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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厅关于报送自治区

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和自治区

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提案办理工作总结的函

自治区人民政府督察室：

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和自治区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

以来，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自治区十二届

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和自治区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提案办理工

作的通知》要求，自然资源厅认真落实各项承办建议提案，较好

地完成了年度交办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函告如下。

一、办理工作的基本情况

2021年，自然资源厅共收到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交办的自

治区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和自治区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

提案共计54件，其中建议16件（主办9件，协办7件，含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重点督办主办建议1件），提案38件（主办9件，协办29

件，含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重点督办协办提案5件）。总

办件量比上年下降14.81%，其中主办件下降21.73%，协办件基本

持平，主要集中在生态修复、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地质勘查与

矿业权管理等自然资源重点业务。从建议提案办理的被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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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A类27件，B类24件，C类3件，采纳率比上年提高6.46%；从办

结时间看，主办件和协办件分别于8月20日前和6月20日前完成，

全部早于规定时间；从报送情况看，所有答复意见均向建议（提

案）人、协办单位、政府督查室、代表联络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

会、提案委等同步反馈，并在对应系统中完成网上答复；从目前

代表（委员）书面反馈情况看，办理态度和办理结果满意率均为

100%。

二、主要经验和做法

自然资源厅党组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

理工作，以党史学习教育为重点，把办理建议提案作为接受代表

委员监督、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推动自然资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载体，通过制定详细工作方案，细化任务分工，逐级分层落实，

确保代表建议和委员提案办好办实办到位。

（一）沟通充分，确保任务分工合理。接到自治区政府办公

厅交办任务后，经厅主要领导批示，明确由厅督察处负责对上统

一领办和对内统一分办。厅督察处根据今年承办的建议提案内容、

涉及业务领域的权重及先后顺序，提出了承办预分工意见，经过

三个轮次的征求意见，在充分听取承办处室修改意见的基础上，

形成工作方案，提交厅党组会研究，有效地解决了因主办处室分

工不合理承办处室配合不到位导致的办件慢等问题。

（二）高位推动，明确承办责任机制。《自然资源厅关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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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和自治区政协十一届四次

会议提案办理工作方案》，经第21次厅党组会议审议后印发，“一

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亲自抓、综合部门统筹协调、业务处室包

抓落实”的“四级工作责任制”，确保了办件任务清、责任明，

标准统一，增强了承办处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较好地解决了承

办人对建议提案办理工作认识不到位等问题。

（三）明确标准，保证办件质量要求。工作方案明确了指导

思想，细化了任务分工，确定了办件流程，提出了工作要求，紧

扣领办分办、办理答复、复文报送、督导指导等重点环节，实行

办件全流程闭环式管理，较好地解决了因程序不清、流程不规范、

跟踪指导不及时导致的漏办件、迟办件、不规范办件等问题。

（四）灵活督导，高效利用网上系统。始终把提高建议提案

办理质量和效率作为工作重点，加强督查工作对“办件前、办件

中、办件后”的规范化指导。修改完善厅电子政务协同办公平台

督查督办系统，实现了从立项、督办、销号的动态监管。办件前，

督察处将承办件全部在厅督查督办系统立项，设定自动提醒办理

时间；办件中，及时为承办人答疑释惑，与人大、政协系统技术

人员沟通处理网络问题，定期督办承办处室办理进度；办件后，

在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办结时间要求基础上，预留厅内审核时间，

由承办处室在督查督办系统上传资料完成销号，督察处逐件检查

网上复文的完整性并统一寄送纸质复文，做到及时查缺补漏，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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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补牢，有效杜绝了问题办件的出现。

三、重点建议提案办理情况

第184号“关于解决沙坡头区压砂地生态修复治理和生态产

业可持续发展资金的建议”，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建议，

协办厅局为财政厅、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和草原局。

自然资源厅对此建议高度重视，与协办厅局共同推动，主要做了

以下工作：

（一）开展专项调研。3月底，自治区党委政研室会同党委

办公厅、农业农村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水利厅、林业

和草原局，组织专门力量，深入沙坡头区、中宁县、海原县、红

寺堡区实地调研，全面了解掌握中部干旱带压砂地总体布局、发

展历程、土地权属和生态影响，形成调研参考报自治区党委。4

月下旬，自然资源厅聘请中科院、中国农业大学、宁夏农科院等

专家联合调研中部干旱带压砂地生态问题，初步形成了《宁夏压

砂地调查与生态修复规划研究报告》。5月上旬，林业和草原局协

调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调研组来宁开展中部干旱

带压砂地退出及生态修复调研，着重研讨压砂地生态修复治理、

解决相关政策支持和技术难题，并形成《关于宁夏压砂地退耕与

生态修复的调研报告》，支持宁夏压砂地生态修复的政策意见已

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研究同意并报自然资源部研究。农业农村厅

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牵头制定了《宁夏中部干旱带压砂地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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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和生态修复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指导开展专家论证、

积极探索修复方案，多方征求意见建议，争取2022年对全区所有

压砂地实行全面退出，进行生态修复。科学技术厅组织邀请院士

团队开展了压砂种植对荒漠草原生态、土壤理化性质、病虫害发

生及防控影响研究，形成了《宁夏压砂种植对区域生态的影响研

究》总报告及三个研究报告，并就分类型有序退出压砂种植、逐

步恢复荒漠草原生态、争取相关政策资金支持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二）组织摸底调查。自然资源厅以2020年12月31日为时点，

以自治区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成果和高分辨

率遥感影像为基础，结合硒砂瓜产业用地现状，编制了自治区硒

砂瓜产业用地调查监测“一张底图”，并同步建立一年度上下半

年两个频次自治区特色产业用地监测机制，对硒砂瓜产业用地变

化情况进行系统监测，构建底数清楚、系统完整的“一套数据、

一张底版、一个平台”调查监测体系。农业农村厅结合压砂地种

植现状、区域特性、土地属性及水源条件，指导沙坡头区起草《压

砂地普查建档工作方案》，按照“一户一档”要求，逐宗、逐户

开展调查摸排压砂地基本情况，为系统谋划压砂地所在区域山系、

草原、农田、村庄的生态保护修复提供可靠数据支撑。

（三）争取国家政策。自然资源厅以“国土三调”成果为底

图，套合全区压砂地矢量数据，将其中涉及不稳定利用的31.24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拟纳入调出范围。目前，自然资源部正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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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基本农田核实整改补足试点，正在制定具体工作规则，待自

然资源部确定后，争取支持将压砂地涉及的31.24万亩永久基本农

田全部调出。农业农村厅结合耕地休耕轮作工作要求，向农业农

村部积极争取压砂地轮作休耕政策支持。林业和草原局主动对接

国家有关部委，争取将我区需要退耕的压砂地全部纳入“十四五”

退耕还林还草实施范围和其他生态建设项目。财政厅已制定森林

保险政策和支持枸杞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四）加大财政支持。自治区财政资金适当对中卫市及沙坡

头区给予倾斜支持，2021年上半年，自治区财政已拨付中卫市直

及沙坡头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5692万元、林业资金

7954万元。同时，财政厅明确农业、水利、林业等转移支付资金

可按照县区制定的统筹整合方案，在行业内、行业间统筹安排、

整合使用；对于退出的压砂地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现行退耕还林、

枸杞产业发展、植树造林、涉林贷款贴息等相关补助政策，支持

压砂地生态修复治理和生态产业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厅会同财

政厅研究起草了《自治区跨省域补充耕地资金分配使用管理办法》

并已提请自治区人民政府审定，将通过获得的新增耕地指标跨省

域交易资金，重点支持九大产业发展、十大工程建设、“四大提

升行动”实施，以及“三山”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等。

（五）加强工作指导。自然资源厅指导相关市县将压砂地纳

入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因地制宜合理确定规划用途，同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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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批准，建设黄河上游风沙区宁夏修复站，积极探索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政策路径，加强对压砂地退出修

复的研究，尽快形成一批高质量成果。农业农村厅制定了《压砂

地种植标准化技术指导方案》，提出压砂地可持续利用技术对策；

指导沙坡头区建设硒砂瓜集成示范基地和良种繁育基地，引导群

众科学种植、绿色种植。各相关部门加强政策宣传引导，指导沙

坡头区、中宁县、海原县、红寺堡区、青铜峡市做好接续产业发

展工作，引导瓜农有序退出压砂地种植，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

2021年已退出压砂地54.58万亩，其中沙坡头区退出22.51万亩。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2021 年 9 月 1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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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