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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空心房整治工作是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动农村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以赣州市于都县为研究区，在总结全县农村空心房整治基本做法的前提下，归纳了当前此项工作开展面临的诸如工

作进展不一致、汇总资料不完备、整治管护未健全等系列问题，最后从提高认识，强化组织；制定标准，落实经费；

核实数据，完善资料；精准管理，深度整治等方面提出了全面推动农村空心房整治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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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农村危旧房改造取得可喜成绩、农民居住条件大为改善。但由于长期以来未能做到

建新与拆旧同步，环境整治与住房建设并重，加上异地建新搬迁和老宅权属复杂等原因，大量农村老旧空心村、空心房被长期

闲置浪费，既影响村容村貌、存在安全隐患，又浪费土地资源、阻碍乡村建设发展。为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彻底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全力推进现代农业攻坚战，加速农村全面小康进程，赣州市政府于 2016年启动了农村空心房整治工作。于都县作为

赣州市的人口大县，辖 23个乡（镇）357个行政村，总人口一百余万人。据初步统计，全县空心房面积为 647万 m2，占赣州市

空心房整治总任务的五分之一，高居全市首位，整治任务十分繁重。于都县 2016年在 125个贫困示范村开展了空心房整治试点

工作，在总结做法和经验的前提下，于 2017年全面开展了全县 357个行政村空心房整治工作。截至 2017年 7月 6日，于都县

共完成空心房整治总面积 595万 m2，占调查摸底数的 92%，其中拆除面积 556万 m2，修缮面积 36万 m2，开发面积 3万 m2。当前

于都县农村空心房整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面临着整治任务重、整治难度大、整治效果有待提升等一系列实际问题。对此，

有必要就全县现有的农村空心房整治具体做法进行梳理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归纳此项工作开展中存有的主要问题，最后就如何

进一步推动全县农村空心房整治顺利开展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顺利完成农村空心房整治任务，高效利用土地资源，改善村容

村貌，提升人居环境，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农村空心房整治基本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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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调查摸底，设定目标

农村空心房的调查摸底是制定空心房整治政策，推动整治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与基础。2016 年下半年由县国土局牵头

部署，各乡（镇）政府具体负责，以行政村为调查单位，对全县农村空心房数量、规模、产权人、权属面积等信息开展调查摸

底工作。要求如实填写调查确认表、摸底统计表与统计汇总表，逐栋建册归档，建立乡（镇）空心房摸底台帐，并上报县农村

空心房整治办公室。据调查汇总，全县共有空心房面积 647 万 m2，调查摸底统计的空心房面积即为整治面积。在此基础上，县

政府按照市文件要求及全县摸底情况，设定了全县农村空心房整治的总体目标，具体表现为：一是在 2017年底全县所有空心房

整治落实到位，完成规定任务数，确保整治质量，不留死角。二是空心房整治方式分为拆除、修缮和开发利用三种类型。要求

对闲置废弃、具有安全隐患的空心房，特别是残墙断壁，废弃牛猪栏，厕所等，拆除到位；对已是中国传统村落或历史文化名

村的和正在申报中国传统村落的村庄，其保护区内的空心房，以祠堂或其它保护性建筑为中心成片传统建筑群内的空心房以及

零星散落但具有保留价值、能彰显特色、传承文脉、融入乡村旅游的空心房修缮维护到位；对适应乡村旅游及适应农村公益事

业的空心房开发利用到位。

1.2制定政策，广泛宣传

于都县政府在市下发的《赣州市农村空心房整治实施方案》文件指导下，结合全县摸底实际情况，于 2017年制定并出台了

《于都县 2017年农村空心房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统一部署全县农村空心房整治工作。方案规定，对整村推进精准扶贫试点村，

按照实报实销的原则，优先在村均 200万元精准扶贫整村推进包干经费中支出；其他非贫困村由县财政按照村均 50万元的总额

安排空心房整治专项经费。对拆除空心房的宅基地，经所在村小组开会讨论通过并逐户签字、村委会审核并加盖公章，建立健

全的台帐；积极引导农村宅基地确权，允许拆旧后的宅基地在本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依法、有序流转或置换。对拆除房屋后退

出的宅基地符合增减挂项目立项条件的（集中连片 667m
2
以上），确保优先安排计划、统一立项；为提高乡（镇）推进空心房整

治工作积极性，对增减挂项目验收后的建新区指标，采取倒“三七”奖励政策，g 卩：乡（镇）占 70%、县占 30%，乡（镇）不

需建新区指标的，县政府按 8万元/667m2的标准进行回购。县政府出台的政策需通过充分宣传，统一思想，才能确保整治工作的

有序进行。对此，一方面县政府采取召集三级干部大会、培训会、党员干部大会、户主会等多层次会议将空心房整治工作精准

传达与部署；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印发宣传资料、悬挂横幅标语，《给群众的一封信》、倡议书、微信、微博等多种方式广泛

宣传，统一群众思想，引导广大农户积极参与，为农村空心房整治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进而推动此项工作的全面开展。

1.3编制规划，整合资料

整治规划是空心房整治的重要环节和关键一环，各乡（镇）在县国土局、城乡规划建设局、农工部等部门的指导下，首先

确定每栋（间）空心房的整治类型，根据实际情况和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分自然村落，科学编制本乡（镇）农村空心房整治规

划。为确保整治后有新的村容村貌，明确要求作拆除房屋后务必要及时清理建筑垃圾，并进行土地平整。整治规划要求切实做

到农村空心房拆除到位、平整到位、整治到位。农村空心房整治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则是完善资料收集和整理。此项工作具体体

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健全基础数据。按照“一房一档”的要求，已完成整治（含拆除、修缮、利用）的空心房，必须每栋房

有拆除协议，拆前、拆中、拆后的照片，并按要求严格填写《于都县空心房整治房屋信息表》。二是完善台帐。建立完善县、

乡、村、组四级台帐，其中县级台帐由县国土局负责，乡（镇）负责乡、村、组三级台帐，台帐数振与基础数据要求完全一致，

两者整理归档装订成册，形成备案材料。三是建立周报制度。乡（镇）人民政府于每周固定时间点，根据本乡（镇）的台帐，

经乡（镇）主要领导签字盖章后，向县农村空心房整治办公室上报《于都县 2017年度农村空心房整治周报表》。四是确保数据

真实可靠。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村小组、理事会、国土所必须对各类数据严格审核把关，确保数据的真实可靠，不得

弄虚作假。数据不真实的，规定不予验收和拨付补助经费。

1.4组织验收，注重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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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已完成农村空心房整治任务的乡（镇），由县国土局组织验收。按照规定要求，验收标准有以下几点：一是基础资料

完善，每栋房屋形成拆除前后对比照片、拆除协议、《于都县空心房整治房屋信息表》的基础资料，乡、村两级台帐要精确真

实、逻辑合理。并归档整理成册；二是外业全面整治到位，不留死角；三是对拆除后形成的空坪整理到位，适合做基础设施和

公共设施的，立即实施；适应农村建房的，在合法确权后，鼓励和支持依法有偿、有序地流转或置换给符合建房条件的农民建

房；适宜开发整理成耕地的，立刻申报城乡建用地增减挂钩拆旧复垦区；四是要建立村规民约等村庄管理的长效机制。此外，

县政府将农村空心房整治工作列人各乡（镇）科学发展重要考核内容进行量化考核，对完成任务好，整治效果好的乡（镇）给

予表彰，较差的给予批评并限期整改，工作严重滞后的，对乡（镇）主要领导实行问责。

2、农村空心房整治存在的问题

2.1工作进展不一致

截止到 7 月初，全县 357 个村都已全面启动了空心房整治工作，总体呈现较好局面，但存在工作进展不一致的问题，具体

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空心房整治进展不平衡。从整治方式上看，拆除的进度较快，修缮和开发利用的进展较慢；从类别看，祠

堂、众厅等拆除难度大，主房、附属房拆除难度小；从村情看，贫困村整治进度相对较快，非贫困村相对较慢；从“空心房”

分布看，干道沿线、城镇周边等可视范围内整治效果较好，地处偏远、分布零散的地方整治效果较差；从整治环节上看，更重

视拆除等外业工作、忽视档案资料整理。二是空心房整治规划制定滞后。各地除部分精准扶贫整村推进的村有制定村庄规划外，

其余的村尚未完成整治规划的“一图一书”工程，已有的村庄规划与“空心房”整治规划也有待进一步融合创新，落实实处。

2.2汇总资料不完备

根据农村空心房整治督查组反馈意见，当前全县空心房整治各项汇总资料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基础资料不健全。部分乡（镇）

将重心放在如何拆除、修缮和利用空心房，尚未重视基础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例如整治协议尚未签订或是签定不合规范；六方

认定的房屋信息表未填写，或是填写不规范。二是汇总资料不健全。由于此次整治工作任务重，时间紧，要求高，导致部分乡

（镇）摸底数据与实际存有误差，进而影响了后期台账的制作和汇总资料的准确性。

2.3整治管护未健全

据了解，有些村对于拆除房屋仅是拆除瓦片和房墙（部分地方只拆除了房梁，未及时拆除墙体），没有及时清理拆除后余

留的土方和瓦片，拆除垃圾随意堆放，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也严重影响了村容村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空心房拆除后，

实施“增减挂”还需要一定程序、周期，大部分地方为避免重复施工，等项目立项后再统一施工，导致土地清理平整滞后。另

一方面清理平整需要投入较多资金，再加上偏远地区，道路不畅，机械设备难以进入，也对土地平整造成了负面影响。对此，

于都县政府专门拔付清理平整经费，要求各村做到“拆除到位、平整到位、清理到位”，并探索出一条对已拆除空心房建筑垃

圾进行“分类处理、本村消化、异地搬运、灵活处置”的创新路子。

3农村空心房整治的对策与建议

3.1提高认识、强化组织

一是要提高认识，转变作风。全县空心房整治基数大，任务重，各乡（镇）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攻坚克难，转

变作风，提高效能，主动作为，创新工作方法，加速推进整治工作。二是要强化组织，落实责任。乡（镇）要加强对空心房整

治工作领导，整合力量充实到空心房整治办中。空心房整治办要明确职责，一方面是要加强指导，对空心房整治工作程序、基

础资料指导到位；另一方面是要加强督查，对整治数据的真实性、整治进度、房屋拆除后形成的空坪平整督促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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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制定标准、落实经费

一是制定整治标准。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空心房整治程序，严格按照宣传到位、选举成立理事会、召开户主会、进行调查

摸底、征求群众意见、明确整治方式、签订拆除协议、拆除平整、规划利用等程序落实整治工作，特别是应强调先签订拆除协

议，再组织拆除。另一方面要尽快制定修缮的整治方式认定和修缮程度的统一标准。由县级国土、建设、文物、旅游等部门成

立联合结构，对现有运用修缮整治方式或开发利用的房屋进行评定，并明确统一的标准，为具体操作和下一步验收提供依据。

再者，要明确房屋修缮和生活破旧房屋（主要指牛猪栏和传统厕所）的补助标准，减少整治阻力，力求做到既维护农户权益不

受侵犯，又推动整治工作的顺利开展。二是要及时拔付整治资金。要加紧对申报补助资金进行核算，加快补助资金拨付进度。

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快启动以村为单位，乡（镇）、县（市、区）、市三级验收，及时组织对村级的验收并向上级申报验收。同

时要进一步加强完善资金的管理，地方财政应制定严格的报帐程序，建议纪检部门提前介入监督，且乡（镇）在统筹资金管理

上，要留下一步房屋修缮和改厕、改栏的资金。

3.3核实数据、完善资料

数据与资料是制定整治措施，安排整治任务的重要参考依据，也是空心房整治考核验收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一方面需

要核实基础数据，确保准确性。各乡（镇）要真实掌握每个村实际情况和进展情况，及时成立复核小组，对各村上报的调查摸

底数据和完成整治数据进行实地复核，确保各村数据真实，不虚报，不乱报。另一方面是要完善整治后的资料。完善齐全的资

料不仅仅是一项规定的任务，更是对工作、对群众负责的具体表现，同时是报帐、审计以及检查等工作的重要参考凭据。要严

格按照整档资料的要求，每完成一栋房屋的整治工作，同步按规范要求形成一份六方签字的房屋整治信息表、一份拆除协议和

前后对比照片，逐栋资料与乡、村、组台帐要资料齐全，信息相符，内容真实。

3.4精准管理、深度整治

一是推动农民建房精细化管理。农民宅基地虽然每户的面积小，但数量大，要逐步完善农民建房机构队伍，明确农民建房

的管理机制及流程，以不动产统一登记为基础，对农户宅基地使用详细情况，农村存量建设用地情况，宅基地的转移、收回、

灭失情况进行精细化管理。要根据市委、市政府完善乡（镇）国土规划建设管理体制机制的统一部署，将住房规划、建设、用

地审批、土地执法和水土保持等职能有机结合，形成合力，从源头上控制空心房的产生，防止有新房无新貌。二是探讨县城规

划区内土坯房改造政策，促进空心房深度整治。目前在县城规划区范围内有大量的土坯房，但因为涉及以后的征地拆迁，群众

不愿意现在拆除，修缮也无价值（同时会影响以后的拆迁补偿）。但如果不拆（特别是马路沿边可视范围内），将会严重影响

全县空心房整治成果。建议在分类调查摸底的基础上，针对公路沿线、城中村、规划区周边等不同区域，出台切实可行的方案

后报县政府批准。建议聘请专业测量队伍，对房屋占地面积和房屋建筑情况予以确认；组建征拆工作组，采取预征收的形式，

承诺按以后该区域实际征拆标准兑现政策。

[参考文献]：

[1]张剑，隋艳晖.农村危房改造扶贫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山东、河南的督导调研[J].经济问题，2016（10）：73-76.

[2]钟培林.农村“空心房”改造的难点与对策[J].农村工作通讯，2008（03）：42-43.

[3]郝洋，陈锦光，申俊杰，等.“空心房”生金记——辽宁省东港市农村“空心房”收储开创节地挖潜新途径[J].国土资

源，2013（06）：3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