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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6月13日讯（记者谭
琦实习生王芦苇）记者从13日举办的

“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系列主题新闻

发布会（第九场）——“优化自然资源要

素供给”专场获悉，我省建立了市县、乡

镇、村全覆盖的三级田长机制，探索建

立了“海南耕地电子身份证（二维码）”

机制，全面推行耕地保护全社会监管。

据悉，我省将721.75万亩耕地保

有量目标和644.89万亩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任务分解到各市县，其中644.89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落实到具体地块予

以严格保护。在全省建立了市县、乡

镇、村全覆盖的三级田长机制，并上

线运行“海南省田长制监测监管信息

系统”，实现了一部手机巡田、反馈信

息、督导督办，有力强化了“非粮化”

“非农化”问题早发现、早制止机制。

目前全省注册田长用户数4000余人。

据介绍，我省以国家带位置下达

的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保护为基础耕

地地块编码单元，融入耕地产生、灭

失、变更等各类属性信息，实现了对全

省 742.2993 万亩耕地保护目标（含

644.98万亩永久基本农田）按照空间唯

一性进行统一编码，生成了613630个

耕地地块电子身份证，并将编码数据

成果全部纳入耕地电子身份证（二维

码）应用小程序系统中。结合全省耕地

权属单位情况，共生成4119个村级单

位二维码，并将其发到相应的村委会、

国有农林场等土地权属单位。这些单

位可以通过扫描村级单位二维码，有

效管理其下辖的耕地地块。

我省实行一码管耕地，群众用手

机扫码即可查看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

农田范围、位置，可在线举报问题，

然后由各级田长分类分级处置，从而

做到将政府管理、群众监督统一起

来，强化耕地保护全社会责任意识。

我省实行用地报批
“预审查”“周清零”制度
重大项目平均审批
不超过7天

南国都市报 6月 13 日讯（记
者谭琦 实习生王芦苇）6 月 13

日，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海南实行重点区域和重大项目跟

踪服务、用地报批“预审查”“周

清零”制度，对省重大项目实施容

缺受理和会审，项目补齐材料后随

即报省政府，省资规厅平均审批时

间不超过7天。

据介绍，我省建立“督帮服”

一体工作机制，强化要素保障政策

集成供给，完善要素保障机制，全

力推动全省重大项目开工见效。

省资规厅启动了“要素保障攻

坚月”，派出“督帮服”一体专班

下沉18个市县（除三沙）解读要素

保障政策，现场解决基层问题百余

个。在审批机制上，海南实行重点

区域和重大项目跟踪服务、用地报

批“预审查”“周清零”制度，开

展省重大项目要素保障倒排工期

和定期调度，每周召开用地会审

会，对省重大项目实施容缺受理

和会审，项目补齐材料后随即报

省政府，省资规厅平均审批时间不

超过7天。

南国都市报6月13日讯(记者 谭
琦 实习生王芦苇)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截至 2024年 5月底，海南

“土地超市”平台累计已上架国有建设

用地1050宗、5.53万亩，国有农用地

5宗，采矿权6宗，海域使用权152

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30宗。海南

“土地超市”已累计成交635宗，共

3.47万亩。

为有效破解“项目等土地”问

题，提高土地资源要素保障水平，海

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创新建立“土

地超市”制度，大力推行“云上看

地、云上选地、云上买地”等服务，

取得积极成效。

通过“土地超市”制度改革，全

面梳理摸清存量建设用地底数，从而

盘活土地资源要素，激活土地市场价

值，有效解决“有好项目没土地”“有

土地不知晓”的问题，实现土地利用

从粗放浪费向集约高效转变，逐步实

现“项目等土地”变为“土地等项

目”。通过“土地超市”制度改革，各

类土地信息在“土地超市”平台上公

开发布、精准配对、依法交易，为企

业节省了大量成本。通过建立“土地

超市”平台，实现多平台串联互通，

实现建设用地“批、供、用、管、

查”全生命周期信息监管和业务协

同，确保规划调整审批和数据管理全

留痕、可追溯，有效防范和化解了土

地和国土空间规划领域腐败风险，提

高了土地精细化管理水平。

海南“土地超市”

累计成交土地635宗共3.47万亩

南国都市报6月13日讯（记者谭
琦实习生王芦苇）“向海图强”，海南

都有哪些措施做好用海要素保障？记

者13日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实

施“云上选海”、推行“净海出让”、

试点“立体用海”，强化自然资源要素

保障，服务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积

极推进海洋强省建设。

海南实施“云上选海”，将海域使

用权上架“土地超市”，主动公开海域

使用权相关信息，包含宗海位置、面

积、供应状态、宗海影像等，市场主

体足不出户可清晰高效了解宗海信

息，确定宗海后可向当地海域使用权

审批部门提起用海申请，极大改善营

商环境，海域资源要素供给更加规

范、便利。

海南推行“净海出让”。推行养殖

用海统一由政府出资先行开展海域使

用论证和环境影响评价，实现“净

海”出让。海域使用权人实现“拿海

即开工”，不需要再开展海域使用论证

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为项目用海人

节省大量时间和前期投入。

海南试点“立体用海”。明确海域

的水面、水体、海床、底土可分层出

让，推动海域管理模式从“平面”转

“立体”，鼓励养殖用海与海上风电、

休闲渔业等其他用海活动融合发展，

促进海洋开发利用向深度和广度拓

展，更好满足海洋产业用海需求。鼓

励海上风电项目与深远海养殖、海洋

牧场等产业立体用海融合发展。

我省实施“云上选海”推行“净海出让”试点“立体用海”

服务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注“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我省建立耕地电子身份证机制

南国都市报6月13日讯（记者王子
遥 通讯员王敏）近日，位于海口国家

高新区的海南力合泰食品有限公司与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获批试点

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内销产品

分别为风味火腿和匹伐他汀钙片。

这是该项政策审批权限下放海南

自贸港以来，海南省政府批复同意的

首批试点企业（产品）。为确保审批权

限下放接得住、管得好，省商务厅已

会同海口海关等单位指导企业开展试

点前期联网对接、备案、备货等工作。

今年5月，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内

销免关税政策审批权限下放。符合条

件的企业提出试点申请，经市县初核、

省级复核、省政府审批、部委备案，满

足海关监管要求后即可启动试点。此

举缩短了审批流程，有助于更多企业

更快享受政策，有利于海南进一步推

动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红利释放。

南国都市报6月13日讯（记者 王
子遥）记者近日从省商务厅获悉，

《2024年度省级会展支持计划》已经省

政府批准后正式印发。今年海南共安

排省级会展项目30个，包括专业展览

与高端国际方向的专业会议等，主题

涵盖了知识产权交易、热带食材供应

链、电子商务、装配式建筑、热带农

产品交易、数字经济、珠宝、消费经

济、酒店与餐饮业、种子行业等多个

领域。

据了解，今年安排的 30 个省级

会展项目中，全国同行业内规模排前

三的专业展览有 3 个，分别为 2024

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大会、2024

第二届海南国际热带食材供应链博

览会、2024 第三届海南国际电子商

务博览会暨海南国际跨境电商贸易

展览会，三个展会均集中于今年下

半年举办。

《2024年度省级会展支持计划》印发

今年安排省级会展30个
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审批权限下放

首批企业获批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