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9月4日 星期二
编辑／耿彪 校对／李瑾 组版／潘潇国内·时政 02B

解读

□据《法制日报》

公开的数据显示，我国有超亿亩的损毁
土地待复垦。如何依法复垦，在国务院发布
实施有关条例后，3日，国土资源部就其制
定的《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草案)》(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
会意见。按照征求意见稿规定，土地复垦义
务人不依法复垦，其报批的新项目用地将不
被批准。

每年新损毁几百万亩土地

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严之尧此
前表示，截至2009年，全国生产建设活动和
自然灾害共损毁土地1.3亿多亩。其中，生
产建设活动损毁1亿多亩。同时，每年生产
建设活动新损毁的土地有几百万亩，其中
60%是耕地或其他农用地。

2011年3月，土地复垦条例由国务院发
布实施。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办法
是条例的补充规定。

办法对因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土地损
毁的复垦以及历史遗留损毁土地和自然灾

害损毁土地的复垦，提出不同的复垦要求。

设立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

按照办法规定，因生产建设活动造成土
地损毁的，建设单位必须承担复垦的法定义
务。其中，除了要编制复垦方案并须批准，
办法明确表示，土地复垦义务人不按照办法
编制土地复垦方案的，建设单位在申请新的
建设用地时，有审查权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不得通过审查；在申请新的采矿许可证或者
申请采矿许可证延续、变更、注销时，有批准
权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不得批准。

办法要求，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与损
毁土地所在地的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在
双方约定的银行设立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
户，足额计提土地复垦费用，用于损毁土地
的复垦。

同时，土地复垦义务人还要对损毁的土
地进行补偿，损失补偿费包括房屋以及地上
附着物拆迁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地面沉降
等造成房屋损坏补偿费、土地损毁等造成农
用地地力下降补偿费、水源破坏等造成生产
生活困难补偿费等。

鼓励社会投资复垦遗留土地

对于历史遗留损毁土地和自然灾害损
毁土地的复垦，办法拟定了鼓励措施。其
中，社会投资将历史遗留损毁和自然灾害损
毁土地复垦为耕地的，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土
地的，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县级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可以在土地复垦资金中，给予投资
者不低于投资额15%的资金补助。

属于将非耕地复垦为耕地的，经验收合
格后，可以按照一比一的比例作为本省、自治
区、直辖市内的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市、县政
府可以出资购买指标，土地权属关系不变。

此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投资将
历史遗留损毁和自然灾害损毁的建设用地
复垦为耕地的，可以按照一比一的比例作
为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耕地占补平
衡指标。

对历史遗留损毁和自然灾害损毁的建
设用地复垦面积较大、成效较好的地区，国
土资源部可以在安排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试点和工矿废弃地复垦试点时予以优先
考虑。

□新华社重庆9月3日电（记者 徐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
晓义在3日召开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研讨会上透露，截至今年8月底，
全国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数超过 1.8
亿，其中城乡居民1.16亿，离退休人员
0.7亿。

他说，今年7月1日，全国所有县级
行政区全部开展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基本实现了制度全
覆盖，比原计划提前了8年，这标志着我
国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体系的初步形成。

胡晓义透露，国家将根据经济发
展水平和各方面承受能力，逐步加大
公共财政对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的投入，建立正常调整机
制，稳步提高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
标准。

他指出，建立健全覆盖全体城乡居民
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一项前所未有的
崭新事业，决不会轻而易举，一蹴而就。

下一步，我国要进一步完善政策体
系，保证制度的平稳运行和可持续发
展；提高保障水平，让城乡居民共享国
家发展进步的成果；加强管理服务，切
实把党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全国领基本养老金
人数超1.8亿

□据 新华网

“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团
体3日在重庆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15
名“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拟于9月10日
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日本政府
进行民间索赔，这将是该团体自2006年
开展对日诉讼索赔以来第一次在中国
国内提出对日诉讼索赔。

据了解，“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诉日
本国受害赔偿案已于2006年3月30日
至2009年10月5日在日本东京地方裁
判所进行了4次提诉，来自重庆市、成都
市、乐山市、自贡市、松潘县、合江县侵
华日军大轰炸受害者共188人成为这场
大规模跨国诉讼的原告。截至2012年
3月，已有24名原告出庭日本东京地方
裁判所进行了受害事实的法庭陈述，控
诉侵华日军大轰炸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给受害者带来的身体及精神伤害，目前
该案尚在审理中。

据“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
律师团首席律师林刚介绍，此番首次在
中国国内提出对日诉讼索赔主要是应

“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强烈要求，并根
据国际惯例和各国司法实践，追求战争
犯罪的责任不受时效限制以及“重庆大
轰炸”属无差别轰炸，性质恶劣，是极其
严重的战争犯罪，不应享受国家主权豁
免等背景下实施的。

据史料记载，从 1938 年 2 月至
1944年12月，侵华日军对重庆及其周
边城市商业区、平民聚居区实施了6年
零10个月的狂轰滥炸，史称“重庆大轰
炸”。轰炸造成重庆32829人直接伤亡、
6651人间接伤亡，房屋损毁11814栋
21295间，财产损失约合100亿法币（当
时国民政府货币）。

“重庆大轰炸”受害者
将在重庆起诉日政府

□据《法制晚报》

2日下午，停靠在大连港口的我国首
艘航母平台舰体上被涂上了“16”这个
数字。

这个数字被外界定义为航母平台的舷

号。这个数字更深的意义在于，航母平台
或即将交付部队。

舷号是用油漆涂刷在甲板外侧，供对
方或民众识别的号码，如168、530等。

据在现场的军迷“倔强的中国人”描
述，9月2日上午航母平台开始描线涂装舷

号。下午3点左右涂装完毕。与此前舰体
上的黑色字体不同，航母平台上的“16”
为白色字。

这种字体此前已在东海舰队试用，看
上去更有立体感。而参照国际惯例，这种
字体被美国和北约国家采用。

我国航母平台完成测试涂上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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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即将交付部队

建设单位不依法复垦将不批新用地
社会投资将可参与历史遗留土地复垦

3日上午，相关人士向记者证实，按照海
军舰艇服役一般规律，当舰艇正式油漆上舷号
时，表示基本测试完成，准备进入海军服役。

“16”引起军迷的广泛议论。中国海军
的军舰舷号编定基本都是以 3 位阿拉伯数
字为主，目前只有舷号 81 的郑和号与舷号
82的世昌号用两位数编定命名。这两艘舰
艇均为训练舰，而航母平台作为官方定义的
训练舰，用两位数也在情理之中，而我国历
来也有选择吉利数字的传统。

军迷甚至猜想此数字是用来纪念新中国
“航母之父”刘华清上将，其出生于1916年。

根据规律，舷号确定了，说明航母平台
的名字也已经确定。根据《海军舰艇命名条
例》，海军舰艇命名有着严格的标准和切实
的条例条令依据。

舰艇入列或更名时，由批准授名的领导
机关正式授予舰名舷号，颁发舰艇命名证
书，舰艇按照《海军舰艇命名条例》的规定举
行命名典礼。

根据规定，巡洋舰以行政省（区）或直辖
市命名，驱逐舰以大中城市命名，护卫舰以
中小城市命，补给舰以湖泊命名。

此前，网络传闻航母平台有可能被命名
为“辽宁”，而相关人士也表示不排除这种可
能。根据规定，为了避免舰艇出现重名的现
象，人民海军舰艇名的授予必须严格按区域
划分。而航母平台如果被部署在北海舰队，
其舰名就应来自北海舰队辖区内省市区地
名，辽宁则在北海管辖范围内。

舰艇上舷号表示测试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