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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7日讯 企业高管涉
嫌经济犯罪， 企业涉及侵犯知识
产权、商业秘密的案件，法院将对
企业生产经营可能受到的影响进
行评估。近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出
台《关于对涉企案件实行生产经
营影响评估的实施办法（试行）》
（简称《办法》）。《办法》提出9个方
面42条举措， 旨在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依法促进企业生产经营，
保障实施“三高四新”战略，促进
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办法》要求，人民法院办理
案件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为企
业时，在立案、保全、审理、执行、
司法公开和审判管理等各环节，
法院需对涉案企业生产经营可能
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 评估并作
出有效防范和处置， 使具体司法
措施对企业生产经营负面影响降
至最低， 实现案件处理的政治效
果、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
一。

《办法》明确法院对11类涉企
案件进行生产经营影响评估，即
企业和企业出资人、股东、高管、
关键岗位上技术人员涉嫌经济犯
罪的刑事案件； 对企业可能造成
停产、 关闭等重大影响的行政案
件； 侵犯企业知识产权、 商业秘
密， 且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严重
影响的案件；涉新技术、新产业以
及新的商业模式， 可能引发技术
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案件； 涉投资
规模较大、建设周期较长、产值规
模大、就业人数多、缴纳税收多的
案件； 国家和省级战略经济政策
重点扶持和鼓励领域企业的案
件；影响区域金融稳定的案件；可
能会引起上市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的案件；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的案件； 涉小微企业生存的案
件； 其他可能影响企业生产经营
或波及社会经济稳定等情形的案
件。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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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7日讯 近日，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
“十四五” 自然资源发展规
划》，规划从要素保障、耕地
保护、空间格局、调查监测、
产权制度改革、 生态保护修
复、 矿业转型发展、 地灾防
治、测绘地理信息、治理能力
等方面对全省“十四五”自然
资源事业发展作出总体部
署，提出到2025年，生态保护
红线面积4.21万平方公里；耕
地保有量5520万亩。

保障重大项目
和乡村振兴用地需求

规划要求全力服务保障
全省先进制造业“八大工
程”、科技创新“七大计划”、
改革开放“五大行动”和“制
造强省重点建设项目” 等重
大项目合理用地需求， 优先
保障重大基础设施、 重点民
生实事和重大产业项目顺利
落地。

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预
留不少于10%的建设用地指
标， 重点支持乡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需求， 助力打造
“接二连三”全产业链。省级
每年安排至少10%新增建设
用地指标保障乡村公共设
施、公益事业、乡村产业等乡
村建设用地。 对农村村民住
宅建设合理用地应保尽保，
单列用地指标。

推进以地控税、 以税节
地、“亩均效益”综合评价，落
实单位GDP建设用地使用面
积下降率的控制要求。 完善
“承诺供地时间+逾期公告撤
批”制度，坚决防止新增批而
未供土地。

编制长株潭绿心
中央公园总体城市设计

规划明确提出， 永久基
本农田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特
别是水稻生产， 一般耕地主
要用于粮食和油菜、蔬菜、棉
花等农产品生产及饲草饲料

生产。 耕地在优先满足粮食
和食用农产品生产基础上，
适度用于非食用农产品生产
并严格监管。

深入推进长株潭区域一
体化建设， 将长株潭都市圈
打造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
展核心增长极。 编制长株潭
绿心中央公园总体城市设
计，围绕“保值增值”，打造具
有世界影响的城市群生态绿
心、 彰显湖湘特色的长株潭
中央客厅、 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公园综合体。 大力支持
岳阳、 衡阳两个省域副中心
建设。 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及
区域性城镇群建设， 到2035
年，培育超大城市1个、Ⅱ型
大城市（人口在100万-300
万）11个，中等城市（人口在
50万-100万）、 Ⅰ型小城市
（人口在20万-50万）55个。

采矿权数量
控制在3000宗以内

实施“一江一湖三山四
水”生态保护修复。加强长江
岸线湖南段生态保护修复，
推进长江大保护。 开展洞庭
湖区域洪水调蓄与生物多样
性生态保护修复， 加强洞庭
湖和长江整体的水利联系，
提升区域生态产品供给能
力。 开展武陵-雪峰山区、南
岭山地带生物多样性与水源
涵养生态保护修复和罗霄-
幕阜山区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
修复。

开展专项调查， 加强历
史遗留废弃矿山开采边坡综
合整治、 土地复垦、 地形重
塑、地质灾害治理、水资源修
复、生态植被重建，恢复矿区
生态环境。探索“矿山+生态
园区”“矿山+科普+休闲”“矿
山+特色文化小镇+美丽乡
村”、 矿山公园等修复模式，
有效改善矿区周边群众生产
生活生态环境。到2025年，历
史遗留矿山土地复垦率达
60%以上。

■记者 潘显璇

本报9月7日讯 今天下午，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
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许达哲
主持召开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
会第五次会议， 传达学习省部级、
厅局级政法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专题研讨班精神和《法治
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
一阶段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推
进法治湖南平安湖南建设。省委副
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
员会副主任毛伟明出席。

省委副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
省委员会副主任乌兰，省委全面依
法治省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省直
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切实增强思想和行动自觉

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省法治
政府建设工作自查报告》《湖南省
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
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列入年终
述职内容的工作方案》《法治湖南
建设规划（2021-2025年）》 等文
件。

会议肯定了今年以来我省推
动全面依法治省取得的成效。会议
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推进法治
湖南平安湖南建设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结合省部级、厅局级政
法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专题研讨班精神， 进一步加强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培训、宣传
宣讲和研究阐释，切实把学习贯彻
成果体现到保障湖南经济高质量
发展、 助推全省社会高效能治理、
守护三湘人民高品质生活上。

抓好法治建设“关键少数”

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主动
接受、全力支持配合本次中央依法
治国办督察，以此为推动，扎实推
进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突破新成
效。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进一
步擦亮“一件事一次办”品牌，推进
政务诚信建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坚持
党对地方政府立法工作的领导，全
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
核机制， 实施政务公开清单管理；
健全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制度，规范
行政决策程序，畅通公众参与公共
决策渠道，积极推进党政机关法律
顾问和公职律师等制度；推进严格
公正文明执法，全面落实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积极推动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 加大重点领域执法力度；
依法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坚持发展
“枫桥经验”，完善矛盾纠纷多元预
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纵深推进行
政复议体制改革；抓好第二批全国
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打造
法治政府亮丽名片。

会议强调，要抓好法治建设的
“关键少数”，着力提高领导干部的
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压实党
政主要负责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
责任人职责，推动领导干部普法教
育，抓好换届期间职能职责的承接
交接， 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
插手具体案件的坚持“零容忍”。要
以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推动，加快
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
队伍。继续指导市县做好教育整顿
的“后半篇文章”，以开展第二批教
育整顿为契机解决政法领域突出
问题，着力解决基层法治人才不足
等问题，不断夯实法治湖南平安湖
南建设的基层基础。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冒蕞 刘笑雪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

切实推进法治湖南平安湖南建设
湖南“十四五”自然资源发展规划出炉

将长株潭都市圈
打造成核心增长极

湖南高院出台办法促进企业生产经营
对11类涉企案件进行生产经营影响评估

全面查清2013年以来全
省农村乱占耕地建设的房
屋，形成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数据和摸排工作台账。对照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
准”要求，完成农村乱占耕
地建房依法分类处置。 建立

防止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
长效机制，做到“早发现、早
制止、严查处”，坚决遏制新
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为。
采取措施，疏堵结合，切实保
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
地需求。

开展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行动

●到2035年，培育超大城
市1个、 Ⅱ型大城市（人口在
100万-300万）11个， 中等城市
（人口在50万-100万）、 Ⅰ型小
城市（人口在20万-50万）55个

● 完 成 89 个 县 市 区
1 ∶ 10000地质灾害调查，建成
农村房屋地质灾害隐患库和
城镇开发边界内重点地质灾
害隐患库

●实施800处难以实施
避险移民搬迁的重大地质灾
害隐患点治理工程， 实施
1000户治理难度大的地质灾
害隐患点避险移民搬迁工程，
实施200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排危除险工程

● 到 2025
年， 生态保护红
线面积 4.21万
平方公里

●耕地保有量5520万亩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

积4471万亩
●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不

超过13559平方公里
●森林覆盖率不低于

59%

●采矿权数控制在3000
个以内， 其中砂石土矿采矿权
数量不超过1500宗

●历史遗留矿山土地复垦
率达60%以上

数说

湖南“十四五”
自然资源发展规划

生态保护

采矿权数

新型城镇化建设

地质灾害防治

■制图/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