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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大棚房”整改标准出台
重点整治“单栋大棚房” “庄园”将按标准回归“大棚”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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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初，中央电视台曝光

了昌平区六合成农业观光园的“大
棚房”等土地违法问题。北京市委、
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从彻底摸清

全市农业大棚类项目底数入手，开
展了新一轮“大棚房”排查清理整

治工作。

市规划国土委依据《国土资
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
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127号

文”）等有关规定，制定了《大棚类
设施农业项目违法违规用地整改

标准》。

此次排查清理整治工作的核
心就是“大棚变住房”或“圈建成庄
园”，所以《整改标准》的重心也放

在了单栋大棚违法违规用地问题
的整改上。

北京晨报讯（记者 曹
晶瑞）昨天，市小客车指标
调控管理办公室发布2018
年第 4期摇号申请情况。

北京晨报记者看到，本期
个人新能源车申请者破35

万人，与上期相比新增 7
万人。按照目前的分配规
则，今年的个人新能源小

客车指标已全部用尽，有
超过 35万申请人处于轮
候状态，新申请者需要排

队等到 2025年才能获得
指标。

截至 2018年 8月 8
日24时，小客车配置指标
累计收到个人普通小客车

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
的 共 2964615个 。 有
60312家企事业等单位申

请普通小客车配置指标
98663个。对比上期，个人

普通指标申请人增加 12
万余个。

本期累计收到个人新

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
和确认延期的共 359835
个；有8643家企事业等单

位申请新能源小客车配置
指标 12415个。而全年 6

万个新能源车指标中，个

人新能源车指标5.4万个，

这个额度已在 2018年首
期摇号中全部用尽，其余通
过审核的申请人继续轮候。

据计算，新申请者至少还需
要排队等待六年。

需要提醒的是，为了方
便参与普通小客车指标摇
号或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轮

候的市民，确保申请人符合
摇号或轮候条件，避免申请
人因忘记办理确认延期，无

法继续参加摇号或轮候，北
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

信息系统已对确认延期功
能进行优化升级。优化升级
后，申请人不需要再主动办

理确认延期，但仍需确保个
人申请信息在申请期间都
正常有效。每月9日0时，

系统自动将申请有效期至
当月 8日 24时的申请信

息发送至相关部门进行审
核，审核通过后申请有效期
将自动延长6个月。优化后

的确认延期功能，已于今年
6月9日起实施。
按照规定，有关部门将

对申请信息进行审核，审核
结果将于2018年8月25日

在北京缓解拥堵网站公布。

大棚类设施农业项目建设的场内道路宽度不得超过 6 米； 项目四周和单栋种植大棚
外，不得建设非可视化的围墙或围栏；看护管理房只能为单层且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15 平
方米……北京晨报记者昨天获悉，市规划国土委制定发布了《大棚类设施农业项目违法违
规用地整改标准》，对大棚类设施农业项目的各个细节进行全方位规范。今后，各区将据此
组织整改，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坚决刹住违规占地、私盖“大棚房”的违法行为，让“私家小
院”、“庄园”回归“大棚”原状。

重点整治“单栋大棚房”

《整改标准》明确，大棚类设施

农业项目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
和要求进行生产设施、附属设施、
配套设施建设，经营者必须按照备

案范围和内容使用土地，确保农地
农用。严禁违法违规转包、转租或

变相买卖行为。
大棚类设施农业项目需在出

入口显著位置设置标识牌，注明项

目编号、建设主体、建设时间、占地
面积、地类性质、土地用途、建设规

模、举报电话及受理举报单位等，

并在网上公示。
市规划国土委相关负责人解

释，根据《土地管理法》等法规，未经

批准，不得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确定的土地用途。第一条标准是对

大棚类设施农业项目的基本要求，

违反规定必须进行整改。而标识牌
的设立，是为了同时提醒项目建设

者或大棚承包人依法依规使用土
地，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今后，对整

改后通过验收的项目，将由市农委

统一安排，在网上进行公开公示。
《整改标准》还规定，大棚类设

施农业项目建设的场内道路宽度

不得超过6米，且其占地面积应在
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内。“此条标准

将场内道路单列出来，主要是针对
不少大棚类设施农业项目对此执
行不严，存在道路超宽甚至变相建

成明文禁止的大型停车场等违法
违规用地行为。”

整改验收项目将公示

之前一些大棚为掩人耳目，外

面建围墙，里面超面积建“耳房”、
住人，将“大棚”变成了私家封闭庄
园。为封堵这种现象，《整改标准》

规定，大棚类设施农业项目四周和
单栋种植大棚外，不得建设非可视

化的围墙或围栏，不得妨碍执法人
员监督检查。单栋种植大棚只能有
一个看护管理房（俗称“耳房”）。看

护管理房只能为单层且占地面积
不得超过15平方米。
“设施农业项目不能建成封闭

庄园，单栋种植大棚也不能建成私

家小院，都必须自觉接受日常检查
和监督，并为之提供便利条件。否
则，国家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将无法

落实，长时间脱离监管视线也容易
使违法违规用地的念头变为现
实。在目前的违法、违规行为中，

耳房超面积、住人是‘大棚’变成
‘大棚房’最主要的原因，超出 15

平方米就应该整治。但考虑到

‘127号文’实施前，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有关文件并未对生产管理

用房面积作具体规定，因此2018

年 7月 25日市政府专题会议明

确，对‘127号文’实施前建设的单
栋大棚生产看护房，超出面积不
多的、一时难以整改的，在对住人

等问题完成清理后，可以由区政
府申请作挂账处理。挂账后，该项
目即确定为违法待整改项目，不
能在此基础上再次改建扩建，不

能再享受农业补贴、拆迁补偿等。
再建设时必须按照不超过 15平
方米标准进行。”

“封闭庄园”围挡将拆除

市规划国土委相关负责人特

别指出，“‘127号文’规定，设施农
业项目在生产结束后，经营者应按
要求进行土地复垦，占用耕地的应

复垦为耕地。单栋种植大棚作为生
产设施用地，更要注意保护土壤耕

作层，确保耕地质量不受破坏。”
因此《整改标准》还规定，单栋

种植大棚内外不得硬化地面，不得

破坏耕作层，但为生产需要，在大

棚内外可使用透水材料铺设一条
便道，宽度不得超过60厘米。确因
生产需要适当增加宽度的，要通过

向主管部门备案方式确认。
单栋种植大棚内外及看护管

理房内，不得配备用于固定居住的
生活设施；大棚内外不得堆放与农
业种植无关的物品。处于禁养区范

围内的种植项目，不得进行畜禽养

殖。“大棚房”拆除整改后必须恢复
种植条件。出现闲置、废弃农业种
植大棚一年以上的，要积极采取措

施恢复耕种，防止耕地撂荒。
“通过这些标准的制定，将确

保农地农用，‘大棚’不走样儿，不
变味儿。”这位负责人表示。

北京晨报记者 张璐

确保农地农用不走样

新能源车指标
已排至 2025年

北京晨报讯（记者 徐
晶晶）进入夏季，本市温度
和湿度均较高，肠道传染
病也随之进入发病高峰，

昨天，市疾控中心预判，
不排除聚集性或暴发疫

情发生。
昨天，市疾控中心数

据显示，今年 7月，本市共

报告其它感染性腹泻病例
4396例，比去年同期水平
（5458例）下降 19.5%；报

告急性胃肠炎聚集性疫情
3起。暑假期间，参加夏令

营、培训机构的人数较
多，外出旅行、就餐的市
民也较多，预计 8月仍为

本市肠道传染病的高发
期，不排除聚集性或暴发
疫情发生。

为此，市疾控中心提
醒，日常生活中，减少生冷

食物的摄入；不建议生吃
海产品，注意生熟分开。外
出旅游时，尽量不饮用生

水或地表水；不选择没有
卫生资质的餐馆或路边流
动摊位就餐。

同时，参加夏令营或
培训机构时，因为人口密

集，较容易出现肠道传染

病，市疾控中心表示，组
织机构应注意做好晨午
检，注意监测团队中是否

有出现发热、腹泻、呕吐
等症状的人员，发现后要

及时隔离和治疗，加强培
训机构的环境卫生。一旦
出现腹泻、呕吐等消化道

症状，市疾控中心建议及
时到肠道门诊就诊，不要
擅自服用抗生素或止泻

药等。
此外，目前本市已经进

入手足口病高发季节。
2018年7月共报告手足口
病病例 8213例，比前四年

同 期 平 均 水 平 上 升
31.11%。由于手足口病主
要经过接触传播，因此市疾

控中心建议，孩子用的玩
具、被子、尿布、奶瓶、奶嘴、

餐具等要经常晾晒或高温
消毒。成年人也可能感染肠
道病毒，绝大多数情况下是

没有症状的，但仍具有传染
性。因此家中经常照看孩子
的成员需要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避免将肠道病毒传
染给儿童。

肠道传染病
进入发病高峰期

北京已经启动整治大棚房的工作。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