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河北自然资源

“三调”主要数据成果公布

我省保质保量完成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任务
近日，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以下简称“三调办”）、省自然资源厅、省统
计局联合印发《河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
要数据公报》，公开发布了我省以 2019 年 12 月
31日为标准时点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
简称“三调”）数据成果，全面查清了我省国土利
用状况，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国土调查数据库。

数据显示，全省林地 9638.02 万亩、种植园
用地 1508.80 万亩，较“二调”时分别净增加
2690.00万亩和 199.29万亩，林园地所占比例由

“二调”时的 29.20%上升至 39.40%，生态文明建
设成效明显。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
耕地红线，全省耕地面积 9051.26 万亩，能够完
成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目标和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任务。全省“三调”建设用地3542.16万亩，比

“二调”时增加 629.84 万亩，有力保障了国家重
大战略实施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

为做好这次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查实查
清土地资源，我省自然资源系统牢固树立实事
求是的调查理念，认真抓好组织管理，不折不扣
落实经费、人员和技术承担单位。三年多来，省、
市、县各级“三调办”不断加强专职人员力量，累
计投入8000多名调查人员，认真做好“三调”监
督管理，全程跟踪调查进度和成果质量，严格按
照国家和自治区技术规程，认真执行相关技术
要求和规定动作，确保了调查数据的真实准确。

加强组织领导

成员单位密切协作实施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三调”工作，印发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
查的通知》，成立以主管副省长为组长、10个部
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
自然资源厅。同时，13个市（含定州、辛集市）、雄
安新区管委会和 169 个县（市、区）均组建了调
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全省形成了政府统一
领导、各级三调办具体负责、各部门密切协作的
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调查工作顺利开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三调”启动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在市县人民政府、省“三调”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省发改委、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生态环
境厅、省住建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统
计局、省林草局）的大力支持和协同配合下，在
全省各级调查机构和调查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我省积极克服机构改革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困难，圆满完成了各项调查任务。

严格质量控制

确保“三调”数据真实准确

“三调”是基础国情国力“摸家底”，容不得半
点含糊。真实性是调查的生命线。按照“国家统一
制作底图，地方实地调查、地类在线举证，省级全
面检查、严控成果质量，国家核查验收、统一分发
成果”模式，全面使用优于1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
影像作为调查底图，运用移动互联定位、无人机
等先进技术手段，创新“国土调查云”在线举证核
查方式，全流程严格质量管控，经过国家级4轮检
查、2轮“互联网+”在线核查、4轮专项督察，省级
4轮集中审查，汇集了1085.07万个调查图斑，确
保了“三调”数据真实准确。

挑选调查队伍上，省“三调办”积极指导市
县优选调查队伍，从源头上严把“三调”技术门
槛，选取实力强、信誉好、有经验的单位，实现作
业队伍技术、管理、质量、进度可控。强化培训指
导，严格持证上岗，先后分4批对3123名管理和
技术骨干进行了业务技术培训。

调查过程中，建立了过程质量监督与监理
机制，全流程做好检查记录，及时发现、纠正调
查过程中的操作不规范、程序不到位等问题。压
实地方政府调查主体责任，制定《河北省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十不准”》，严禁弄虚作假，
一经发现严肃追责问责。

成果审核时，在严格落实县级自查、市级检
查和省级核查制度基础上，增设了省级成果复
检环节。组织 5 家单位投入 193 名核查人员，对
县级调查成果进行“逐图斑”核查。在国家自然
资源督察机构对我省“三调”成果进行的4轮专
项督察中均未发现突出问题，调查成果差错率
低于国家要求和全国平均水平。

创新工作方式

努力提高调查工作效率

我省“三调”立足支撑生态文明建设、服
务自然资源统一管理，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将

“土地调查”调整为“国土调查”。和以往的土
地调查相比，“三调”在调查内容、技术方
法、组织模式等方面都有较大的调整和提升。

适应新要求，丰富了调查内容。“三调”
调查分类与规划等用地分类更加融合，调查内
容更加全面。“三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零米
等深线，重新明确了林草分类标准，增加了对耕
地种植类型的调查，对河道、湖区、林区、牧区范
围内的耕地以及沙荒耕地等内容进行了细化，
将城镇村内部建设用地类型进行了细分，与规
划分类进行了衔接，并将“湿地”列为一级地
类。调查掌握了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情
况，把耕地变为其他农用地的情况，按恢复耕
种的难易程度进行了区分和标注。

运用新技术，提高了调查数据精度。“三
调”在遥感、卫星定位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常规
调查技术基础上，集成了云计算、无人机等新
技术，全面采用优于1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影
像 （“二调”时是 2～5 米分辨率的影像）。

“三调”将建设用地和设施农用地图斑的最小
上图面积标准从“二调”时的400平方米提高
到 200 平方米，耕地等农用地图斑从 600 平方
米提高到400平方米，其他地类图斑精度也有
相应提升。

建立新机制，提升了调查工作效能。建立
并全面应用了“互联网+调查”机制，通过全国统
一的“国土调查云”平台，实现了外业调查、内业
核查、数据建库等工作的上下联动、远程对接和
实时印证。外业调查中，同步拍摄实地照片，全
面反映地块全貌和利用特征，照片具有坐标、方
位角和时间等信息，通过云平台实时上传、比
对、校核。“互联网+调查”机制的应用，有力
支撑了调查效能提升,特别是有效克服了新冠
肺炎疫情造成的外业核查困难。

坚持全程质量管控，强化核查指导，确保

调查数据真实准确。“三调”成果质量控制实
行“国家总体把控，省级全面把关，市县
100%检查”，每一阶段成果检查合格后才能转
入下一阶段，只有检查合格的数据才能建库逐
级上交。在国家组织 4 轮检查、2 轮“互联
网+”在线核查、4 轮专项督察的同时，省级
进行了4轮集中审查，并对重点县区进行跟踪
督导，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了调查成果
质量和工作进度。

取得丰硕成果

全面掌握全省主要地类数据

根据《公报》，全省主要地类数据如下：
（一）耕地 9051.26 万亩。其中，水田 145.65

万亩，占1.61%；水浇地5807.60万亩，占64.16%；
旱地 3098.01 万亩，占 34.23%。我省耕地主要分
布在平原区和坝上地区，张家口、沧州、保定三
市耕地面积较大，占全省的40%。水田主要分布
于滦河下游地区，75%的水田分布在唐山市；水
浇地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40%的水浇地分布在
保定、邢台、衡水三市；旱地主要分布在坝上地
区、冀西北间山盆地区和沿海平原区，63%的旱
地分布在张家口、承德、沧州三市。

（二）园地1508.80万亩。其中，果园1462.25万
亩，占96.92%；其他园地46.51万亩，占3.08%；另有
茶园0.03万亩。园地主要分布在我省北方地区，唐
山、承德、张家口三市的园地面积较大，占44%。

（三）林地9638.02万亩。林地主要分布在承
德、张家口、保定三市，占全省的 74%。51%的乔
木林地分布在承德市，68%的灌木林地分布在承
德、张家口二市，63%的其他林地分布在承德、张
家口、保定三市。

（四）草地2920.89万亩。草地主要分布在张
家口、承德、保定三市，占全省的84%。

（五）湿地 214.05 万亩。湿地是“三调”新增
的一级地类，包括7个二级地类。湿地主要分布
在唐山、沧州、张家口、承德四市，占全省的80%。

（六）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3154.38 万亩。唐
山、保定、沧州三市城镇村及工矿用地面积较
大，占全省的42%。

（七）交通运输用地610.69万亩。张家口、沧
州、保定、唐山四市交通运输用地面积较大，占
全省的48%。

（八）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856.60万亩。

用好“三调”成果

持续加强和改进工作

“三调”是对国土利用状况的一次全面调
查，数据成果反映了我省在生态建设、耕地保
护、节约用地等方面的一些实际情况，我省自
然资源部门将按照有关要求，用好“三调”成
果，采取针对措施，持续加强和改进工作。

一是推进“三调”数据成果应用。强化
“三调”成果是法定数据、唯一底版的地位，
是编制全省国土空间规划和各类相关专项规划
的统一基数、统一底图。根据不同的管理需
要，制作提供给各有关部门共享使用的“三
调”成果数据库，切实发挥调查成果的基础性
作用，推动“三调”成果广泛应用。

二是深化完善国土空间规划成果。以“三
调”成果为基础，深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
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成果，指导各地进一步
摸清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
边界划定的底数，科学有序布局农业、生态、
城镇等功能空间，高质量完成全省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工作。

三是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加强耕地
用途管制，严格控制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和林
地、种植园用地等其他农用地，严禁违规占用
耕地绿化造林，严禁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严
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严禁占用永久基本
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
非农建设，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坚决遏制
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

四是推进土地节约集约高效利用。落实最
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严格建设用地总量和强
度管控。推进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盘活利用工
作。强化土地使用标准，完善产业、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领域建设用地使用标准，全面提
升各类开发区节约集约用地水平。大力推广节
地技术，培育新型节地模式和节约用地典型，
发挥好示范和引领作用，全面提高建设用地节
约集约利用水平。

五是强化执法监管。结合农村乱占耕地建
房专项整治、“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回头
看”和土地卫片执法等工作，对各类新增违法
用地情况进行追踪监测，实现省、市、县、乡
四级联动。加强土地执法日常监管，强化源头
管控，从严查处违法占用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
行为，维护土地管理秩序。

（王爽、程新、苗晓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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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香港良政善治新格局
人民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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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一届立法会议员顺利产生

翻开“爱国者治港”崭新一页
外交部驻港公署

会和新一届立法会衷诚
合作,共同推动香港发展经济，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中联办 香港各界
祝贺香港特区第七届立

法会选举圆满结束 香港特色
民主迈上新台阶

新选制重塑立法会新面
貌、“五光十色”共绘香港特色
民主新篇章

林郑月娥
期望新一届立法会与特

区政府共同为香港谋发展，为
市民谋幸福

12月1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
会选举顺利举行。这是香港完善选举制度之
后举行的首场立法会选举，选举依法举行、过
程平稳有序、结果合法有效。选举的圆满成
功，充分展现了“一国两制”下香港特色民主
制度的强大活力，对于全面落实“爱国者治
港”原则，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持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发展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塑造香
港良政善治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次立法会选举，共有153名候选人竞选
90个席位，他们积极走访选民、摆设街站、参加
竞选论坛，通过比专长、比政纲、比理念、比承
担、比贡献等体现责任担当的多种方式，努力争
取选民支持。登记选民积极参与、依法行使选
举权，投下的不仅仅是个人的选票，更是对“一
国两制”的坚定信心、对国家富强昌盛的美好希

望、对香港繁荣稳定的共同心愿。在新选举制
度保障下，立法会选举回归选贤与能、为民做事
的初心，减少了泛政治化的无谓纷争和社会内
耗，有利于培育良性竞争、理性建设的选举文
化，为香港建立行政立法良好关系打下坚实基
础，展现了香港民众团结一心、爱国爱港的和谐
风貌，展示出香港社会充满希望的崭新气象。

这次立法会选举，彰显了新选举制度的进
步性优越性，在香港特色民主发展道路上迈出
了新的重要一步。新选举制度下的立法会选举
吸引了众多优秀人才参选，参选者多元化的背
景可谓前所未有；候选人来自不同的政治团体、
政治派别，代表不同的政治光谱，持有不同的政
治理念和抱负，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体现了新
选举制度的最大开放包容程度；新选举制度将
立法会议席分为三大板块，组成结构得到优化，

使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均有代表参与立法机
关，从而确保了政治参与的均衡度，也确保了利
益兼顾，更能反映香港民意，也更符合香港实
际；全部90个席位都有竞争，竞选活动更加理
性、公平、有序，更加注重民生和发展议题，更加
注重参选人的能力和素质展示。实践充分证明
并将继续证明，新选举制度具有广泛代表性、政
治包容性、均衡参与性、公平竞争性，是符合香
港实际情况的好制度，是促进香港民主健康发
展的好制度，是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和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有机结合的好制
度，是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好制度。

“爱国者治港”是具有多样性的，参与面很
宽、舞台很大。在拥护“一国两制”方针、效忠中
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遵守宪法和
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的大前提下，只要善于在治

港实践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善于破
解香港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善于为民众
办实事、善于团结方方面面的力量、善于履职尽
责，都有参与的机会，都可以成为治港者。进入
特别行政区管治架构的人必须是爱国爱港者，绝
不容许任何一个反中乱港分子通过任何途径和
方式混进特别行政区管治架构。当前，体现“爱
国者治港”原则要求的全新的选举委员会和新一
届立法会都已顺利产生。对新选举制度下产生
的治港者，广大市民期待很高，各方面都很关注，
希望他们履行好职责使命，展现出新气象新风
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工作的实际成效来赢
得广大市民的认可，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香港的民主发展，要靠广大港人积极参与
去推动；香港的良政善治，要靠广大港人共担责
任去创造。我们相信，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
鼎力支持下，在新选举制度保障下，香港的民主
必将稳健向前发展，政府治理效能必将不断提
高，香港一定能够集中精力破解深层次矛盾与
问题，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据新华社香港 12月 20日电（记者牛
琪、赵丹平）20 日 10 时许，随着功能界别最
后一位当选人顺利产生，香港特区第七届立
法会选举结果全部揭晓。经过激烈比拼顺
利当选的90名议员，将在香港由乱到治、由
治及兴的重大转折点加入特区管治团队，在

“爱国者治港”旗帜下整装待发。
经过约12个小时点算，由选举委员会选

举的议员40人、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30人和
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20人全部得到确认。

这是完善特区选举制度后，香港第二场
重要选举实践。新选制下，立法会议席从
70 席增至 90 席，选委会选举、功能团体选
举、分区直选三种方式产生议员的制度设
计，确保立法会既能代表各界别、各地区利
益，又能更好代表香港整体利益。新选制的
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参与性和公

平竞争性得以充分体现。
“特区第七届立法会换届选举是完善特

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后的一
场重要选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选举投票结束后发表声明说，新一届特区
立法会将可切实提升特区管治效能，为良政
善治开启新篇章。

2022 年香港将迎来回归祖国 25 周年。
新年伊始，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将走马上任，
翻开“爱国者治港”崭新一页。

据新华社香港12月20日电（记者查文
晔）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
公室 20 日发表声明，对香港特区第七届立
法会选举圆满结束，90 名新一届立法会议
员顺利产生，表示热烈祝贺。这次选举再次
彰显了新选制的进步性优越性，是对“爱国
者治港”原则的进一步落实，是有香港特色

民主的一次成功实践。
据新华社香港12月20日电（记者孔维

一）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于 12 月 19
日圆满结束，90 名新一届立法会议员经过
激烈角逐顺利产生，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发言人对此表示热烈祝贺。此次选举是在
香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关键时期举行的一
次十分重要的选举，对落实“爱国者治港”
原则有重要里程碑意义。选举迈出了香港
特色民主发展道路的一大步，开启了特区良
政善治、“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新篇章，将
为香港各界精诚合作共创美好未来按下“快
进键”！

发言人指出，此次立法会选举公平、公
正、公开、安全、廉洁，选民的各项民主权利
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彰显特区新选举制度
的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参与性和

公平竞争性，有力证明新选制下的立法会不
是“单声道”，而是“立体声”，“爱国者治港”
不是清一色，而是五光十色。选举有效重塑
香港选举文化，得到香港社会各界广泛支持
和拥护，将有利于香港走出“泛政治化泥
沼”，发展符合香港实际的高质量民主。

据新华社香港12月20日电（记者刘明
洋）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结果 20 日
上午全部揭晓。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当日会见传媒时表示，会和新一届立法会
衷诚合作，共同推动香港发展经济，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致力改善民生，建设香港。

据新华社香港 12月 20日电（记者王
茜）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及各界人士 20
日对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圆满结束
表示祝贺。他们期望新一届立法会与特区
政府共同为香港谋发展，为市民谋幸福。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20日发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
民主发展》白皮书，全面回顾香港特别行政
区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历程，进一步阐明中
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的原则
立场。

白皮书指出，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
之下没有民主可言。中国政府对香港恢
复行使主权，实行“一国两制”方针，创建
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制度，并在实
践中支持其不断发展完善。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政府建立发展香港民主的决心、
诚意以及付出的巨大努力一以贯之，有
目共睹。

白皮书说，近年来，反中乱港势力以夺
取特区管治权、实施“颜色革命”为目的，挑
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冲击特区宪制秩
序，破坏香港法治，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损
害香港繁荣稳定的各种活动。事实一再表
明，反中乱港势力及其背后的外部敌对势
力是阻碍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向前发展的
罪魁祸首。

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
审时度势，作出健全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
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完善同宪法
和基本法实施相关制度机制的重大决策，
推动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完善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制度，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
原则。这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推动香
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推动香
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重新回到正确
轨道。

白皮书指出，发展完善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民主，对保障香港居民民主权利、实现
良政善治、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
久安具有重大意义。“一国两制”为香港特
别行政区民主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确保

“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继续推动香港
民主发展，必须坚决贯彻落实“爱国者治
港”原则。必须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和基
本法，切合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历史等条件，探索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发
展道路。

白皮书说，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伟大创举，“一国两
制”在香港的实践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显现出强大生命力和制度韧
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有信心、有智慧、有能力，既把实行社
会主义制度的内地管理好、建设好，也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
管理好、建设好，并把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的民主建设
好、发展好。

白皮书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正迎
来拨乱反正、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一个
政治民主、法治健全、自由开放、包容和
谐、繁荣稳定、胸怀祖国、面向世界的香
港必将更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一国
两 制 ”在 香 港 的 实 践 必 将 取 得 更 大
成功。 扫码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