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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仙居县“五个在前”
破局“一户多宅”难题

浙江省仙居县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县,土地资源十分

紧缺,但全县农户数 10． 04 万户,农村住房宗数超过 20． 1 万宗,存

在大量的“一户多宅”及历史遗留非法住宅,不仅造成土地资源严

重浪费,也引发诸多基层治理难题。 2019 年以来,仙居县启动“一

户多宅”及历史遗留非法住宅专项整治,引发美丽乡村 “振兴蝶

变”。 截至 2019 年 12 月 10 日,乡镇(街道)试点村整治工作基本

完成,总处置率达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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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大历史因素造成“一户多宅”乱象

农村“一户多宅”及历史遗留非法住宅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

经过漫长时间累积,成因复杂,主要有四方面:

一是改革开放中前期宅基地管理混乱。 改革开放初期,宅基

地审批权主要在生产队,审批流程极不规范,“一户多批”时有发

生,产生大量“持证一户多宅”。 20 世纪 90 年代后,由于县、乡两

级财政紧张,下岸水库、县乡道路、农村自来水管道等重点工程建

设缺乏资金来源,许多乡村用“出让宅基地” “以罚代批”的方式增

加收入,进一步加剧宅基地管理失范。

二是农村宅基地供给与监管短板突出。 2010 年以前,一些村

的村庄规划、用地指标长期缺位,没有正常开展新农村建设,同时

宅基地审批流程复杂,部分缺房户为了解决住房困难,冒险“未批

先建”。 同时,国土、城建等部门在乡镇一级执法力量有限,无人机

航拍、卫星遥感等先进执法手段尚未普及,对违建行为缺少有效监

管,导致违法“一户多宅”现象未能及时处置。

三是“建新不拆旧”没有及时得到纠正。 在全省统一实施“三

改一拆”之前,很多村在村民建房时,仅以一纸“拆旧承诺书”予以

审批,事后没有及时跟进监督,导致许多事实上的 “一户多宅”。

2013 年实施“三改一拆”以来,相关部门仅在控制新的民宅违建和

拆除经营性违建上下功夫,对体量巨大的未拆农村旧宅没有拿出

有效的处置措施,久而久之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

四是农房私下买卖形成监管真空。 尽管相关法律明确规定,

农村宅基地禁止买卖,但现实中山区农民自主下山移民等原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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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农村房屋、宅基地廉价买卖现象十分普遍。 买方一般在原来村

集体中已有宅基地,而由于监管部门缺乏动态监管手段,造成了为

数不少的跨乡镇“一户多宅”。

二、“五个在前”破局“一户多宅”难题

针对这些问题,仙居县相关部门深入分析研究,把政策立在前

面,以试点开路摸索,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一是坚持政策完善在前。 2019 年 8 月,出台《历史遗留非法住

宅处置意见(试行)》 《农村村民“一户多宅”分类处置指导意见》

等四个政策依据,对不同类型的“一户多宅”进行了分类,明确了

处罚补办、退出回收、拆除复垦等处置办法。 县整治办根据整治中

遇到的疑点难点,分类印发更具指导性的政策解读手册,确保政策

一个口子出、操作一个程序走、工作一把尺子量。

二是坚持群众工作在前。 在广播、电视、报纸、微信等舆论阵

地大规模宣传《土地管理法》,加大“一户一宅”观念普及。 各乡镇

成立工作专班,会同国土部门精干力量组成攻坚小组,用群众看得

懂、听得懂的方式,面对面为村民讲透政策。 同时也通过宣传让群

众明白,此次整治正值“政策窗口期”,引导符合补办条件的非法

住宅按时完成补办手续。

三是坚持试点探索在前。 在全县 20 个乡镇(街道)安排了 38

个试点村,要求各试点先行先试,县整治办全程参与数据测量、权

属审查、资料收集、结果公示等各个环节,确保执行不偏、公平公

正、做细做实。 县主要领导每周开展督查,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

交流会,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确保试点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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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坚持统筹谋划在前。 各乡镇与业务部门加强对接,将“一

户多宅”综合整治工作和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美丽乡村建设、农房确权等工作有机结合,避免走 “回头路”、做

“无用功”。 在房屋拆除前,进行科学评估,确保有文化历史价值

的古建筑、有利用价值的房屋得到保留,为下一步古宅修复、旅游

开发、廉租公房打下基础,避免资源浪费。

五是坚持干部带头在前。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

做到财政供养人员、村两委成员、党员率先响应、率先行动,严格做

到“三个带头、三个决不”,该罚的罚,该补的补,该收的收,该拆的

拆。 对故意隐瞒、弄虚作假,甚至阻挠破坏整治工作的,及时跟进

党政纪措施,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三、五大收获探寻基层治理“新招”

“一户多宅”综合整治是一项有助发展、利民惠民的大好事,

对于彰显社会公平的基层治理、解决乡村产业项目用地指标、生态

环境保护、优质农田补充、农房确权都有极大益处。

一是整出了发展空间,拆出了造血能力。 专项整治对农村发

展格局和空间进行了一次系统梳理,为完成县乡两级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打下良好基础,有效破解了用地指标困局。 福应街道肖垟

村通过整治腾出土地指标 40 亩,田市镇水口山自然村腾出土地指

标 16 亩,横溪镇大林村腾出土地指标 22． 93 亩。 全县通过此次专

项整治,至少可以腾出土地指标 3000 亩,为一些过去不能落地、无

法落地的好项目腾出空间。 此外,通过专项整治后的土地复垦,各

村每亩土地可以获得 30 万元指标奖励,全县将获超 9 亿元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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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极大增强了村集体的经营性收入和自我造血能力。

二是整出了民生福祉,拆出了社会公平。 过去由于“一户多

宅”,产生很多矛盾纠纷,全县市级以上交办的重点信访积案 52

件,涉及土地、违章建筑的案件就有 26 件。 此次专项整治得到绝

大部分群众的拥护,目前为止没有产生一起信访事件。 同时,通过

超标房屋腾退转让、重新安置宅基地等形式,基本解决各村缺房户

的建房诉求,整治工作真正做到公平公正、惠及民生。 通过专项整

治,田市镇东山溪自然村安置了 45 户缺房户,横溪镇大林村安置

了 27 户缺房户,大战乡下叶溪村安置了 20 户缺房户。

三是整出了宜居环境,拆出了美丽乡愁。 拆除的“一户多宅”

房屋绝大部分属于危旧房,并不具备居住条件,这类房屋及周边杂

草丛生,滋生了大量蚊虫苍蝇,严重影响村内人居环境。 通过整治

拆除,很多乡镇因地制宜打造村内小景、小品,打通美丽城镇建设

的基本脉络,也为新一轮村庄规划腾出“施展空间”,农村人居环

境大大提升。 一些具备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在整治中也得到更

好的修复保留,乡愁记忆更加浓郁。

四是整出了和谐村居,拆出了慈孝乡风。 专项整治开展前,居

住在应拆未拆旧农房里的基本是老人,起居饮食病痛无法及时获

得照料。 另外,各村都存在一批孤寡老人、低保群众,他们长年居

住在危旧房内,就算分配了宅基地,也完全没有能力建盖新房。 此

次整治中,老人被接回新房与子孙同住,提高了幸福指数。 各村通

过调剂和经济补偿等方式,收回保留了部分房屋结构完好、符合村

庄布局的超标旧房,优先保障村内困难群众的用房需求。 横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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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村共收回建筑完好的房子 45 间,经讨论提出贫困户安置方

案,据统计共需安置 25 户,目前已安置 12 户。

五是整出了工作能力,拆出了干部士气。 在专项整治中,无论

是县整治办业务人员还是各乡镇驻村干部,工作能力都得到很大

提升。 福应街道肖垟村 7 名两委干部中有 5 名存在“一户多宅”问

题,他们带头拆除房屋,全村整治工作因此顺利推进,极大提高了

村两委公信力,为以后其他工作推进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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