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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依据
。

大力推行依法行政
,

许多省 (区
、

市 ) 实行了规划审批
、

用地报批
、

土地估价及探

矿权
、

采矿权评估结果确认和土地资产处置方

案的会审制度
,

取得了较好效果
。

严格执法监

察
,

去年省以上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共立案查处

土地和矿产违法案件 74 5 件
,

乱占滥用耕地
、

乱

采滥挖矿产资源的势头得到遏制
。

三是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已经启动
,

国

土资源管理基础业务建设有所加强
。

地勘队伍

属地化改革顺利完成
,

以基础性
、

公益性和战略

性为重点内容的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已经开

始
,

一些项 目已取得初步成果
,

地质灾害防治
、

西部地下水勘查和海洋资源调查评价工作得到

加强
,

天然气水合物的调查取得了重大成果
。

全面开展土地变更调查
,

成功地实施 了对全 国

65 个城市的土地利用遥感动态监测
,

地理信息

资源开发利用取得新进展
。

实践证明
,

中央确定的加强国土资源管理

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

只要我们始

终不渝地贯彻落实
,

一定会取得更大成效
。

当前国土资源管理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

的问题
: 国土资源利用粗放 比较普遍

,

违法问题

依然严重 ;调查评价等基础工作巫待加强 ;执法

不严问题还 比较 突出
,

干部队伍素质有待提

高
。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
,

我国人 口与资源的矛

盾将长期存在
,

国土资源相对不足的基本 国情

不会改变
,

国土资源管理始终面临严峻的形

势
。

因此
,

国土资源管理
“

严而又严
”
的总方针

丝毫不能动摇
, “

在开发中保护
,

在保护中开发
”

的总原则必须长期坚持
。

一
、

深入学习和宣传中央关于国土资源的

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
,

增强全社会保护和

合理利用国土资源的自觉性
。

深人学习和宣传

中央人 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精神
,

进一步开

展国土资源 国情国策国法的教育
,

使广大干部

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到我国资源相对

不足
、

利用粗放的基本国情
,

真正掌握中央关于

国土资源的方针政策
,

切实了解新 《土地管理

法》
、

《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的基本内容
,

自觉

地维护和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
。

二
、

紧紧围绕国家改革与发展的重点
,

合理

配置国土资源
,

为基础设施建设
、

高新技术开发

和小城镇建设提供用地保证
。

充分利用存量建

设用地
,

大力盘活闲置土地
,

为旧城改造和企业

改革注人新的活力
。

积极为西部大开发提供资

源保障
。

进一步摸清生态建设所需的土地利用

基本情况
,

为生态退耕提供基础信息和政策建

议
。

制定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鼓励政

策
,

加大西北缺水地区和西南岩溶石山地区找

水工作力度
。

鼓励外资勘查开发固体矿产资

源
,

加快矿业招商引资步伐
。

三
、

全面推行依法行政
,

切实保护耕地与矿

产资源
。

认真贯彻实施 国务院 《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行政的决定》
,

全面推行窗口办文
、

政务公

开
、

会审制度和行政责任追究制度
。

正确处理

经济结构调整和保护耕地的关系
,

加强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
,

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

设用地
,

落实耕地
“

占一补一
”

措施
,

努力实现各

省 (区
、

市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

调整种植结构
,

不得破坏耕作层
,

不得修建永久性工程建筑
,

更

不得变相搞房地产开发
。

推进土地整理
,

提高

耕地质量
,

增加有效面积
。

根据国家产业政策
,

对产品总量过剩
、

布局不合理
、

生产工艺落后
、

浪费资源
、

污染环境和对生态地质环境造成严

重破坏的矿山企业
,

实施关
、

停
、

并
、

转
。

大力推

行土地使用权及探矿权
、

采矿权招标
、

拍卖
,

严

肃查处各类违法案件
,

重点查处非法批租和转

让土地
、

违反规划用地
、

未批先用
、

弄虚作假搭

车批地以及无证采矿
、

越界采矿
、

破坏矿产资源

等违法行为
。

四
、

进一步加强国土资源调查评价和科学

规划
,

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

国

土资源大调查要广泛采用新理论
、

新技术
、

新方

法
、

新机制
,

努力提高调查评价水平
,

力争在中

西部地区矿产资源调查评价
、

农用土地后备资

源调查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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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的和有预见性的工作
,

使中国地质灾害的

发生率和损失量有明显降低
,

预期灾害发生率

和损失量减少 50 %
,

人员伤亡减少 70 %
,

从而

有力地支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为实现这一 目标
,

我们将加强以下三个方

面的工作
。

首先是开展地质灾害基础调查
,

摸清中国

地质灾害的实际情况
。

针对中国地质灾害点多

面广的特点
,

为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由过去分

散
、

应急
、

被动变为全面
、

系统
、

主动的工作
,

在

新一轮 国土资源大调查中
,

国土资源部将在 3

年 内部署并完成全国受地质灾害威胁最严重的

粼X )个县 (市 ) 的地质灾害基础调查
,

掌握威胁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地质灾害的种类
、

规模
、

分

布及其特征
,

为建设全国地质灾害预警系统打

好基础
。

其次是做好地质灾害的监测工作
。

在地质

灾害调查的基础上
,

对少数可能造成重大经济

损失和人员伤亡的地质灾害
,

由有关部门进行

专门监测 ; 对量大
、

面广且分散的地质灾害
,

则

采取
“

群测群防
”
的方法进行监测

。

将监测与防

治任务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个人
,

由所在乡镇选

派责任心强的村民通过技术培训
,

成立监测组
,

制定岗位责任制
,

划分责任区
,

在专业队伍的技

术指导下
,

开展简易监测
,

并制定以人员和财产

转移为主要内容的防灾预案
。

从县到乡
,

层层

签定责任书
,

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和分级管理

责任制
,

健全群测群防体系
。

第三是加强法制建设
、

健全监督管理体系
,

杜绝人为诱发地质灾害现象的发生
。

法制建设

是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的有效手段
,

也是 目前中

国地质灾害防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

国土资源

部颁布实施的 《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规定
:

城市建设
、

有可能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工程建

设项 目和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 工程建设
,

在 申请建设用地之前必须进行地质灾害威胁性

评估
,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人类工程活动诱

发地质灾害
。

今后
,

我们将继续加强地质灾害

防治方面的法规建设
。

防治地质灾害
,

不仅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

安全
,

而且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功在当代
,

利泽千秋
。

让我们行动起来
,

同心协

力
,

预防各种地质灾害
,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经

济发达
、

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上接第 2 页 ) 境的动态监测和油气资源
、

替代

能源
、

其他急缺矿产资源
、

海洋资源的潜力调查

评价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

建立健全地质
、

海

洋灾害防治网络体系
,

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

初

步建立起国土资源信息网络
,

逐步实现国土资

源信息服务社会化
。

科学 编制和有 效实施 土

地
、

矿产
、

海洋等 自然资源的总体规划
。

按照中

央关于
“

走出去
”
的开放战略

,

进一步加强全球

资源战略研究
。

五
、

深化管理体制改革
,

大力提高国土资源

管理系统干部队伍素质
。

认真落实中共中央组

织部 《关于调整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干部管

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
,

与地方党委
、

政府一

起加强各级 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领导班子建设
,

努力建立起
“

集中统一
、

精干高效
、

依法行政
、

具

有权威
”

的国土资源管理新体制
。

进一步实行

政事
、

政企分开
,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

努力加强

国土资源系统政治理论建设
、

思想作风建设和

党风廉政建设
,

广泛开展干部队伍的经济
、

法律

知识和业务的培训
,

提高整体素质
。

国土资源部正按照党中央
、

国务院的要求
,

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国土资源管理的新路子
。

我

们有决心和信心
,

在以江泽 民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

认真贯彻中央召开的这次

人 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精神
,

努力提高国土

资源调查
、

规划
、

管理
、

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平
,

为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

步作出新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