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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
文）近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坚
决遏制乱占耕地建房行为，牢牢守住耕地
保护红线，自然资源部决定通报24个处理
结果不准确且未整改到位问题和 53 宗新
增乱占耕地建房典型案例。

据了解，为遏制新增乱占耕地建房
行为，去年下半年，自然资源部组织相关
单位对地方上报的新增乱占耕地建房问
题线索处理情况进行了实地抽查，并组
织相关省级自然资源部门对抽查结果进
行了复核确认。截至 5 月中旬，属于地
方上报核实处理结果不准确且未整改到
位的新增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有 24 个，涉
及 土 地 面 积 821.95 亩 ，其 中 耕 地 面 积

513.18 亩。这些问题均存在 2020 年 7 月
3 日以后新建、扩建或者续建行为，属于
顶风违建。

去年 11月至今年 4月，各地共报送地
方主动发现的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典型案
例 53宗。截至 5月上旬，经地方政府和有
关部门共同努力，49宗已整改到位，其余4
宗正在整改。

自然资源部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和有
关部门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依法依规
严肃查处违法占用耕地问题，加快推动问
题整改，严格保护耕地。同时，切实加强
宣传引导，保障合理用地需求，层层压实
耕地保护和监管责任，坚决防止发生新的
乱占耕地建房行为。

自然资源部通报典型案例——

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法占用耕地问题

本报讯（孟娟 张兆坤 农民日报·中
国农网记者 朱一鸣）“原来至少得提交 9
份材料，因为诚信经营，现在仅提供3份材
料就把业务办结了，没想到诚信还能享受
政策便利。”近日，山东省宁津县国亮眼镜
店负责人陈国亮到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办
理第三类医疗器械换证业务，由于企业信
用积分等级高，而且签订了《经营条件未
发生变化的承诺书》，窗口为其提供“信易
批”审批服务。

在宁津县，像陈国亮一样享受到“信
易批”便捷服务的还有1000余家企业。目
前，宁津县已开通133项“信易批”事项，82
种证明材料纳入守信主体“信易批”清单，
整体办事环节、申报材料、审批时间分别
压缩70%、50%、90%。除此之外，该县探索

“信易+”守信激励场景应用，推动“信易
贷”“信易评”“信易租”等 23项“信易+”惠
民便企政策相继落地，实现将“信用”无形
资产转化为“黄金资源”，助力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

据悉，自 2012 年开始，宁津县着力推
进了“诚信宁津”建设，明确了目标和规

划，10年间三任县委书记接续抓诚信建设
不放松，相继研究制定了政策、文件等达
50余个，近15万字，初步完善了征信、授信
和用信体系。该县建起了涵盖全县 45 万
余人、近 2 万家企业、117 家机关单位、561
个村“两委”的信息库，并根据相关制度和
加减分标准对信用主体进行制度化管理，
全县共制定了 50 条加分标准和 830 条减
分标准。

在诚信建设综合管理系统中，根据
分值把信用主体划分为 A、B、C、D4 个等
级，每个主体的诚信分初始默认为 100
分，即 B 级，伴随着加分和减分信息的录
入实施动态管理，100 分以上为 A 级，获
评 A 级的诚信个人，除了每年一次免费
体检外，还享受减免有线电视费、“诚信
商盟”企业打折等 17 项看得见摸得着的
实惠。

“10年来，三任县委书记连续抓‘诚信
宁津’建设，全县涌现出一大批道德模范，
群众的社会责任感不断提高，诚信正能
量正在不断聚集和放大。”宁津县社会信
用管理中心主任刘文浩介绍。

山东宁津：将“虚信用”转化为“真资源”

□□ 孙学成 武铁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林单丹

这里曾荡漾古海岸的涛声，这里常
盘桓千种候鸟啼唤，这里有“湿地精灵”
庇佑生态。天津市宁河区拥有国家级古
海岸与湿地自然保护区七里海。以地域
为名的七里海河蟹诞生于此，饵料丰富
生态涵养，养育出膏肓油润、肉质鲜甜的
河蟹。现如今，仅小指甲盖一半大小的
七里海蟹苗入河，又推开了新涟漪。

日前，宁河区增殖放流近 2.4亿尾七
里海河蟹的大眼幼体。它们已游入永定
河、潮白河、蓟运河、津唐运河等 7 条河
流。“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
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现在河水水质达
标，明年蟹苗长成扣蟹，后年就能爬上河
滩。”天津市宁河区委副书记、区长惠冰
在光明桥下的河滩上完成放流，憧憬着
未来。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关键，发展优
质特色农业产业是抓手。近年来，宁河
以生态立区，为特色种养产业发展提供
了环境基础，做强种业扶持龙头企业提
高河蟹品质，依托国家级农业产业园区
扩大品牌影响力，逐步探索出了七里海
河蟹产业发展新路径。

推进生态立区，发展富民产业

“我小的时候，家里没粮没钱时，爹
妈就让下河摸河蟹，炒盘菜吃。”宁河人
薄殿耕今年已经 74 岁。他说，七里海河
蟹曾是蓟运河馈赠给农人的“储备粮”，
也被誉为宁河“三宝”之一。

20世纪60年代，随着河道闸口关闭，
翻腾千年的多条河道突然静了下来。与
之相对的是潮白河、蓟运河等河道周边
经济迅速发展，人际活动频繁。“湿地精
灵”因环境巨变、失去洄游路线，悄然消

失于河道乡野。几十年来，秋蟹满坡随
处可捕的场面，只存在老人的回忆中。

近年来，宁河举全区之力发展生态
保护，推进七里海湿地保护修复等工
作。“散乱污”企业、“园区围城”问题动态
清零，68 处黑臭水体全部“销号”，河湖

“四乱”治理基本完成，11 万户居民实现
清洁取暖。

“好生态百姓看得到、闻得到。主要
河流水质达到四类标准，水清了；全区
PM2.5 浓度较 5 年前下降 36%以上。”惠
冰介绍，仅湿地保护修复，宁河区先后投
入资金超百亿元，在全国率先编制发布
湿地生态评价指标体系，为湿地保护修
复提供了“宁河经验”。

深入落实“两山”理念，坚持“留白、
留绿、留璞”，宁河全域生态环境蓄力，绿
色优质农产品供给能力明显增强。天津
发展100万亩小站稻种植，宁河作为产粮
大区在产出高质量水稻的同时，带火了
稻渔混养产业。2021 年，宁河区河蟹养
殖面积 22万亩，全区总产量 1423吨。其
中九成以上是稻蟹综合种养形式，销售
价格高达 25-30 元/斤，有效带动当地农
户收益增长。

而河蟹野生种群数量是产业进一步
发展的基础，也是对生态环境的又一道
考题。“这是宁河区首次对河蟹进行增殖
放流，这么小的大眼幼体太娇气，为此我
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宁河区水务局党委
书记、局长刘卫介绍，野生河蟹对水质要
求高。全区上下调蓄、储水，在近两年的
持续检测中，七条河道的水质均能适应
河蟹生长。在控制数量的前提下，将这
一原有物种放流，能够进一步恢复水域
生态平衡。

加强品种保护，扶持龙头企业

曾经，宁河河蟹品种“良莠不齐”。

食客对河蟹有需求，但没有企业和农户
愿意专注保护、挖掘蟹种。不少养殖户
从辽宁盘锦等地引进蟹苗，“洗澡蟹”化
身七里海河蟹销售火爆。但外地苗成活
率较低，长期养殖导致品质退化、抗病力
降低，“牛奶病”交叉感染严重，成年河蟹
品质变差。

“我们的河蟹壳是青灰色的，金爪、
白肚皮。”薄殿耕讲起七里海河蟹的特点
头头是道。近两年，他在天津玖润现代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当起了河蟹饲养员。
记忆中不值钱的河蟹，在公司里被科研
人员当宝贝。“公司对河蟹可精细了，有
负责测水质的、有负责验饲料的、有专门
管繁育的。”薄殿耕感叹。

“种源是保证七里海河蟹品质、品牌
的关键。古海岸湿地、泻海湖，这里的土
质和沉积物中复合型微量元素、有机质
含量都不同于其他地区，加上天津四季
分明，可以说七里海蟹种是独一无二
的。”玖润公司总经理杜乃合从事河蟹养
殖已近30年。开过饭店、做过养殖场，通
过繁育和养殖中的创新，老杜家的河蟹
每年都能卖出高价。但看到河蟹市场种
苗的乱象后，他再不想“闷声发大财”，而
是想把儿时禾下捕蟹、河边与蟹戏耍的
画面还原。

“我们从原始的七里海河蟹中选育
了第 11 代，基地现在的蟹已充分显现出
七里海河蟹的基因优势。”杜乃合按2021
年宁河区养殖面积估算，认为全区所需
扣蟹在100万斤左右，他非常看好这个市
场。去年，老杜压上全部身家，建起七里
海野生河蟹育苗基地，自己繁育纯正品
种。“我们实现工厂化育苗，年繁育大眼
幼体 8000 斤，约 200 万斤扣蟹可以推向
全市市场。”

为扶持老杜这样的河蟹龙头企业，
宁河区农业农村部门积极对接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院所
及天津水产研究所等单位，为企业在河
蟹繁育、标准化养殖等过程中提供关键
指导。目前，七里海河蟹在品种筛选、代
数更迭上已实现升级。

发挥园区优势，做大品牌价值

坑塘批发、推车零售、饭店售卖，各
样的“七里海河蟹”“河蟹面”招牌已经成
为宁河区国道、省道旁的独特装扮。

市场现象成为宁河区政府决策的依
据，大力规范、发展河蟹产业一触即发，
一呼百应。其中，多了个“国字号”声音，
吸引了业内目光。今年4月，天津宁河七
里海河蟹产业有限公司成立，注册地就
在七里海镇。“我们公司既是七里海河蟹
的‘娘家人’，也是‘好婆家’。”徐志伟是
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他还是天津宁河区
现代农业产业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负责
人。未来，园区资源都可用于河蟹生产
的全产业链中。徐志伟有信心将园区这
个“婆家”的良种繁育推广、特色农品品
牌包装、农旅策划、销售物流等方面成熟
资源，直接与河蟹产业对接。

“与阳澄湖大闸蟹、盱眙龙虾项目
相比，七里海河蟹在标准化养殖和品牌
打造上仍存在短板。”惠冰坦言，在东北
长大的他来到宁河前并不了解七里海河
蟹。今后宁河区将利用“国字号”企业推
动河蟹产业标准化及品牌建设。“我们已
经着手组织七里海河蟹协会，通过协会
企业统一七里海河蟹的品牌标识和防伪
标志，赋予品牌价值。”徐志伟表示。

除了口味鲜美的优势和做法上的雕
琢外，七里海河蟹也已有经营理念和模
式上的创新。目前，稻蟹农旅、河蟹垂
钓、“云认养”河蟹等经营已在宁河当地
农家乐中出现，用小河蟹讲出绿色生态
产业大故事。

“湿地精灵”释放绿色动能
——天津市宁河区发展七里海河蟹优势特色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