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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海南加快推进农垦改革的“后半篇文章”——垦地融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与农垦垦区深度交
融，作为全省垦地融合发展三个试点县之一，琼中切实扛起责任担当，出台了垦地融合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与
海垦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大力改善垦区住房条件为抓手，全面推进垦地融合工作，取得了系列成果，地
方高质量发展与垦区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步伐稳步向前。

强化党的组织建设
扛起改革责任担当

推进垦地融合，持续加强农垦居
党的建设是引领农垦居高质量发展的
政治保证。琼中县域现有10个居，共
成立10个居党总支，实现居的全覆盖；
从2022年开始，还打造10个居党群服
务中心，统一标识挂牌，进一步筑牢基
层战斗堡垒。

2022年以来，琼中持续开展整顿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居“两委”班子换
届“回头看”及届中分析等行动，并以此
作为增强基层组织班子创造力、凝聚力
和战斗力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由县
党政领导分片区负责，全方位回访调研
10个居“两委”班子运行和干部履职尽
责情况，增强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

提升干部队伍综合能力是为推进
垦地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的
根本。琼中将居“两委”干部队伍纳入
全县干部教育培训计划，努力提升农
垦居干部队伍综合能力；将全县10个
居的79名居“两委”干部纳入跟班学习
范围，组织居“两委”干部轮流到乡镇
党建办、乡村振兴办、农业服务中心、
社会服务中心等重要部门跟班实训，
由乡镇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一对一”结
对帮带，为期至少2个月，全面提升居

“两委”干部、居小组干部履职尽责和
工作实践能力。

垦地融合是一项改革性任务，需
要统筹协调推进。琼中建立垦地融合
发展联席会议机制，推动落实垦地融
合发展试点各项工作，研究并解决垦
地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此外，琼中
还建立投融资平台载体，由海垦集团
和琼中分别成立垦地融合公司，承担
民生改善和垦地融合发展试点各项具
体任务的组织落实。

加强产业融合 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格局B
垦地融合的关键是产业融合，产业

则与土地密不可分。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工作是垦地融合里的一项基础性工
作，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可以有效
把资源整合盘活，农垦居的职工搬出平
房住进楼房，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的
同时，整合出的优质农田和成片的建设
用地，还可以用来发展生产、引进产业，
解决后续发展问题。

在稳妥有序推进黎母山镇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中，琼中摸清

67.44万亩试点地区基本情况，确定了
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生态修复
及历史文化保护、资金平衡分析、产业
导入、实施计划等事宜。

比如，结合黎母山镇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试点项目，同步谋划黎母山热带雨
林公园入口社区、母山咖啡文创体验
区、金椰农苑农旅康养综合体、握岱村
耀天农旅综合体等产业项目，预计总投
资15亿元左右。

垦地融合项目和产业谋划包装

同步开展，琼中不断先行先试。为
切实解决垦区民生等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等问题，琼中以申报专项债权
资金支持为导向，加大项目包装，积
极对接相关部门争取支持指导，邀
请海南银行共同做好项目包装，将
小型零散项目统筹整合、打包捆绑，
初 步 形 成 重 点 项 目 8 宗、总 投 资
13.95 亿元，预计可申请 11.1 亿元专
项债券资金支持，将有效保障垦地
融合项目的开展。

琼中乌石农场试点
多样化搬迁安置

作为全省垦地民生改善和垦地融合发展
试点之一，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与海南农垦
乌石农场公司积极对接，通过摸清垦区群众
住房底数，实行多渠道搬迁安置，推动垦区民
生改善和垦地融合发展，探索出一条可复制、
可推广的搬迁安置工作经验。

摸底排查，探索新模式

琼中探索实行“以房找人”模式，用以全
面摸清垦区居民住房底数情况。琼中安排各
乡镇联合乌石农场公司，对乌石农场9个分
场330个生产队进行入户调查，填录海南省
垦区房屋安全信息排查表及海南省垦区房屋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台账，排查房屋总幢
数7738栋。

同时经过3轮调查摸底，琼中摸清了乌
石农场1队中心居民点共有171户507人，
房屋418栋占地面积21865平方米，其中产
权归农场（海胶）的房屋占地面积7250平
方米，产权归个人的房屋占地面积 14615
平方米。

针对选定的试点范围开展调查研究，确
定生产队聚集空间优化方案。场部3—5公
里范围内的生产队搬迁安置在场部，并综合
考量生产队空心化程度、人口年龄分布、生产
生活需求、交通区位等客观条件，谋定“1+N”
聚集空间优化方案，以一个相对成熟繁荣的
生产队或场部为中心居民点，就近搬迁撤并
N个空心化、老龄化的生产队。

作为垦地融合发展先行试点区域，乌石
农场1队采取“1+5”相对集中的安置模式，
即以乌石农场1队和乌石场部为安置点，结
合职工群众意愿，搬迁撤并5个建制队。经
调查，有搬迁意愿的共计134户，其中21户
选择乌石1队，100户选择乌石分场场部，
13户选择琼中县城，且都可接受统建上楼
安置方式。

精准化施策，多样化安置

琼中结合乌石农场试点的生产队特征、
群众需求与意愿，制定了《乌石农场1队中心
居民点撤并搬迁安置实施方案》《乘坡居16
队搬迁安置实施方案》和《乘坡居25队“一户
一宅”搬迁安置实施方案》等多样化搬迁安置
方案。

推进乌石农场集中居住、生产队合并
和场部老旧小区改造，对撤并及废弃的原
居民点拆除并复垦复绿，引导居民优先向
乡镇和场部以及中心居民点集中安置。以
货币补贴退出为主，对没有住房需求的群
众采取货币安置方式。在改造生产队中采
用翻新改造、统一建设相结合的模式开展，
根据实际情况以翻新改造与统一建设为
主，引导已无生产经营活动的群众向场部、
城镇集中，或到县城购买安居房。结合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分批有序推进垦区老旧
房屋集中连片区域整体改造。对靠近农场
场部或镇墟区域的生产队，以统建安置房
或保障性住房为主要方式解决职工群众居
住问题，计划通过在县城统一建设一批安
居型住房，逐步构建以乡镇和场部为主、居
民点为辅的居住格局。

（本版撰文/解楷）

先行试点改善住房条件 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C
有了党组织，就有了引领，为解决

垦地融合发展工作中的问题提供了有
力支撑。为解决垦区群众期盼的住房
问题，琼中稳步推进垦地融合和民生改
善试点区住房保障工作。明确时间表，
对试点住房保障工作的实施步骤、单位
职责分工作出具体安排。

琼中制定“1+N”生产队撤并腾挪
方案，对空心化、房屋老旧破败、基础设
施落后的生产队进行撤并，居民进行集
中安置。集中安置后的各连队腾出来
的建设用地将进行复耕复垦，待验收通
过后，将建设用地指标挂牌公开交易，
通过“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在全省范围
交易。

为推动垦区房屋安全隐患排查，
琼中对农场公司原有9个分场330个
生产队开展入户调查，摸底各生产队
房屋建造年代、结构类型、建造方式、

房屋结构安全、使用安全、地质和周边
环境安全等情况，计划将现有的生产
队合并为73个居民点，涉及搬迁6704
户18270人。

截至目前，琼中已完成乌石农场
9 个分场 330 个生产队房屋入户调
查，排查房屋总幢数7738栋，初判存
在安全隐患的垦区老旧房屋总数
2058栋。

乌石农场垦区群众数量大，改造
需求迫切，琼中选定将乌石农场1队
作为垦地融合发展先行试点区域及撤
并搬迁试点单位，结合乌石农场试点
生产队特征，琼中研究提出多样化的
搬迁安置思路，即对撤并及废弃的原
居民点拆除并复垦复绿，引导居民优
先向乡镇、农场场部以及中心居民点
集中，对靠近农场场部或镇墟区域的，
采取以统建上楼安置房为主要方式解

决职工群众居住和改善住房条件问
题，对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贫困垦区
群众通过建设一批公租房等保障性住
房解决住房难题。

乌石农场1队搬迁项目一期主要
建设24套安置房；场部安置房项目规
划占地面积13亩，总建筑面积12960
平方米，项目二期主要建设108套安
置房，两处集中安置居民点项目总投
资超6000万元。

琼中还开展垦区详规编制工作，
截至目前，“机器编规划”技术单位已
进场编制，黎母山镇全域全要素详细
规划已形成初步成果。330个连队，
计划撤并为73个中心居民点，分三批
开展编制。与此同时，按照“急用先
批”的原则，琼中正在组织技术单位开
展20个居民点规划编制，形成了初步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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