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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顶层
设计

部门联动全链条
管理
抓好农房管控，顶层设

计是关键。
2021年 11月，一份由茂名市

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制定的《茂名市

农村宅基地和农房建设管控实施意见
（试行）》（下称“实施意见”）正式印发实
施。实施意见提出“一户一宅、建新拆旧、

带图审批、现场办公、管好工匠、管住材料”
的农村建房“二十四字”工作机制。

这是“二十四字”工作机制首次出现在官
方文件中，文件同时建立健全规范审批、严格监

管、从严执法的工作制度，强化了农村建房前中
后监管。

此后 2022 年、2023 年“二十四字”工作机制更
是连续两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茂名抓好乡
村建设的重要举措。

实践是最好的检验员，今年前三个月，茂名无新
增乱占耕地建房现象，机制效果明显。

成绩的背后，体现了茂名对农房管控的高度重
视和科学安排——

茂名市委常委会每周听取一个镇街工作汇报，
农房管控是必考项目；把农房管控作为镇街党委书记

“一把手”工程，深化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
建立以政府分管领导为总召集人的乡村农房管

控、风貌提升及宅基地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成员
涵盖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住建、城管执法、林业、民
政等部门以及各区、县级市和经济功能区。联席
会议下设办公室，定期制定印发“工作任务清单”，
清单化、项目化、责任化、时效化推动各部门落实
职责分工。

完善村庄规划，出台和实施《茂名市村庄规
划建设管理条例》，全市 1614个行政村全部完

成村庄规划方案编制，坚决做到先规划后建
设、无规划不建设。

严格落实“带图审批”，全市112个镇
（街）建立联审联办工作机制，成立农房

建设管理工作小组，建立联审联办工
作机制。同时根据“现场办公”要求，

落实申请审查、丈量批放、施工过
程、建房后规划核实“四到场”，对

农房建设全过程进行监管。
“‘二十四字’工作
机制抓住了农房建

设前、建设中、
建设后各

环 节

的最关键要素，通俗易懂、针对性强，是覆盖建房全链
条、切实可行的有机整体。”茂名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邹国兵说，我们在推动工作中，也鼓励各地大胆探索。

在信宜，2022年“信宜市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系
统”上线，农村建房“二十四字”工作机制被搬上了云
端。目前已建立集宅基地审批、建房监管、风貌提升、
工匠管理、违建巡查等于一体的农村宅基地和农民建
房全链条管理模式，实现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化、数
字化、标准化。

“我们将及时总结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制定更
详细的农房管控实施细则，力争让‘二十四字’工作机
制发挥更大效用。”邹国兵说。

抓源头要素
提升农房建设质量

乡村工匠是参与农房建设的主要主体，建筑材料
则是农房建设的必备要素。抓住工匠和材料，相当于
抓住了农村建房全局的关键。

茂名紧抓“乡村工匠”和“建筑材料”两个不可或
缺的关键要素，通过管“工匠”管“材料”来管“农房”，
使农房建设工匠和材料使用都有规范来源以及安全
保障。

在坚持“管好工匠”方面，茂名建立乡村建筑工匠
登记制度，全部建筑工匠实行培训，持证上岗，向社会
公开。目前，茂名市累计开展乡村建筑工匠培训 43
个班次，累计培训学员2544人次，有1655人取得培训
合格证书。

坚持“管住材料”，则是加强茂名建材市场监督管
理，加大对钢筋、水泥、混凝土、砂、石等主要建材的抽
检力度，及时处理建房户投诉反映的建材质量问题。

“别小看管工匠、管材料，这些细节里蕴藏着‘二
十四字’工作机制的政府管理智慧。”茂名市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邹国兵解释，建房子都要雇工匠、购买材料，
建房户提供不了建房手续证明，他们都不敢参与。“换
句话说，我们就能从工匠和建材企业处进行农房违建
监管。”邹国兵认为，这能够遏制部分违法建房行为。

在茂名高州，各混凝土搅拌站、砂浆站都需签订《不
向违法建设工程提供混凝土承诺书》，要求各搅拌站在
向建设户提供建筑材料的时候，必须查验建设户的工程
报建手续，并形成供料台账备查，做到无手续不供料。

反过来，各镇（街）在批复宅基地后，则要求农户
与持证的乡村建筑工匠或有资质的建筑企业签订建
房合同，购买建筑安全保险，以保障施工安全。

同时，各地实行村级宅基地协管员制度，并实行
农房管控和宅基地审批网格化管理，要求镇村两级网
格员每周至少开展一次巡查工作，既保障了群众合理
的建房需求，同时有效打击未批先建行为。

强化风貌管控
破解“有新房无新村”难题

农房管控，顾名思义是指农村村民自建房的设
计、审批、改造、建设和管理。农房是展现乡村风貌的

一
个重要
元素，因而
农房管控的落
脚点，还需促进乡
村风貌提升。

茂名农村建房“二十
四字”工作机制中，“带图审
批”要求村民申请建房时，需附
上相应建设图纸审核，从而实现严
控农房建筑风格以及屋面造型的审
批与管理。

说到底，农房是乡村风貌的一个“面
子”，“带图审批”考虑到农房管控与乡村风
貌提升的依附关系，为自建房向促进乡村风
貌提升转化提供了可行性空间。

这种转化，在茂名是如何实现的？
茂名指导各县区住建部门根据本地实际，已

编制印发了一批《农房设计图集》，供群众选择对
照建房。村民申请建房时，应选用农房涉及通用
图集，或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或人员进行
设计、审核。

以《信宜市农房设计方案图集》为例，图集结合
考虑村民的生活和居住习惯，突出地方特色和乡村
特色，共提供了50套建筑方案，同时含括了兄弟共建
的建筑方案。在住宅用地和建筑规模上，用地面积
分为 75㎡、80㎡、90㎡、100㎡、120㎡和 150㎡六种类
型，建筑层数为三层半和两层半。每个面积类型有4
个平面布局的设计，每个平面布局有 2 个建筑立面
方案的设计，整体简洁又体现现代风貌。

另外，信宜还制定了《信宜市修订完善村规民
约工作方案》，将农房风貌管控列入村规民约管
理。每个行政村选择建筑风格相对统一的建筑方
案 3-5个、自然村选择 1-2个，通过召开村民大会
讨论通过后，将图集纳入村规民约。

2022年，信宜审批农村宅基地建房带图审批
率 100%。“如果实在无法参照图集样式建房，那
么建筑风格与所在村风貌基本保持一致即可。”
信宜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潘金水说，通过村规
民约统筹本村村民建房风格，且每个村的图
集各有各的特点，不仅能逐步提升乡村建筑
风貌，还有助于破解农村“有新房无新村”
难题，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

如今，茂名农村建房“二十四
字”工作机制被写进《茂名市落
实“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
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行动方案》，对于“二
十四字”工作的新
实践、新成果，
我们满怀期
待。

荔红时节，走进高州市根子
镇柏桥村，一条条柏油路穿梭在
荔枝林中，整洁的农家小楼点缀
其间，呈现出如诗如画般的乡村
图景。

4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亲
临茂名视察。新华社播发的《“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
列”——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东
纪实》中记录了一个细节——习
近平总书记留意车窗外的风景：
“一路过来，看到咱们茂名这一带
盖的房子都很好，说明这里的群
众特别是农民的家庭还是殷实
的。”

乡村农房怎么盖、怎么盖得
好？茂名有一套切实管用的工作
方法——“一户一宅、建新拆旧、
带图审批、现场办公、管好工匠、
管住材料”，共计 24个字，简称
“二十四字”工作机制。

“二十四字”工作机制坚持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通过规范审
批、严格监管、从严执法，加强对
农村建房规范化引导和全链条管
控，实现农房建设先批后建、土地
节约、有序建设。

目前，随着“二十四字”工作
机制在全市推行，新房管得住、建
得好，一个个升级版的美丽乡村
跃然而出，盖新房塑新貌有新村，
成为茂名乡村建设的新常态。

盖新房 塑新貌
茂名“二十四字”工作机制让农村盖房不“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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