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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调查是林权类不动产登记的基础，也是办理
业务的前置要件。三明林地多，山高林密地形复杂，
甚至没有GPS信号，实地测量困难很大，成为困扰登
记机构的难点。

如何以林权权利人接受、认可的技术方法解决问
题，是推进清理规范林权确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试点
的关键。

林权地籍调查技术方法的创新应用，三明表现
突出。

2019年开始，三明市便积极探索数字化林权地籍
调查方法，结合倾斜摄影和数字高程模型（DEM）制作
三维可视化调查工作底图，搭建调查平台，开发移动
端林权信息采集软件，利用影像图生成3D模型直观
展示地形地貌，叠加林权宗地图、生态红线图、“三调”
成果等基础数据，让地籍调查指界更加真实、直观，便
于林农、林企核实权属界线，降低调查成本。通过现
场测量，精准绘制宗地范围，生成标准化图、属、表等
内业成果，无缝对接不动产登记系统。在清理规范林
权确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过程中减轻了外业调查的
工作量，同时，影像采集的数据能在地类冲突判定中
发挥显著作用，可以有效化解历史遗留问题。

三明市还探索了“动态碳票库”管理模式，在不动
产地籍调查系统中对纳入碳票的林权宗地进行标识，
形成明晰的影像底图，在产权证附记中记载监测期
限，确保监测期内林权清晰，便于对纳入碳票的林权
进行监管，利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票证”一致，为碳
票制发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凡为过往，皆为序章。在巩固拓展试点成果、深
化林权确权登记上，三明站在发展的新起点上。“绿本
本”转变为“红本本”的背后，是“山定权、树定根”基础
上的“林权定、人心安”，是对林农权益的扎实保障，是
三明“依林而生、伴林而兴”的生动实践。继往开来，
三明林改驶入“快车道”，向着“人与青山两不负”的美
好梦想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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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是三明的生态之基，
绿，是兴业富民的无限宝藏。

从上世纪 80 年代拉开全
国“林改”大幕，到新时代在全
国率先试行林票制度，三明的
林改始终围绕着“明晰产权”
这一核心展开。

2021 年，自然资源部、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在全国 16 个
城市部署开展清理规范林权
确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试点
工作。

三明作为试点城市之一，
自 2016 年实行不动产统一登
记以来，大胆创新，先行先试，
按照“止住新增、解决遗留、长
效机制、规范优化”的工作思
路，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在优
化问题分类处置机制的同时，
积极应用新技术，推进林权管
理与登记信息共享、提升地籍
调查效率、实施碳票动态管理
等，交上了一份成果丰硕的

“绿都答卷”。

随着林权制度改革深入，三明林权交易
市场显出满满生机与活力，但在此中，林权类
不动产登记工作面临着新的问题。只有厘清
问题，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举措。

山林有“底账”，清理规范才能有底气。
数据整合，正是清理规范工作的主线和抓手，
也是厘清问题的基础。

“没有数据整合，就不知道一块宗地的地
类有没有冲突、权属有没有重叠、界线有没有
错漏重等情况，就没法实现‘手中有资料，登

记心不慌；发证无矛盾，持证能放心’。”明溪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人解释道。

过去，林权登记由林业部门负责，实行不
动产统一登记后由自然资源部门接手。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过问并召开会议研究出
台相关政策，从人、财、物等方面予以保障，推
进林权类不动产登记，打响两部门协同作战
的“战鼓”。

作为林改策源地，三明的林权登记基础
相对较好，数据资料较为齐全，但由于过去技

术条件、管理手段等限制，很大一部分登记数
据存在技术精度不高、信息内容不全、缺少信
息化成果等问题，矢量数据、档案、业务数据
三者分离，档案基本都为纸质。市自然资源
局针对数据整合中发现的问题逐一厘清思
路，将原林权登记档案逐宗落图，做到图、属、
档信息一致。

在自然资源部门和林业部门的双向发力
下，三明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全市34万宗林权
登记存量数据的整合，实现林权类不动产登记

“一个平台、一套数据、一张图”。
在此基础上，市自然资源局通过内业分

析、信息关联、调查核实等方式排查问题，细
化集体林权登记的不同权利类型，区分精度
误差、登记错误、政策执行、程序瑕疵等不同
情形的历史遗留问题。

数据整合有高招，

打通试点工作“最先一公里”

有了海量数据奠定基础，“历史遗留问题”的清单
也逐渐明晰。这个“问题清单”也是登记机构为自己
下的任务清单。

历史遗留问题历时长涉面广、矛盾积累多，各地
实际情况不同，如何才能把问题解决得让林农林企满
意？三明结合当地实际逐一研究、多方协调，在处置
政策、技术方法等方面开展积极探索。

本着“图、属、档”信息一致的目标，三明将这些问
题分为五类，一一对症施策。一是数据不完整的，补
齐缺项、完善档案；二是数据不准确的，校准精度、修
正误差；三是数据不一致的，严格比对、统一数据；四
是权属重叠和边界不吻合的，核查权属、明晰界线；五
是林地与永久基本农田重叠的，核实现状、调整地
类。全市共排查出问题5.8万个，共处理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3.2万个。

问题梳理清楚搭了“台子”，解决问题的“大戏”怎
么唱？

对此，三明不回避、不推诿，按照台账管理、统筹
衔接、分类处置、一体推进的原则，深入分析问题原
因，研究制定整改工作方案，结合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生态保护红线优化调整成果，提出核减和增补解
决路径。

“我们统筹兼顾林农、林企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等
各方利益诉求，先保障林权正常流转，再核实予以变
更登记，让权利主体放心安心。”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林忠庆说。

这些问题中，要属最让市自然资源局头疼的事
儿，就是权属重叠、地类冲突这两类问题。

对症下药才能治本达标。先内业核实，将林权登
记、永久基本农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矢量数
据套合，提取重叠数据，建立台账；再外业调查，市自
然资源局、林业局、农业农村局联合对重叠地块进行
实地认定。

清流县龙津镇基头村七里径的某块稻田就是典
型代表。2021年2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联合林业、
农业农村等部门4次到这里现场协调，3月份最终把2
块涉及66.74亩土地的地类性质确定下来，按实际情
况，山涧间的稻田认定为永久基本农田，靠路边山坡
上种了油茶的1.23亩地认定为林地。

不能把难啃的“硬骨头”交给百姓。在化解历史
遗留问题上，三明虽取得一定成效，但还有些图数不
一致和“一地多证”问题，需要调整林权宗地权属界
线，核减原已登记发证面积，涉及权利人切身利益，是
相关部门接下来要突破的瓶颈。

化解历史遗留问题，

“搭台唱戏”分类施策稳妥推进

谁负责调查？三明市研究推出若干措施，由
自然资源、林业部门联合组建林权纠纷调处工作
组、林权地籍勘验调查小组，分别负责处理辖区
林权争议纠纷及涉诉涉访案件、开展地籍调查。

费用谁承担？市自然资源局与市林业局加
强协作，将林权信息县域共享升级为全市共享，
为部门监管、问题化解、群众办事提供便利的信
息渠道，也为全域不动产登记联办、林权交易登
记“一窗办事”、一次办好优化平台等业务畅通了
渠道，申请人只需在就近乡镇窗口提交一次材
料，即可同时办理林权地籍调查和登记业务且全
部免费，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如何开展调查？从便民角度出发，将林权地
籍调查工作前置到林权流转合同和承包合同签
署之前，减少因合同信息错误给林权登记带来的
风险，优化调查内容，着重调查与林权登记有关
的界址、四至、权属等内容，简化造林年度、林班、
小班、起源、主要树种等林业管理方面的内容。

此外，三明市建立林权工作讨论机制，运用
集体商谈模式，集中会商研讨林权登记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并将集体讨论结果形成备忘录，为林
权登记提供有效的实操经验。

通过积极稳妥解决林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
进一步规范林权类不动产登记，三明林农吃上了

“定心丸”，工作成效逐步显现。
2022 年，三明市受理解决林权纠纷案件 20

余起，调处解决的林地面积共328亩，已减免林农
林企勘验费用及登记费用707余万元，地籍调查
最快2天提交报告，“就近办、马上办、网上办”的
服务模式让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林业产业营商
环境进一步优化。

民意为先破阻碍，

简化流程“群众少跑数据多跑”

工作人员开展林权外业调查

三元区联合纠纷调处小组现场核对争议山场权属
界线

工作人员在解决林权纠纷时对权属资料进行比对分析

工作人员在现场核对权属界线

借助手持定位仪器和系统对林权界线进行实地复核

宁化县召开林权纠纷调处协调会议

三元区联合纠纷调处小组现场核对争议山
场权属界线

市级联合调处小组对争议山场进行现场踏勘

市级林权纠纷调处小组现场核实争议山场相关权属界线

市级林权纠纷调处小组现场核实争议
山场相关权属界线

泰宁县工作人员利用手持平板现场核对权属界线

泰宁县联合纠纷调处小组对争议山场现场踏勘

技术为核创新应用，

插上科技翅膀服务效率再提升

工作人员在村部公示栏张贴权属纠纷协议公告 （本版图片由三明市自然资源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