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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新闻办发布会

本报讯（记者 任晓明）历时近 3
年的山西第三次国土调查主要成果出
炉。1月 27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
发布会，公布《山西省第三次国土调查
主要数据公报》。依照公报发布的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标准时点的数据，
我 省 共 有 耕 地 5804.25 万 亩 、园 地
961.38 万亩、林地 9143.50 万亩、草地
4657.66 万亩、湿地 81.64 万亩、城镇村
及工矿用地 1526.35 万亩、交通运输用
地 404.74 万亩、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259.62万亩。

国土调查是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每
10年进行一次，对于全面及时准确掌握

国土利用状况和国土资源家底，落实最
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节约用地
制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

此次调查，耕地被分为不同类型、
不同坡度，标注了不同属性，调查更为
详细：一是所有耕地必须进行种植属性
标注。标注种植粮食，还是非粮食、林
粮间作等，要把每块耕地种的什么都要
搞清楚，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
管控耕地“非粮化”。二是所有位于湖
区、河道等敏感性脆弱性地区的耕地进
行细化调查。这类耕地位于不稳定区
域，对其进行细化调查便于实时监管，

根据国家统一安排部署，可有序退出。
三是所有耕地进行了坡耕地和梯田分
类以及坡度分级调查。对于耕地进行
不同坡度、不同类型调查，便于采用不
同的管理方式，逐渐将不宜耕种的土地
退出耕地。例如 25度以上的坡耕地将
有计划逐渐实行退耕还林还草措施，改
善生态环境。四是对所有第二次土地
调查以来流向其他农用地的耕地进行
恢复属性标注。对于流向园地、林地等
其他农用地的耕地，有的破坏了耕作
层，有的没有破坏，没有破坏耕作层的
调查标注为“即可恢复”，全省共有 460
多万亩；破坏了耕作层的调查标注为

“工程恢复”，全省共有 400多万亩。如
果需要，这部分农用地可通过相应措施
恢复为耕地，确保耕地数量的稳定。五
是开展耕地资源质量分类专项调查。
掌握和了解了耕地质量的翔实情况，为
耕地精细化管理以及动态监管提供科
学依据。

省第三次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副主任、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中心主
任杨玉敏介绍，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
子，坚守耕地红线就是守住老百姓的口
粮底线，必须多措并举、统筹推进，确保
全省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细
化耕地调查，为管理和决策提供了依据。

本报讯（记者 任晓明）在 1 月 27
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省第三次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调查监测
处处长闫旭表示，在成果共享应用方
面，山西第三次国土调查形成面向政府
部门、社会公众和自然资源系统内部等
三个不同的成果应用层级。

山西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精度、质
量很高，是我省省情省力调查的重要基

础数据，调查内容更加精细，技术方法
更加科学，在遥感、卫星定位和地理信
息系统等常规调查技术基础上，进一步
整合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无人机等
新技术，全面采用优于 1米分辨率的卫
星遥感影像，城镇内部采用优于 0.2 米
的航天航空遥感影像，查清并汇集的调
查图斑数达 900多万个，比上一次调查
时的图斑数增加了两倍多。通过统一
的“国土调查云”平台，实现了外业调

查、内业核查、数据建库等工作的上下
联动、远程对接和实时印证。

省自然资源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在
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国土调查形成
面向政府部门、社会公众和自然资源系
统内部等不同层级的成果序列。

比如，在生态环境领域，成果已应
用到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等工作中。在审计领域，成果
已应用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工

作中。在面向社会公众方面，省自然资
源厅将开展成果数据脱敏脱密工作，实
现数据成果的实时查询和动态浏览，满
足社会公众的各类需求，实现最大限度
的共享应用。在面向自然资源系统内
部方面，成果已应用到了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耕地保护、自然资源资产清查、自
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自然保护地整合
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土地卫片执
法等工作中。

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惠及多个领域

娃 娃 菜 3.98 元/公 斤 、蒜 薹
11.98 元/公斤、茄子 13.98 元/公斤、
鲜肉前腿 25.8/公斤、小鸡腿 13.98
元/公斤……在位于羊市街的一家
连锁大型超市，记者看到，超市内外
早已换上了喜庆的“新衣”，干果饮
料、糖果饼干、酒水食粮等各式各样
的年货礼品整齐地摆放在醒目位
置。超市里生鲜和果蔬人气最旺，
有的排队称重，有的推着购物车穿
梭其间。

“超市里货物齐全，买年货很方
便。”家住附近的史先生在超市里选
购了 2.5公斤生鲜猪肉。他说，今年
春节档期，菜肉价格还算平稳，尤其
是猪肉，真不贵。“过年期间，超市也
正常营业，没必要过多储存。”

“除了从外地引进的太空椒、青
椒、小黄瓜等价格小幅上涨外，其他
蔬菜价格基本没有变化。部分菜品
由于是直采直供，价格比农贸市场
的还低。”生鲜果蔬区一工作人员介
绍，果蔬、肉类、粮油等货源供应充
足，即使遇到恶劣天气，也能保障供
应不断档。另外，销售的生鲜果蔬
大多当天配送，到晚上如有剩余，超
市会打折处理，一些附近的市民会
在这个时间段“捡漏”，老百姓会过
日子，买卖双方各取所需。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针对春
节档期，我市各大商超不断畅通进
货渠道，从采购端、配送端、市场投
放端全链条入手，确保商品种类丰
富、货源充足、供应稳定。此外，春
节期间，我市大多商超照常开门，营
业时间略有缩短，同时加大了线上
平台配送力量，推出一站式配送到
家服务。市民朋友如需置办年货，
可“线上线下”随意进行采购，无需
特意囤货。

记者 梁 丹
马向敏 文/摄

晒晒我省耕地的家底

市民放心买 “菜篮”拎得稳
——节前消费市场货足价稳购销两旺

当日，家住体育路的韩克壮一大早来
到位于许坦东街的田和水产批发市场采
购年货。“快过年了，买点鱼虾。之前在网
上采购了一些年货，还是觉得应该到市场
逛一逛，买海鲜最好眼见为实，这样才心
里有底。”韩克壮一边说，一边向工作人员
展示手机“健康码”，随后进入市场水产
区。

市场里海鱼、生蚝、大虾、鱿鱼等各类
海鲜一应俱全。“生活条件好了，市场里海
鲜种类多，想吃啥直接能买到最新鲜的。”
逛了两三个摊铺，对比了下价格，韩克壮
买了两盒厄瓜多尔冻虾、一箱冰冻大带
鱼，花费 438元。“海鲜只能这几天买，过年
现做，好好给家人露露手艺。”

“今年海鲜市场货源充足，整体价格
不算高，一些水产品价格比去年同期还
低。”商户刘岚介绍，今年带鱼类产品价格
较为稳定，冻带鱼按大小不同每公斤分别
为 40 元、50 元、60 元三档；活虾保持在 80
元/公斤左右，冻虾更便宜一些，每公斤 60
元到 70元之间。“价格稳定，市民购买热情
高，各类海鲜卖得都不错。”

关于进口海鲜产品的安全，海鲜区林
姓负责人介绍，市场严格管控准入环节，
对所有进口冷链商品，均要求商户提供每
批次进口货物报关单、进口货物卫生检验
检疫证书、核酸检测报告、消毒证明等，以
确保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图为市民正在我市河西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选购水果。

在太原河西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菠
萝、火龙果、青芒、红提、榴莲等各类水果
琳琅满目，采购水果的民众络绎不绝，满
载新鲜水果的车辆川流不息。

“最近，砂糖橘、脐橙等柑橘类最受
欢迎，稳站春节水果市场‘C 位’，赣南脐
橙很受欢迎，一天能卖 700多箱。”从事水
果批零生意 20 余年的崔春乐介绍，目前

“高颜值”礼盒水果较为畅销。最近走
货量很大，部分水果批发价小涨，橙子
价格在每公斤 9 元至 15 元，红提每公斤
11元至 15元，红富士卖到每公斤 4.8元至
7.6元。

总体来看，今年国产水果价格比较稳
定，涨跌幅度不明显，个别品类甚至比去
年价格略低。受疫情影响，进口水果价格
要高于往年，但由于消费者购买进口水果
的意愿不断提升，销售依然火爆。

市场工作人员介绍，这几天有大小千
余辆车进出市场，各类水果迎来了销售高
峰。“国产水果多由批发商从原产地采购
而来，砂糖橘、柚子等主要来自福建，销售
以成箱、成件批零为主。对于进口水果，
为了保证市民买得安全、吃得放心，我们
要求进入市场的每箱进口水果都建有台
账，并持有进口检疫合格证。”

虎年春节临
近 ，市 民“ 买 买
买 ”的 脚 步 愈 发 匆

忙。1 月 27 日，记者走访我
市部分农贸市场、商超，货场内
商品丰富、人流攒动，市场货足
价稳、购销两旺、交易活跃，人

气爆棚的“春节购购购模
式”已经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