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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委员、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田文：

提升农村住房建设品质 让农户住得更好更安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提升

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
提升农村住房建设品质是回应农民

群众期盼、存续农村“乡愁”、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的重要举措。具体如何做？
省政协委员，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
厅长田文带来了相关提案。

现实问题：
农房风貌杂乱无序、功能布局不合理

四川省农村人口多，全省每年新建、
改扩建农村住房约10万户，量大面广，
情况复杂。同时，四川地震等自然灾害
多发频发，对农村住房质量安全和抗震
防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田文告诉记者：“近年来，省市县相
关部门切实加大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力
度，农民居住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农村住
房质量安全水平得到一定提升，但在农
村住房建设管理体系、农房建设风貌管
控、乡村建设工匠培训管理等方面仍然
存在一些问题。”

田文介绍，四川部分农房建设延续
了千百年来“亲帮亲、邻帮邻”的传统，采
取工匠带头、农户投工投劳的方式自建
房屋，没有因地制宜、合理运用传统民居
建筑技艺，因此，出现大量风貌杂乱无
序、功能布局不合理、单体建筑与周边环
境不协调的农房，没有体现民族特色和
地方乡土味道，与美丽乡村建设的要求

格格不入。因此，亟须进一步加强新（改
扩）建农房的风貌管控，避免新增质量
差、风貌不协调的农房。

此外，四川农村住房建设选址不集
中、单体规模小，大多数由当地的“土工
匠”承建。部分“土工匠”仅靠经验建房，
缺乏专业技术能力和严谨的工艺技术，
对建材使用随意，甚至使用不合格建
材。“2022年底，乡村建设工匠纳入《国
家职业分类大典》，从身份上明确了乡村
建设工匠是一种新职业。但是，从我省
乡村建设工匠培训和认定情况来看，现
行的培训课程和认定标准不统一，乡村
建设工匠水平参差不齐，亟须统一有效
的管理和标准化、专业化培训。”

提出建议：
3个举措让农户住得更好、更安全

如何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
和乡村治理水平，让农户住得更好、更经
济、更安全呢？田文对此提出了健全完
善建设管理体系、提高工匠从业水平、提
升风险防控能力3条建议。

他提出，四川应实施农村住房质量
提升“以奖代补”政策，引导农户规范建
房。加快推进新修订的《四川省农村住
房建设管理办法》实施，构建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农村宅基地审批、建设施工监
管、竣工验收后使用安全管理的全生命
周期管理制度。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

头建立全省统一的农村住房建设信息管
理平台，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配合
整理上传数据，实现建房全过程线上审
批，提高行政效率。

同时，认真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
设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强乡
村建设工匠培训和管理的指导意见》，
根据《乡村建设工匠国家职业标准》，抓
紧编制适用于四川的乡村建设工匠专
用培训教材，建设培训基地，建立轮训制
度，提升培训实效，开展考核评价，建立
乡村建设工匠考核认定体系，统一培训
大纲，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乡村建设
工匠队伍。

如何才能持续保障农村低收入群体
住房安全，降低农户建房成本呢？田文
建议，四川应持续做好农村自建房安全
排查整治，严格农村住房转经营性用房
审批，建立常态化的农村房屋安全巡查
工作机制，确保安全隐患动态清零。自
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切实加强隐患风险排查
整治工作，指导乡（镇、街道）督促农房产
权人（或使用人）对隐患风险进行整治。
财政部门支持农房抗震改造政策支持范
围扩大到一般农户，配套省级专项资金，
支持7度以上抗震设防区域及2021年
及以后发生过6级地震的区域的一般农
户实施抗震改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澜

1月22日上午，《关于四川省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2024年计划草案的报告》提交省十四届
人大二次会议审查。报告中提到，四川
经济总量超千亿元县域达11个，全国百
强县、百强区分别达到7个、13个，数量
均居西部第一，峨眉山市、长宁县、射洪
市等14个县上榜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
力百强县、数量居全国第二。

面向未来，百强射洪将如何做好特
色文章，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1月25日，省人大
代表、射洪市市长王能接受了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

打造产业集群挑起工业“大梁”

记者：射洪市提出打造千亿级锂电
产业集群。新的一年，在锂电赛道上，射
洪有哪些准备？

王能：去年，面对锂电价格下行压
力，射洪锂电产业在巨大困难中承压前
行，锂电材料产业集群入选国家中小企
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锂电化工园区入
选全省首批8个扩区调整名单，全年实
现锂电产值近500亿元，挑起了工业的
大梁。

2024年，射洪将勇担“锂电之都”核
心区的使命，积极打造千亿级锂电产业
集群。一是加快项目建设，大力实施“千
亿产业、千亿园区、百亿企业、上市公
司”培育计划，创建国家级制造业集群；
同时聚焦行业龙头企业和产业链短板，
大力招引培育旗舰型企业。二是完善
园区平台，推动构建“一区四园”发展格
局，建设国家级锂电材料检验检测中心、

锂电材料创新中心、锂电科技创新中心
和锂电产业大数据平台“三中心一平
台”；加快锂电科技学院二期项目建设，
强化科技型人才培养与引进。三是促进
合作交流，深度参与遂甘园区“一园区多
基地”建设，深度参与“锂矿出州”；高质
量举办锂电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进大
会、“锂都论锂”研讨等会议活动，不断扩
大行业影响力。

抢抓试点机遇答好“三农”考卷

记者：射洪已连续两年入围全国县
域经济百强县，去年又入选了全省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融合试点名
单。接下来，射洪将从哪些方面入手破
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融合，打造川
中丘区城乡融合的样板？

王能：去年5月，射洪被省委、省政府
确立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融
合试点。成为试点以来，我们通过建设农
业产业基地、开展城镇更新试点、培育乡

土人才等措施，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
针对城乡融合中所存在的区域发展

不均、要素流动不畅、资源利用不高等深
层次制约，我们将继续深化制度改革，抢
抓全省试点机遇，大力探索“工业反哺农
业、城市带动农村、政策聚焦农民”的可
行措施，全力畅通城乡间生产、流通、分
配的循环互动，打造川中丘区城乡融合
样板。

一是推动农村“人气”大提升。探索
组建“强村”公司、建立返乡创业基地、开
设回乡服务通道等方式，实现农民在村
上班、人才返乡创业、干部回村服务。

二是推动农业“体制”大突破。通过
建立集体所有制的住房合作社、健全统
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组建农业农村发展
基金等举措，畅通土地交易渠道，全面盘
活闲置资产。

三是推动农民“收入”大提升。通过
推动宅基地等要素进入分配、健全社会
保障体系、探索建立乡村慈善基金会等

方式，分别做好“股权+、服务+、慈善+”
的三次分配。

做强文旅项目创建示范基地

记者：作为新晋天府旅游名县，诗酒
射洪如何擦亮金字招牌，更好融入巴蜀
文化旅游走廊？

王能：去年9月，射洪被命名为四川
省第五批天府旅游名县，并有幸被授予

“轮值理事长单位”。接下来，射洪会继
续充分发挥文旅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
建设一批重大文旅融合示范项目、培育
一批“小精特”文旅新业态、打造一批符
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确保天府旅游名
县品牌不褪色。

一是持之以恒做强项目。以涪江流
域文化带、梓江沿线乡村旅游带为核
心，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
的精品文旅目的地；联合复星集团打造
世界级酒文化IP，发展以沱牌、舍得为
载体的工业旅游，创建国家级工业旅游
示范基地。

二是坚持不懈做优环境。实施“大
话子昂”“舍得玩酒”“重回侏罗纪”等六大
景区提升项目，切实提升核心景区“颜值”
与“气质”；高质量举办射洪春晚、豫园灯
会、遂宁国际诗歌周等重大文化活动。

三是全力以赴打响口号。深度挖掘
“千年酒文化”和“诗歌文化”，加大“酒礼
文化源自射洪”和“诗酒射洪”特色文旅
品牌培育力度；利用数字资源，制定多样
化、个性化营销策略，让“诗里酒里，射洪
等你”的宣传口号家喻户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虎
射洪市委宣传部供图

省人大代表、射洪市市长王能：

勇担“锂电之都”核心区使命，打造千亿级锂电产业集群

青神县新农村。住房城乡建设厅供图

◀
射洪经开
区锂电高
新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