县已发放房地一体不动产权
证 41164 宗，为应发数的 100%。

在王文明看来， 针对农村闲置宅
基地较多的实际， 着力探索农村宅基
地有偿退出机制、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
流转机制， 是抓好农村宅改的一项重
要工作。

“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补偿标准
为 70 元/平方米 ， 证载面积大于 160
且不超过 300 平方米的，按证载面积
计算； 证载面积小于 160 平方米的 ，
按 160 平方米计算。 ” 王文明表示 ，
2021 年全县签订自愿有偿退出宅基
地协议的农户有 241 户，已发放补偿
款 511 万元；全县参与盘活闲置宅基
地和闲置农房的农户有 54 户 ， 村集
体增收 2.732 万元， 村民增收 10.928
万元。

该县还创新腾退宅基地复垦后使
用管理机制，壮大村集体经济。

“加强腾退宅基地管理利用 ，对
腾退出的宅基地进行集中整治、连片
开发， 整治复垦后统一流转给大户，
流转收益由村集体与村民组按 3：7
的比例分配。 ”王文明表示，2021 年全
县土地增减挂项目、新增耕地项目累

计流转发包复垦宅基地 9288.6 亩，总
收益 145.28 万元， 村集体增收 53.69
万元。

为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 ，助力农业企业发展 ，全椒县出台
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入市交易规则（试行）》等文件。 2021
年 8 月 30 日， 该县举行首批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签约仪式，出
让的 4 宗地块位于六镇镇周洼新村
北侧 ,总面积 49.48 亩 ，成交价 989.6
万元。 根据当地产业规划，这块土地
将建起一座中医药产业园。 看到新的
就业前景，柴岗村村民程从军高兴地
说：“以后可以在这上班了，不用外出
打工了。 ”。

王文明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推进
农村宅基地历史遗留问题排查处置，
加大房地一体不动产权颁证力度；加
强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住建、财政等
部门联动，落实资金保障和政策支持，
协同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积极
释放土地权能，深度融入乡村振兴，倾
力打造宅改“全椒样板”。

不搞隆重仪式、不设豪华宴席、破除天价彩礼

婚事新办 不让甜蜜成负担
身着中式婚礼服装，行沃盥礼，饮

合卺酒，宣读结婚誓言……日前，在太
和县赵集乡东城村， 十对新人以集体
婚礼的方式喜结连理。 现场， 没有豪
华车队，没有昂贵宴席，也没有天价彩
礼，婚礼简约大方却不失浪漫温馨，在
场的亲朋好友纷纷送上祝福。

这是太和县赵集乡首届汉式集体
婚礼上的动人场景。 当天上午， 现场
被红地毯和鲜花装点得格外喜庆。 伴
随着庄重的《婚礼进行曲》，十对新人

在亲友见证下， 携手走上红毯。 婚礼
按中国传统汉唐礼仪习俗进行，沃盥、
合卺、结发、执手，每个流程都传递着
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也在新人心中树
立忠贞不渝爱情观。

“相对于传统婚礼，参加集体婚礼
更有仪式感。 ”新娘薛欣高兴地说，集
体婚礼形式新颖， 还能在婚礼上认识
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结婚成本降
低了， 特别符合现在提倡的文明新风
尚。 ”

曾几何时，婚丧嫁娶盲目攀比，形
成不良风气。 “宴席越办越多，彩礼越
走越高，一场婚宴下来，普通人家好几
年的积蓄基本耗光， 甚至还有个别家
庭欠外债。 ” 赵集乡党委书记郭海宏
介绍。

做好婚俗改革， 让结婚大事回归
爱的本质。 2021 年 6 月，太和县被确
认为安徽省婚俗改革试验区， 该县大
力倡导喜事新办、 婚事简办的社会风
气，将优秀传统婚俗文化、家风家教等

内容融入婚礼过程， 通过举办简约适
度、文明健康的婚俗礼仪，让和谐、文
明、节俭的婚俗文化惠及千家万户，走
出一条 “政府积极倡导、 各界广泛参
与、 群众拥护接受” 的婚俗改革新路
子。

“如今，赵集乡各村已经把婚俗改
革纳入村规民约，约定了彩礼、随礼和
宴席标准。 我们改高价彩礼， 提倡彩
礼不超 6 万元；改高额婚宴花费，倡导
农村婚宴每桌不超 380 元； 改高额人
情随礼，提倡随礼不超 200 元。 ”郭海
宏介绍。

随着婚俗改革不断深化， 太和县
各界群众的思想观念逐步转变， 文明
节俭理念内化于心、外践于行，乡村文
明水平大幅提升， 文明新风也成为该
县加快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 “新引
擎”。 （赵名威 史浩然）

冯大兵爱心捐赠敬老院

本报讯 近日， 砀山县关帝
庙镇葛屯村致富带头人冯大兵带
着价值 2 万元的棉衣、牛奶、饼干
等慰问品，来到镇敬老院，为孤寡
老人送温暖献爱心。 冯大兵是当
地有名的致富带头人，2019 年起
他投资 1000 多万元，创办龙洋牧
业养殖有限公司。 经过几年时间
的苦心经营，目前雪花牛、水牛的
存栏量达 500 多头， 已出栏 200
多头，效益可观。 县人大代表、关
帝庙镇党委书记徐利等参与慰问
活动。 （周效义）

滑集表彰新时代乡贤

本报讯 日前， 临泉县滑集
镇召开表彰大会，对评选出的 22
名新时代乡贤、26 名最美村嫂和
25 名最美劳动者进行表彰。 据了
解，该镇自 2021 年 11 月份开始，
在全镇各个行业及 26 个村开展
新时代乡贤、 最美村嫂和最美劳
动者评选，经过一个多月的评比，
最终评选出了 22 位乡贤代表、26
名最美村嫂和 25 名最美劳动者。
他们在乡村振兴、经济发展、践行
文明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

（靳克龙）

官庄扶残助残暖民心

本报讯 近日，砀山县官庄坝
镇刘楼村残疾人刘玉华在镇农商
行领取了 480 元救助金， 刘玉华
和儿子都是二级残疾人， 每月能
领取 160 元助残资金。去年以来，
官庄坝镇把扶残助残这项民生实
事办实，为 1988 名残疾人发放救
助金 246 万元，为 65 名听力残疾
人发放了助听器，为 32 名肢体残
疾人发放了轮椅， 帮助 5 名创业
残疾人办理小额贷款 25 万元，协
调民营企业为残疾人安置对口就
业岗位 240 个， 为 234 名困难残
疾人办理了低保。 （魏志典）

大英扮靓美丽乡村

本报讯 去年以来，来安县大
英镇大力提升人居环境， 美化村
容村貌。 全镇 5 个村垃圾均能做
到日产日清 ，302 户改厕工程也
已动工。 投资 217 万元建设生产
便桥 2 座 ， 硬化生产道路 1500
米，新增路灯 72 盏。

（马艳萍）

乡村论坛

记者观察

信息集萃

走访慰问重在情真意切
时近年关，不少机关单位提前

谋划，就深入基层走访慰问困难群
众作出安排部署。 “慰问一人、温暖
一户、带动一片”，关心关怀困难群
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对困难
群众进行年终走访，让群众既感受
到党的温暖和关爱，又体会到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做好走访慰
问，不但要让脚步下到基层、踩入
家门，更要让“真情”融入基层，用
真心帮困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让
每一次走访都转化为对党的密切

联系群众优良传统作风的发扬。
年终走访，是体察民情、了解

民意、关爱民生的重要时机，也是
拉近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重要纽
带。 辛苦劳累了一年，每个人都想
过上一个快乐年。 然而，因为种种
原因， 难免仍有困难群众因年而
忧、因年而愁。 走访务必带着责任、
带着感情， 要做到多看、 多听、多
问， 深入了解走访对象的所思、所
虑、所忧、所需。 对生活上有困难
的，要根据实际发放慰问金或急需

的生活物资，对思想上有疙瘩的，要
积极引导、解开心结。特别是对年老
体弱、疾病缠身的，除了给予临时救
助外，还要及时向组织汇报，协助联
系相关部门，做好后续帮扶，真正实
现“走”出真情，“访”出实效。要切实
防止优亲厚友，确保专款专用，把每
一笔钱在节前发放到亟需帮扶的困

难群众手中。 (曾利华)

创业有成
回报家乡

近日， 灵璧县娄庄镇永定小学里
热闹非凡，娄庄镇永定村“灵璧好人”、
农民企业家胡修利爱心捐赠仪式在永
定小学举行。 这次， 胡修利向母校永
定小学捐赠了 2 台立式空调、1 台挂
式空调、1 个电动伸缩大门、140 个书
包，价值 4.44 万元。

现年 47 岁的胡修利是土生土长
的娄庄镇永定村人， 现任浙江轩宇地
质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公司主要经
营市政工程、房屋建筑、园林绿化、地
基基础施工等项目，员工 500 余人，年
创利税近 1 亿元。在他成功的背后，付
出的却是常人体会不到的艰辛。 在浙
江务工时，胡修利从泥瓦小工做起，历
经几年的打拼，手里也有了一些积蓄。
头脑灵活且目光敏锐的他看到了市场
商机，决定进军建筑业，开启他的创业
之路。 2009 年，胡修利在浙江省杭州
市成立了浙江民强建筑有限公司 ，
2018 年，创办了浙江轩宇地质工程有
限公司。

胡修利始终心系家乡。多年来，他
积极带动家乡父老创业， 为家乡 130
余人提供异地就业岗位。 累计出资 40
余万元，为永定村铺路、打井、修建村
部、资助留守儿童、看望慰问村里的老
弱病残户和敬老院孤寡老人。 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远在浙江的胡
修利听说家乡防疫物资短缺， 心急如
焚， 想方设法将价值 26.4 万元的 2.2
万只口罩、50 个红外线测温仪等防疫
物资运到灵璧，全力支持家乡战疫情。

（孙莉）

桥头集打好卫生厕所“管护牌”
本报讯 近年来，肥东县桥头集

镇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坚持
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坚持
建管并重， 注重因地制宜、 科学引
导， 真正把这件好事办好、 实事办
实。目前，该镇已建成卫生厕所 4901
户，对 57 户问题户厕进行了整改。

三分建设，七分管理。 桥头集镇
建管并重，积极探索“一站两体系”，
做好农村改厕及后续管护。 该镇投
资 50 万元， 建成卫生厕所管护中
心，由第三方管护单位、改厕办、管
护站、智能化中心组成，联动管控、
密切合作、高效服务。 目前，该镇卫

生厕所管理人员共有 15 人，定期开
展厕所巡和卫生宣传， 完成维修任
务 1000 多次、 清掏任务 500 多次，
群众满意度达 99%。 目前，正在开展
“一户一档”档案整理工作。 对各村
（社区） 档案管理人员进行集中培
训，完善“一户一档”资料，以村（社
区）为单元对户厕进行五级编码，所
有户厕都有了“身份证”。

在粪污资源化利用方面， 该镇
鼓励引导农户自行清掏或互助清掏
粪污， 将三格化粪池处理发酵后的
粪液用来种植蔬菜、瓜果、苗木，就
地就近资源化利用， 既解决了清粪

难题，也为蔬果苗木提供了有机肥。
对不需要粪污的农户， 镇政府与安
徽开垦农业有限公司共建粪污资源
化利用示范点， 对农村厕所粪污进
行生物资源化处理， 让粪水资源全
部回归土地再利用， 减少化肥使用
量，逐步形成生态绿色循环体系，既
可节约农业企业的投入成本， 提高
农产品的品质， 又解决了农村厕所
粪污的出路问题，一举多得。 安徽开
垦农业有限公司的粪污资源化利用
设施，现已建成并投入使用，获得镇
奖补资金 15 万元。

（王赴朝 王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