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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评

核心调查

中国人寿“保险扶贫”
本报讯 （记者李松涛） 保险能为扶

贫做什么？ 近日， 中国人寿通过旗下慈
善基金会向广西天等县捐赠330万元扶
贫款。 与别的扶贫款不同的是， 这笔捐
赠主要用于该县外出务工人员。

据介绍， 天等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 该县外出务工人口13.02万
人， 占农业人口31.1%， 占乡村劳动力
资源数44.1%。 大部分务工人员文化水
平偏低、 职业技术水平不高， 从事的主
要是劳动强度大、 条件差和安全风险系
数大的重体力劳动。 其承受意外风险的
能力普遍较弱， 且绝大部分是农村家庭
的经济支柱， 一旦发生意外伤害事故，
很容易产生新的贫困家庭。

天等县副县长陈益告诉记者， 把钱
发给贫困人群是扶贫的一种方式， 帮助
贫困人群防范风险、 掌握脱贫技能是更
好的扶贫方式。

中国人寿针对当地的情况 ， 推出
扶贫爱心保险项目 ， 由中国人寿出资
为当地外出务工人员提供保险 ， 包括
了意外伤害险 、 交通意外险 、 医疗险
等内容。

据介绍， 除了上述扶贫爱心保险，
中国人寿还帮助天等县驮堪乡南岭村综

合农业合作社、 福新乡黎亮小学进行标
准化建设， 提供中国人寿慈善基金大病
救助， 涉及金额达到330万元。

海南澄迈县政府“一地两卖”疑云
王玉洁 本报记者 任明超

同一块土地， 却被政府卖了两次， 有
了两个主人。

不仅如此， 在政府违法 “一地两卖”
引发的多年诉讼中， 双方的相关人员均称
案件中 “有腐败”。

这一发生在海南省澄迈县的行政诉

讼已持续多年， 澄迈县人民政府一再败
诉， 被判违法 。 但经海南省政法委 、 海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海南省
高院”） 等省一级机构的多次协调， 仍没
能解决， 反而越来越复杂， 而 “一地两
卖” 所暴露的腐败疑云更是迟迟没有散
去。

海南华琦实业开发公司 （以下简称
“华琦公司”） 1997年6月耗资300余万元购
买的这200亩一线海景土地， 如今价值已
飙升至数亿元， 却因为始终执行不了的判
决闲置， 无论是当地政府， 还是两个都拥
有其国土证的 “主人”， 没一个得到其土
地升值带来的回报。

一地两卖

1997年6月， 澄迈县政府给华琦公司
依法颁发了老城国用 (1997） 字第183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 确认其拥有200亩土
地使用权。

1999年5月， 澄迈县政府又以华琦公
司 “闲置土地” 为由， 作出 “无偿收回”

的行政处罚决定， 注销该土地使用证。
华琦公司不服， 虽多次向澄迈县政府

提出申辩 ， 但一直未得到县政府答复 。
2002年12月30日 ， 华琦公司向法院提起
诉讼 ， 2004年海南省高院维持海南中级
人民法院 （原海南中院 ， 其后于2008年
底成立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 ） 判
决， 确认澄迈县政府作出的 《行政处罚
判决书 》 无效并撤销澄迈县政府于2003
年7月21日作出的 《关于无偿收回原告
200亩闲置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关问题的
函》。

不过， 澄迈县政府、 澄迈县国土局对
于两家法院的判决却一直未理睬。

到了2008年6月， 海南省高院判决涉
案土地归华琦公司所有， 责令澄迈县政府
和澄迈国土局给华琦公司换发200亩 《国
有土地使用证》。

但澄迈县政府一直没给华琦公司换发

新的土地证。
事实上， 早在2002年7月30日， 澄迈

县国土局在未依法注销华琦公司土地证的

情况下， 已将200亩土地出让给了海南鑫
铭房地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鑫铭公
司”） 和海南晟盛房地产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晟盛公司 ”）， 并给两公司颁发了
《国有土地使用证》。

在澄迈县法制办主任吴清宝看来， 这
是经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批准后公开挂

牌出让的， 符合法律规定。 面对华琦公司
的质疑， 吴清宝表示 ， 在澄迈县政府把
200亩土地出让给鑫铭、 晟盛公司时， 华
琦公司还没有对澄迈 《行政处罚决定书》
提起确认无效之诉。

澄迈县政府称， 当时鑫铭公司已动工

建设， 此时如果给华琦公司换发土地证势
必造成善意第三人鑫铭公司的合法权益受

损。 而且澄迈县国土局在2007年1月已将
涉案200亩土地移交给了海口市国土局 ，
虽然法院于2008年责令县政府给华琦公司
换发土地使用证书， 但澄迈县政府认为他
们无权这样做。

“我们没有一地两卖。” 澄迈县法制办
主任吴清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但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

事实却是 ， 澄迈县政府 “一直隐瞒 ”
其已于 2002年 8月给鑫铭公司颁发国有
土地使用证的事实 ， 同时澄迈县给鑫
铭公司颁发的土地使用证与华琦名下

的土地使用证相比 ， 有171.2346亩土地
重合 。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这一
隐瞒行为， “致使相关案件没有得到及时
稳妥的处理， 存在明显的违法。” 并判决
澄迈县政府2008年8月给第三人鑫铭公司
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土地证中与华琦公
司名下国有土地使用证重叠部分的颁证行

为违法。
2014年6月6日海南高院终审判决， 维

持了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 认
为其认定事实清楚， 也即认定了澄迈县政
府将华琦公司享有权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给鑫铭公司， 明显违法。
关于鑫铭公司提出其系善意第三人的

问题，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相关
案件。 记者多方联系鑫铭公司及晟盛公
司， 无果。

疑云重重

澄迈县政府认为， 公开挂牌出让土地
符合法律规定， 但华琦公司质疑鑫铭公司
是怎样得到 《国有土地使用证》 的？

华琦公司2013年11月5日向海南高院
提交的行政上诉状质疑， 澄迈县政府、 澄
迈县国土局违反商住用地需招拍挂出让的

规定， 事先批示同意协议出让， 而后弄虚
作假， 操纵挂牌出让程序， “故意欺骗了
海南省人民政府和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

厅”， 使鑫铭公司以挂牌价 （评估价） 的
底价获得土地使用权； 到了需要缴纳土地
出让金的时候， 澄迈县政府又作出同意鑫
铭公司以工程款冲抵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

批复。
此外， 华琦公司的上诉状还质疑海南

鑫铭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施工资质。
“鑫铭公司于2001年9月30日成立， 截

至2002年5月公司均未出资到位。” 该上诉
状称：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2002年3月31
日澄迈县政府作出了 《关于同意安排
12.1991公顷国有土地给海南鑫铭房地产
有限公司作为抵偿基础设施工程款的批

复》。 但刚成立不久的鑫铭公司没有市政
工程施工资质， 却完成了2001年澄迈老城
经济开发区1050.5万元的排污管道市政工
程。

华琦公司认为， “鑫铭公司的基础设
施工程是虚假的， 是为了非法侵占土地免
除缴纳土地出让金而伪造的材料。” 鑫铭
公司是否支付了920万元的土地出让金 ，
是澄迈县给鑫铭公司颁发国有土地证 “是
否合法有效的核心事实， 也决定着本案的
处理结果”。

对鑫铭公司没有市政工程施工资质的

说法， 澄迈县法制办主任吴清宝回应中国
青年报记者称， 从未听说过此说辞。

那么老城的排污管道市政工程到底有

没有做呢？
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规划局副局长吴

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档案后的结

果： 他们并没有查到当年老城与鑫铭公司
的施工合同等相关档案。

华琦公司称， 华琦公司要求查明鑫铭
公司是否支付了920万元的土地出让金，
澄迈县政府和鑫铭公司负有举证义务， 但
拒绝提供证据 ， 法院也应依职权依法查
明， “但原审法院对如此重要的事却拒绝
予以查明。” 海南省高院的判决书中也未
对此予以查明。

澄迈县政府则坚持认为2002年颁给鑫
铭公司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 合法， 且不
承认华琦公司系该土地权益人。 因华琦公
司长期闲置土地， 澄迈县县政府1999年决
定无偿收回。

澄迈县政府在此案的新闻稿中称， 在
澄迈县国土局与华琦公司签订了 《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后， 华琦公司没有按
合同约定缴纳地价款380万元， 尚欠10万
元。 1997年后华琦公司以该土地使用权通
过提高评估标准向交通银行蚌埠分行抵押

贷款1500万元， 后因华琦公司逾期无力偿
还到期债务， 2000年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
民法院裁定将华琦公司上述土地使用权移

到交通银行蚌埠分行名下。

“这其中有腐败。” 澄迈县法制办主任
吴清宝说， 当年华琦公司没有按合同约定
缴纳完地价款， 为什么当时的负责人仍然
在 1997年6月给华琦公司颁发老城国用
（1997） 第183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 呢？

华琦公司回应称， 尚欠10万元， 是因
为澄迈县政府违反合同， 未能完成承诺中
的通路、 通水、 通电等事宜， 这10万元是
市政配套费， 并非购地款， 才未缴纳这一
费用。

从起诉到终审历时12年
从2002年12月30日华琦公司提起第一

次诉讼到2014年6月6日终审判决， 已有12
年。 海南高院虽多次责令澄迈县政府及国
土局给华琦公司换发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

盈滨岛200亩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但澄迈
县政府始终不履行该判决。

海南省政法委和海南省高院前前后后

也多次组织调解， 依旧无果。
澄迈县法制办提供的一份会议纪要

中， 记者发现， 2011年1月10日下午， 由
海南省政法委书记、 海南省高院院长、 澄
迈县委书记、 县长等多部门一把手参加的
会议上， 专门研究协调华琦公司案件历史
遗留问题。

该会议纪要达成的一致看法是 ， 争
议的200亩土地已出让给其他公司， “根
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调解200亩土地给
华琦公司的事实 ， 由澄迈县政府将当年
出让该200亩土地的价款370万元本金以
及该本金至今的利息一并核算返还给华

琦公司 。” “争议的200亩土地不能重新
置换其他土地 。” “调解不了再进行判
决。”

此次协调会已是海南获批建设国际

旅游岛的第二年， 这200亩土地的价值已
飙升至数亿元 ， 升值上百倍 。 华琦公司
拒绝相关部门的协调意见 ， 继续诉讼之
路。

目前， “球” 被踢到了海口市。 2007
年后， 涉案土地划归海口市国土局管理，
海口国土部门根据澄迈县移交的材料为鑫

铭公司换发了新的国土证 。 为了讨回公
道， 华琦公司近期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请求依法判决撤销海口市政府
给鑫铭公司换发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 》，
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本报海口9月10日电

内蒙古：无证砖厂关停禁令为何形同虚设
杜剑玮 本报记者 李玉波

近日，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昭
君镇二狗湾村村民向记者反映， 他们村长
期受到一家砖厂的空气污染， 虽已多次向
达拉特旗环保局举报 ， 但是一直没有结
果。

达拉特旗现有29家砖厂， 其中仅有两
家有合法手续， 另外的27家砖厂没有合法
手续仍在生产 。 砖厂生产带来的粉尘污
染、 空气污染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日常
生活。

早在几年前， 这些砖厂就列入了国家
关停计划。 但禁令至今形同虚设。

飞耀砖瓦厂就在二狗湾村里， 2009年
投产， 年产400万块砖。 尽管已经生产了5
年多时间， 飞耀砖瓦厂却一直没有正规手
续， 属于无证砖瓦厂。

对于群众的举报和环保部门的监测，
厂长卢耀清不以为然， “他们是拿着机器

来测的， 实际上没有多少污染。” 环保部
门查处不起作用， 不满的当地群众开始
与这些砖瓦厂闹矛盾 。 2012年 ， 二狗湾
村三个生产队的农民将飞耀砖瓦厂的道

路挖断， 得到了砖瓦厂支付的3万元污染
补偿。

达拉特旗环保局法制股股长候德明告

诉记者， 环保局的确接到过砖瓦厂附近群
众的举报， 但是查处起来却非常困难。 6
月25日， 达拉特旗环保局在接到群众对飞
耀砖瓦厂污染的举报后， 曾经派出执法人
员进行现场检查， 并下达了责令停产的通
知书。

侯德明告诉记者， 砖瓦厂对当地造成
的污染主要包括空气污染和粉尘污染， 在
他们对砖瓦厂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这两项

污染略有超标， 尤其是春秋两季风沙大，
粉尘污染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采访中记者得知，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
旗不具备合法手续的27家无证砖瓦厂还在

继续生产， 为什么？
据了解， 要开办砖瓦厂， 首先必须取

得国土资源部门颁发的采矿证， 然后才能
办理环境影响评价等手续。 然而从2009年
开始， 达拉特旗国土资源局就不再给砖瓦
厂发放采矿证了。

2009年2月20日， 国家发改委、 国土
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农业部等
四部委联合发文 ， 公布了全国第三批限
时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城市的名单 ， 包
括鄂尔多斯市共有151个城市进入名单 。
国家四部委要求 ， 截至2010年年底 ， 名
单上的这些城市城区内禁止使用实心粘

土砖。
达拉特旗国土资源局副局长苏存旺告

诉记者， 这份文件尽管只是说 “城区内禁
止使用实心粘土砖”， 但是直接导致了鄂
尔多斯市国土资源局叫停了全市所有砖瓦

厂的审批。
既然达拉特旗从2009年就已经不再审

批砖瓦厂， 那么像飞耀砖瓦厂这类没有经
过审批的厂家就属于非法生产， 政府部门
为什么没有把这些厂子关停呢？

苏存旺坦言， 之所以没有关停， 就在
于广大农村对实心粘土砖有非常庞大的现

实需求。
达拉特旗用实心粘土砖的范围包括蔬

菜大棚、 农民的养殖圈棚、 棚户区改造、
移民工程等。 2011年前， 达拉特旗每年粘
土砖的需求在9000多万块以上， 现在一年
也有四五千万块， 光靠有证的砖瓦厂远远
满足不了农民的需求。 如果把无证砖瓦厂
彻底关掉， 最近只能去包头拉砖， 包头的
砖厂也只能满足包头的需求量， “去包头
拉砖， 比在当地拉砖， 每块成本要高出5
分钱。”

一边是受限于国家的产业政策不能给

砖瓦厂发放手续， 一边是农村对实心粘土
砖的现实需求， 这让政府左右为难。

苏存旺说， 政府下过很大的力气要关

停违规砖厂， 但执行起来并不容易。 首先
是没有替代产品， 其次是粘土砖的需求很
大。

粘土实心砖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实心红

砖， 它是以黄土为主原料加工制作成型，
以煤作燃料烧成的。 一块红砖， 需要几倍
于它体积的原料， 这样势必会毁掉大量的
耕地。 实心粘土砖因为高耗能、 破坏和污
染环境，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推进
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的通知》 规
定： 2010年底， 中国境内的所有城市都要
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 实心粘土砖的主要
替代品是以粘土和煤渣灰为原料制成的空

心砖。
实心粘土砖限制政策执行不力， 不仅

仅是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一个地方的问

题。 据报道 ， 甘肃省榆中县城关镇朱家
湾村一座砖厂也在不断蚕食土地 。 该砖
厂只有一个过期的证照 。 当地有关职能
部门表示， 可以禁止县城及乡镇正规建
设单位使用实心粘土砖， 但是， 在农村
很难监管。

如今， 在达拉特旗， 无证砖瓦厂照常
运营， 烟尘排放污染空气屡禁不止， 这些
问题迫切需要当地相关部门加以重视并给

予解决。

行政审批制改革
“含金量”逐步提高
本报北京 9月 10电 （记者郝帅 ）

“一年多来， 先后取消和下放7批共632
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今天， 国务院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新

闻发言人李章泽介绍了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情况。
“一年多来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有效地为市场松了绑， 为企业添了力，
激发了社会投资和创业的热情 ， 促进
了就业岗位的持续增加 。 但同时 ， 政
府职能越位 、 缺位 、 不到位问题依然
突出 ， 持续深化改革的任务仍然较
重”， 李章泽说。

摸清现有的行政审批事项家底， 并
向社会公开， 是推进改革的一项基础性
工作， 国务院审改办给出的数字是1235
项。

“今年3月17日 ， 在中国机构编制
网上公布了 1235项 行政 审批 事 项 。
1235项是国务院 60个部门的审批权 ，
事实上这个单子就是一个权力清单 。”
李章泽说 ， 公开审批事项清单 ， 既堵
住了目录之外实施审批的漏洞， 同时
为推行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积累了

经验。
在已经取消和下放的632项行政审

批事项中， 有大量涉及企业投资事项核
准 、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许可的审批事
项。 李章泽指出， 今后 “含金量” 高的
审批事项还会成为取消或下放的对象。
“从最近几批取消下放事项情况看， 含
金量是逐步提高。 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的这一批取消下放共87项。 含
金量比较高的， 涉及投资和企业经营的
有70项， 也就是占80%以上， 直接取消
的事项68项， 也接近80%。 一批一批，
含金量不断提高。”

“简政放权， 管和放同等重要， 缺
一不可 ”。 为了防止出现 “一放就乱 ”
的局面， 李章泽提出了几点意见：

一是把已出台的政策措施落到实

处。
二是在行政审批改革过程中， 对取

消下放的每一个项目都要同步研究、 同
步提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措施 ， 并
同步落实 。 他举例说 ， 国家税务总局
取消了 “创业投资企业享受企业投资
所得税优惠核准 ” ， 就需要制定 《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备案管理办法 》 ，
公布所有所得税优惠目录清单 、 享受
资格条件 、 报备所需材料和管理流程
等。

三是注重同步推进。 “目前我们手
里有20多项经过多方认证和部门沟通、
应该取消也可以取消下放的行政审批项

目， 但是因为下一步监管的措施不太明
确， 或者是提出的措施不太具体、 操作
性不强， 暂时没有取消下放。 待相关部
门认真研究拿出有针对性、 可行性的监
管措施以后， 再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
议。”

四是进一步强化部门和地方事中事

后的监管责任。 对每一项事中事后监管
措施， 都要在实施运行中及时跟踪了
解、 检查落实。

除了减少存量， 也要控制增量。 为
了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 李章泽说， 取
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还要严控新增行
政许可。 一是严格行政许可设定标准；
二是规范行政许可设定审查程序； 三是
加强对设定行政许可的监督。 “通过严
格落实这些措施， 拧紧新增行政许可这
个阀门， 遏制住行政审批边减边增、 在
清单之外变相审批的问题。”

新增就业1000万的秘诀是什么

李松涛

一个数字引发外国企业的关注。
9月10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达

沃斯夏季论坛与企业家对话时表示， 截
至到8月， 中国的城镇新增就业已经接
近1000万。

这意味着， 今年的城镇新增就业目
标已基本完成。

在场的外国企业家对此很是意外。
毕竟 ， 在上半年 ， 中国的经济增速放
缓 。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
7.4%， 七、 八月份， 用电量、 货运量、
贷款供应量等一些指标甚至还出现了波

动。
法国阳狮集团首席执行官Maurice

Levy很想知道， 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创
造就业的秘诀是什么。

如果一定要用秘诀来解释， 重视经
济增长质量恐怕是答案。

“中国政府最关注的还是中国的就
业情况。” 李克强说， 我们的经济增长
目标是7.5%左右， 所谓左右就是说高一
点 、 低一点都是可以的 ， 只要是有就
业、 增收入、 没有水分、 又有效益、 节
能环保的发展， 都在合理区间， 都是可
以接受的。

经过了连续多年两位数增长 ， 中
国今后的发展更加重视质量 ， 而这种
有质量的发展 ， 首要的就是充分就
业。

挑战与困难重重。 一方面， 整体经
济增速放缓， 产业结构调整， 一批不符
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产业和企业关张；
另一方面， 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
达到史上最高的727万， 比上一年增加
28万。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政府如何破解

这一难题。

全面深化改革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抓

手 。 李克强列举的一个例子颇有代表
性。 今年我国进行了商事登记制度等改
革， 1到8月， 新注册市场主体超过800
万家， 带动了上千万人就业。 就新注册
企业个数来说， 自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开
始到现在不过半年时间 ， 同比增幅近
60%。

这种 “井喷式” 的增长， 意味着大
众创业时代的到来！ 更多的创业必然带
动更多的就业， 大众创业意味着更加充
分的就业。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只是促进就业增

长的一个剪影 。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分
析， 经济总量的扩大、 就业结构的优化
是促进今年就业目标提前完成的重要原

因。
前些年， 我国GDP增长一个点能带

动城镇新增就业100万， 而近几年同样
增长一个点 ， 带动就业150万人左右 。
2013年 ， 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46.1%， 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今年一季
度 ， 第三产业的增速又比第二产业高
0.5个百分点。 2008年到2012年期间， 第
三产业每增长一个点， 平均带动就业70
万人， 同期第二产业增长一个点仅带动
61万人。

这正是经济增速放缓， 就业目标上
调， 结果还提前完成任务的秘诀。

并非没有隐忧，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
长期存在。 时间退回2013年夏季达沃斯
论坛， 美国铝业公司董事长Klaus Kle鄄
infeld就曾向李克强发问 ： 在中国的劳
动力市场上， 一方面有大量的毕业生找
不到合适的工作； 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企
业很难招到高素质的员工。 如何看待中
国的这种就业状况？

总理的回答有五点： 稳增长、 调结
构、 发展职业教育、 促进就业的社会公
正、 形成适应就业需要的观念。

在今天看来， 这五点的落实依然有
漫长的路要走， 需要政府、 社会与就业
者的共同努力， 还有更加细化的工作要
做。

浙江省青田县小舟山乡的梯田展现的稻田创意画 （9月10日摄）。
今年5月， 为打破绿色水稻的单一色彩， 突显图案层次， 小舟山乡政府引进黄、 绿、 紫三种颜色的水稻彩色稻进行培育， 种

植了10多个创意的图形； 同时还在田间穿插种植了上千株向日葵， 给原本普通的山乡稻田增添了俏皮的气息。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