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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巩固固提提升升全全国国文文明明城城市市

共共建建共共享享和和谐谐幸幸福福铜铜川川

铜铜 川川 日日 报报 社社   宣宣

        张张红红  摄摄

●铜川市耀州区国有柳林林场杏树坪工区在中国工商银行铜

川崔家沟支行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7920000292901）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铜川市王益区王家河街道办王家河村扶贫互助协会在铜川

市王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王家河信用社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7920001684901）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 陕 西 九 洲 五 洋 置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公 章（ 编 码 ：

6102020024071）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铜川柏芮尔昊工贸有限公司公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铜川市长红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码：

6102990018360）、原法人李艳玲名章（编码：6102990018359）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赵满宏于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与原铜川市新区土地管

理局签订的<用地协议>原件一份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努文木
仁乡新民村村民王士宽的2024年，是从住
新房开始的。他从元旦前就忙着搬家，终
于在新年伊始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和
王士宽一家一同喜迁新居的，还有新民村
的288户村民。得益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政策的实施，村民们过上了“出门种
地，回家住楼”的新生活。
　　扎赉特旗是全国产粮大县，拥有广袤的
黑土地。为提高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效
率，当地探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路径，
将闲置、荒废的农村建设用地进行调整，一部
分建设为现代化居住区及配套设施，其余部
分复垦为耕地，形成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交易指标在国家平台上进行交易。
　　2022年，新民村被确定为扎赉特旗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试点村，当地将
三个分散的村屯集中起来，共整理出集体
建设用地1104亩，其中200余亩用于建设居
住区、养殖区、基础设施配套区等，861亩复
垦后变成高标准农田。努文木仁乡党委书
记徐振国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
的实施，不仅使新民村的耕地得新增、集体
得收益、群众得实惠，还为发展现代农业盘
活了土地资源。”
　　告别住了大半辈子的瓦房，住进有暖
气、有电梯的楼房，王士宽乐得合不拢嘴。

“以前一开门，嗖一下冷风就进来了，如今
再也不用烧柴取暖了。”站在明亮的窗前，
王士宽指着东南方向告诉记者：“我家的地
就在那边，住上楼房也不耽误去种地，政府
还要在小区旁边盖棚舍，到了秋天家里的

牛羊也能‘住新房’了。”王士宽又指着小区
内一处建筑说：“这是村里的幼儿园，拆迁
前村里没有幼儿园，现在娃娃们在小区就
能上幼儿园了。”
　　“我们在建设安置小区时，充分考虑了
群众的现实需求。”徐振国说，村里几乎家
家都要腌酸菜，酸菜缸不方便搬到楼上，我
们就为每户建了10平方米的小仓房，村民
们都习惯种菜园子，我们将40亩预留建设
用地改造成菜园子，每家分一块去种菜。
　　一些村民还成了小区里的物业人员，
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60岁的杨维成成了
小区门卫，他说：“现在小区物业有20多个
人，都是本村的，有的像我一样年纪大了，
有的是身体不太好，都干不了种地的体力
活，在小区里看看大门、扫扫卫生，活不累
还能挣点钱。”随着安置小区配套设施的完
善和临街门市房的投用，将有更多村民实
现家门口就业。
　　徐振国说，新民村“腾”出的耕地，指标
虽然在国家平台上交易了，但使用权还归
村集体所有，村里可以发展现代农业，从而
增加村集体收入，后续为村民补贴物业费、
取暖费。
　　据了解，扎赉特旗在2023年通过实施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共复垦耕地
7000余亩。扎赉特旗副旗长刘国民说，项
目实施扩展生产空间、改善生态空间、提升
生活质量，下一步要继续挖潜全旗范围内

“空心村”，有序拓展推动土地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有效提升粮食产能。
     （新华社呼和浩特1月5日电）

内蒙古扎赉特旗：

算好土地节约账 村民故土住新房
新华社记者 魏婧宇

　　“潼渚正朝着我理想中的新农村模样转
变。”2019年，从城里搬回村庄居住的杨祖良
夫妇，每天傍晚都会绕着村庄散步一圈，村
庄近年来的点滴变化，他们都看在眼里。
　　“河水清澈了，村道铺上了柏油，安装了
路灯，广场、公园、咖啡馆这些城里的设施，
现在村里也有了。”杨祖良说，“潼渚本来就
美，如今更美。”
　　潼渚是江苏无锡宜兴市新街街道的一
个自然村落，地处宜南山区边缘，一条小河
将村庄一分为二，四周农田环绕，远山从三
面拥抱村庄。
　　“潼渚生态本底好，经济上却一直是相
对薄弱村。”潼渚村党总支部书记蒋振说，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村民外流，河水污浊，
垃圾遍地，村庄建设滞后。”
　　2019年，宜兴入选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
验区，推出一系列城乡共建创新举措，特别
是3个国家级园区与9个属地镇街一体化运
行，为潼渚发展带来机遇。近年来，潼渚陆
续获得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数千万元
的投入，许多环保“黑科技”被应用于村庄环
境整治，生态本底进一步恢复。
　　走进村庄，记者看到，这里的农田都被

一层“过滤墙”环绕，所有灌溉用水都要经过
滤才能排入河流；池塘、河流里都种有水草，
形成“水下森林”，水面上还有打捞机器人巡
游，落叶等漂浮物均被打捞集中处理；村庄

“环境管家”平台上，各家厨余垃圾、易腐垃
圾处置和化粪池清掏、公厕保洁等情况一目
了然。
　　整治后的潼渚村容村貌获得较大提升，
山青水绿、鱼翔浅底的环境又回来了。远有
山、近有田，清澈见底的河水，平整宽敞的道
路，粉墙黛瓦、错落有致的农房，处处是景，
吸引大量游客来到这里休闲、旅拍，村庄的
美景照片、风光短视频随之在网络平台传
播，生态“网红村”渐成。
　　村两委乘势而上，积极争取资金，修建
公园、广场，道路修缮，电线电缆入地，土地
100%流转，实现机械化规模化种植，收回部
分闲置宅基地和农房，筹建民宿、农家乐、咖
啡馆、电商基地，挖掘文化资源，进一步推进
农文旅融合发展。
　　如今的潼渚，春有油菜花，秋有粉黛乱
子草，夏看麦浪翻滚，冬可围炉煮茶，还不定
时举办“乡村大集”，先后获评“江苏省特色
田园乡村”“江苏省生态宜居美丽示范村”。

　　宜兴农村面积占市域面积的四分之三，
农村人口占总人口近三分之一。入选国家
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以来，这里许多农村和
潼渚一样，或以生态修复为切入点，或以产
业融合为抓手，正逐步推进乡村振兴。
　　宜兴市委书记封晓春说，截至目前，宜
兴累计创成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23个，阳羡
溪山、隐龙谷、窑湖小镇等一批重大城乡融
合典型项目相继建成，还有在建百亿级旅游
项目2个、超亿元旅游项目近20个。
　　生态修复，产业振兴，一些原来离开村
庄的村民又回来了。今年46岁的徐志刚在
城里有房有产业，却重修老家房屋，搬回来
居住。蒋振感慨，以前组织村民开会，绝大
多数是60岁以上的老人，现在年轻人渐渐多
起来了。
　　领着记者来到新房二楼，徐志刚指着窗
外说：“无需修饰，窗外就是一幅水墨山水。”
杨祖良说：“潼渚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退休后
我要为村庄发展贡献力量。”
　　离开潼渚时，落日余晖铺满远处山峦。
满天霞光之下，这个小村的振兴图景正徐徐
展开。
       （新华社南京1月4日电）

潼渚村的生态“蝶变”
新华社记者 朱国亮 古一平

　　新华社银川1月5日电 （记者 邹欣媛）记者从宁夏回族
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宁夏将大力推进“四水四定”方案落地，横
向联结自治区多部门，纵向贯通区市县乡村，从政策、路径、管理、
改革等多方“发力”，系统研究、细化实化，精打细算用好黄河水。
　　为使“四水四定”落到实处，宁夏将健全重点涉水领域标准体
系，组织修订完善自治区行业用水定额，制定宾馆、餐饮等节水型
载体评价标准，建立健全覆盖农业、工业、服务业和城乡生活的用
水定额和载体评价标准体系，更新完善以往空缺的行业定额，切
实发挥节水标准在论证评价、节水改造等方面的约束作用。
　　同时，宁夏强化约束，严格项目准入管控、水资源超载超采管控
和取用水管控；持续节水控水，严控农业用水总量和灌溉面积增长，
2024年新增节水型灌区2个，新增高效节灌面积50万亩；深化用水权
改革，建立健全用水权收储、交易、收益分配和监管机制，引导国有
企业、经营机构、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用水权收储、交易、抵押、贷款
等，探索建立用水权交易激励机制和风险防控制度。
　　宁夏2023年出台《“四水四定”实施方案》，明确取水和耗水总
量、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农业灌溉面积、城
镇开发边界等22个主要指标，进一步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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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推进“四水四定”方案用好黄河水

　　新华社济南1月5日电 （记者 陈国峰）记者从国网山东省
电力公司获悉，截至2023年底，山东电力累计建成充电站2373座、
充电桩1.6万余台，实现充电站“县县全覆盖”，乡镇覆盖率超过
70%。
　　山东电力响应新能源汽车下乡政策，2023年投资超90亿元用
于低压配网建设，目前全省居民户均配变容量达到3.31千伏安，为
城乡公共充电设施建设和居民充电桩安装提供有力支撑。
　　针对乡镇充电设施建设投资回收难、周期长等实际，山东电力
充分利用乡镇供电所、服务站、变电站，以及乡村便民服务中心等场
地资源，积极布局公共充电站，2023年建成公共充电桩2600余台。
　　在服务居民充电桩报装方面，山东电力持续精简个人报装证
明材料，免除自然村、房前屋后产权证明等资料，开通乡村报装绿
色通道，并积极推广线上报装渠道，实现居民安装充电桩“一次不
跑”。例如，莱芜供电公司与新建小区开发商、物业公司签订充电
桩报装协议，共享报装信息，受理小区业主发起的充电桩报装申请
后，1个工作日内即可装表接电。
　　据介绍，截至2023年底，山东电力累计完成城乡居民充电桩报
装41.8万户，较2022年底增长151.42%。其中，农村居民充电桩报装
累计9.29万户，较2022年底增长222.57%。

山东电力实现充电站“县县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