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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近日，自然资源部经商住房城乡建设部、民
政部、国家保密局、最高人民法院、农业农村部、
国家税务总局，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3226号建议”作出答复。就该建议中提到的“关
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问题”，答复明确：农
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
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

看到这则消息，不少在城里落户的游子心
里暖洋洋的，情不自禁地跟帖点赞。“这真是好
事，让落户城市的我们还能找到来时的路，也留
下了回乡的退路。”“好政策，在城镇里面飘的孩
子可以叶落归根了！”“我老家的祖屋一直不能
给我这样城市户籍的人办理不动产登记，现在
看来是可以了。好开心啊！”

对他们而言，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
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
的确堪称一则喜讯。此前，关于农村宅基地使用
权是否可以继承，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按
照我国《土地管理法》，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
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
集体所有。既然宅基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就不能
像建于其上房屋那样，可以在所有权意义上作
为农民个人财产被城里的子女继承。至于农村
宅基地使用权能否继承，虽然“地随房走”的事
实似乎已作出肯定的回答，但是相关表述一直
很谨慎。比如，在2010年出台的《关于农村集体
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中，农村宅基地
使用权的继承只被小心地表述为“因继承房屋
占用农村宅基地”。

相比之下，这次答复要干脆得多——— 明确
表示，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城镇户
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虽然答复依
然有着“农村宅基地不能被单独继承”这样的限
定，但是这样干脆的“表态”，已足以让城里那些
心里还不怎么踏实的游子们踏实不少。

答复虽简短，信息量却不小。为了更好地指
导实践，为了避免答复内容被误读，尚需进一步
对相关问题作出明确解答。比如，此前城镇居民
只可以基于房屋所有权而继续使用宅基地，不
得进行翻建、改建、扩建等。当农村宅基地上的
房屋倒塌或因自然灾害损毁之后，其宅基地就
将会被农村集体组织收回。如今，既已明确城镇
居民可以通过继承获得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已
获得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城镇居民是否还要受
到这样的“限制”？如果不是，他们可以在多大限
度内依法使用农村宅基地？他们依法继承的农
村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可以流转？可以怎样流转？
诸如此类问题不说清楚，城镇居民依法继承农
村宅基地使用权就难以顺利操作，答复所给出
的“利好”就难以充分转化为市民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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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济南市历下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社会
发布了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抽检的
48个品种487批次中出现了15批次食品不合格。这
些不合格的案例，包含餐具消毒不到位、违规使用
禁用兽药等情况。

抽检结果公布后，公众既震惊于隐藏在身
边的食品安全风险，也第一时间了解到哪些企
业上了“黑名单”，避免消费踩雷，更关心后续的
处理情况，监管部门接下来不妨将处理措施及
时向社会发布。

从通报的情况看，这次抽检是历下区市场
监管局今年组织的第四次食品监督抽检，可见抽
检已经成为一个常态化的监督手段。“舌尖安全”
和公众生活息息相关，常态化的抽检可第一时间
排除隐患，将隐藏的不法商家放在聚光灯下，让其
承担相应的责任和违法风险。

很长一段时间，“舌尖安全”一直是社会生
活中的痛点，也是监管部门的难点所在。消费者
的举报和媒体的监督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构
建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还需要监管部门
多出手。

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食品进行定期或者
不定期的抽样检验，并依据有关规定公布检验结
果。很显然，当公开违反食品安全的“黑名单”成为
常态，食品生产企业的违法风险将大大增加，消费
者也能通过舌尖投票，促进食品市场“良币驱逐劣
币”，倒逼企业落实好主体责任。对监管部门来说，
常态化的抽检和公开也能让公众了解其在落实监
管责任方面做了什么，有助于其更好地动员社会
力量，形成监管的合力，共同打击违法行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吉祥

前三季度山东GDP
同比增长1.9%

好于上半年、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好于预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吴浩

9月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10 . 1%

9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上升到10 . 1%，达到
近5年来月度最高水平，为山东
省经济短期内实现强势反弹提
供了强劲支撑。对此，山东省统
计局副局长陆万明表示，支撑工
业快速恢复向好发展，是多重原
因叠加的结果。

他说，山东工业产业体系完
备，行业门类齐全，在联合国分
类的41个工业大类中，山东是我
国唯一一个拥有全部41个工业
大类的省份。“产业体系完备优
势，在今年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三年，持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传统工业加速改造，
落后产能加速出清，工业转型态
势持续巩固。

固定资产投资
连续7个月正增长

虽然有疫情影响，但今年全
省投资成绩一直比较亮眼，为全
省经济提供了持续动力。

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连续7
个月保持正增长，三季度增长
5 . 3%，增幅比二季度提高1 . 1个
百分点。前三季度累计增长
2 . 7%，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 . 4个
百分点；亿元以上项目个数、完
成投资分别增长30 .8%和8 .2%。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民间投
资趋于活跃。数据显示，9月当月
增长7 . 6%，累计增长2 . 3%，增幅
比上半年提高2 .7个百分点。

CPI涨幅较上半年
收紧0 . 5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全省居民消费价
格同比上涨3 . 9%，涨幅较上半
年回落0 . 5个百分点。其中，城
市上涨3 . 5%、农村上涨4 . 8%。

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同
比上涨12.7%，其他用品及服务上
涨5 . 3%，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
1 . 6%，医疗保健上涨1 . 6%，衣着
上涨0 .9%，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
上涨0.1%。在食品烟酒价格中，粮
食价格上涨2 .5%，鲜菜价格上涨
10 . 1%；猪肉价格上涨88 . 7%，涨
幅比上半年回落23.1个百分点。

对此，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
济研究院院长董彦岭教授表示，
今年以来，山东物价水平总体上
处于上升态势，农产品价格或许
是其中重要的拉动因素，不过，
从前三季度数据来看，这种上升
态势开始收紧，“疫情过去以后，
还是可以完全恢复的。”

董彦岭还说，虽然物价水平
在攀升，但是综合来看，这种影响
对中产以及中产以上群体的影响
不会很大，对收入较低群体影响
可能较大。需要指出的是，前三季
度，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3 . 6%。
董彦岭说，这是利好消息，因为网
络通信支出，在整个居民消费支
出的占比是提高的。

陆万明也表示，山东省居民
消费价格涨幅回落主要受三方
面因素影响，分别是食品价格、
猪肉价格、服务项目价格。他预
测，四季度山东CPI涨幅仍将延
续回落态势。

全省货物进出口
总额增长4 . 2%

前三季度，山东省外经外贸
势头良好，贸易结构继续改善。前
三季度，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
15563.3亿元，增长4.2%。

民 营 企 业 进 出 口 增 长
11 . 5%，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
的68 . 6%。董彦岭表示，从所有
制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更代表
产业、产品的成长性以及能够参
与到国际循环中的能力，民营企
业进出口不断增长，是很好的兆
头。从产品结构来看，大型机电
等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增加，也
说明山东科技创新、产业迭代升
级的能力。

10月20日下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山东省政府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前三季度山东省生产总值52186 . 01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 . 9%，比上半年提高2 . 1个百分点。

总体来说，前三季度山东省经济运行呈现全面恢复、稳步回升、
逐渐向好的特点，好于上半年、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好于预期。

今年前三季度
山东省经济社会

运行情况
前三季度山东省生产总值
52186 . 01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 . 9%
比上半年提高2 . 1个百分点

比上半年提高3 . 0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加快恢复

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2 . 9%

1—8月全省规模以上
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
下降2 . 3%
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2 . 1个百分点连续四
个月保持正增长

■服务业降幅收窄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9960 . 4亿元，同
比下降4 . 5%
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5 . 0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 . 9%
涨幅较上半年回落0 . 5个百分点
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2 . 1%

■消费市场逐渐回暖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93 . 9万人
同比减少13 . 5%
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7 . 1个百分点
全省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24920元
同比增长3 . 2%
比上半年提高1 . 3个百分点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本报济南10月20日讯（记者
范佳） 10月20日上午，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大数
据局主要负责同志等解读《关于加
快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指导
意见》。

《指导意见》中提出，优化政务
服务方面，深化“一网通办”。加快
推进流程再造和“一次办好”改革，
完善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2020年
年底前，全部政务服务事项纳入平
台运行和管理，全面实现“一网通
办”。优化“爱山东”APP功能，推动
高频民生服务事项全部“掌上办”，
2020年年底前，实现“一部手机走
齐鲁”。

加快“一号通行”。以公民身份
号码或法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唯一标识，2021年年底前，实
现“一号认证、全省通行”。以“一

号”为索引，加快身份证、社保卡、
驾驶证、营业执照等证照信息电子
化，推动在政务服务、出行、就医、
入学等场景应用。

改进智慧出行服务。构建交通
基础设施和运输装备感知体系，加
快城市交通信号灯、电子标识等智
能升级，应用绿波带、交通诱导屏
等智能管控方式，提升通行效率。
整合城市停车资源，开发智慧停车
应用，实现资源统筹利用和信息精
准推送，建设“全城一个停车场”。
2022年年底前，打造一批无感支
付、反向寻车、先离场后付费等智
慧停车应用案例。

强化智慧教育服务。加强智慧
校园建设，推动优质数字教育资源
共建共享，2022年年底前，全省智
慧校园覆盖率达到80%以上。优化
义务教育入学服务，整合户籍、常

住人口、不动产等数据资源，加快
实现义务教育入学信息精准推送、
证明材料线上提交、入学报名“掌
上办”。

畅通信息通信网络。扩容升级
光纤网络，优化骨干网络结构，布
局大容量光通信高速传输系统，提
升网络传输承载能力。全面推进
5G网络部署与规模组网，推动公
共资源向5G基站免费开放，2022
年年底前，基本实现县级以上城
区、重点乡镇(街道)5G网络覆盖。

完善智慧市政设施。推动各类
挂高资源开放和数字化改造，鼓励
建设智慧杆柱。推动综合管廊智能
化建设，推广智能井盖应用。推进

“互联网+充电设施”建设，打造全
省统一的智能充电服务平台，2022
年年底前，全省智能充电桩保有量
达到10万个以上。

今年底，山东要实现“一部手机走齐鲁”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 . 7%
增速比上半年提高1 . 4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27 . 7%
高技术服务业增长5 . 4%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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