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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民法典】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作为全国三个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先行区之一，我市健全集体林权流转制
度，在林地规模经营、林业投融资机制、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方面先行先试，持续推
进林改向纵深发展。2024年，全市森林
覆盖率达55.06%，活立木蓄积量达2.74
亿立方米，一场让“山林增绿，林农得利”
的改革，唤醒了莽莽群山。

林相林分改造
马尾松纯林重获生机

初冬时节，在位于梁平区蟠龙镇扈槽
村的“重庆松材线虫病防治与马尾松林改
培试点项目”现场，成片的松林挺拔，郁郁
葱葱。“经过改培后，2024年全区病死松树
由2020年的5987株下降到3567株，松材
线虫疫情发生面积下降至8.23万亩。”梁平
区林业局林改办负责人李启立介绍。

松材线虫病又称“松树癌症”，是由松
材线虫寄生在松树体内所引起的一种毁
灭性病害。2024年，梁平区以深化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为抓手，将原本分散的2万
余亩马尾松纯林集中起来，采取块状皆
伐+树种更新、间伐＋补植补造等手段，进
行林相、林分改造。

“我们划分了保留带和改培带，在保
留带内按照去弱留强、去病留壮、去松留
杂的原则进行科学间伐；在改培带内保留
健壮马尾松和阔叶树，对松材线虫病发生
严重、病枯死木多的林分进行块状采伐，
补植珍贵乡土树种、彩叶树种和防火树种

等，降低马尾松比重。”李启立说。
通过实施“两带手术”，试点区域内的

马尾松比例降低了40%，补植栽种珍贵树
种和彩色树种1.69万亩，形成典型的针阔
混交林。

集体林面积大、分布广，增绿空间
大。2024年，我市结合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推行全周期森林经营，通过采伐更新、
抚育复壮、择伐补造等措施，加快低产低
效林和马尾松纯林的改造。各地科学划
定天然林和公益林范围，建立以森林经营
方案为基础的管理制度，重点实行了林农
小额采伐告知承诺制审批，进一步落实采
伐“减证便民”措施，为林农带来了便利。

点绿成金
林地长出“金疙瘩”

初冬时节，城口大巴山林下天麻迎来
采收季。最近，该县周溪乡龙丰村村民每
天穿梭在山林间，忙着采挖、分拣天麻。

近年来，当地依托国家储备林建设平
台公司城口县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展林
地收储，推动“国储林+林下经济”建设。

山林中，67岁的龙丰村村民华永方小
心翼翼地刨开落叶和泥土，将一个个胖乎
乎的天麻挖出，放进背篓。林地收储后，
她将获得3笔收入——国家储备林建设
的林地流转金、林地成熟主伐时木材分红
金、参与林地管护的打工收入。

“现在我一年收入有3万多元，没想
到我这么大岁数，还能在家门口打工就
业。”华永方高兴地说。

截至目前，城口县已完成林地收储70

万亩，发展起天麻、淫羊藿、大黄、独活、黄
连等多种林下中药材产业基地，实现多种
经营总产值7000多万元。

新思路应对的是新情况、新形势。在
上一轮均山到户后，林权分散化、破碎化
等问题随之而来，一方面单家独户不利于
规模经营，林农普遍缺少资金、技术不强、
经营理念落后，跟不上林业现代化步伐。

2024年，我市在健全集体林权流转
制度上先行，引导农户通过出租、入股、合
作等方式流转林地经营权，建立全市统一
的林权流转交易平台，扶持示范性新型林
业经营主体，发展“企业+”“林场+”“新型
经营主体+”等多式联营。

结合重庆山林特色，各地提高木本粮
油、木材等初级林产品供给能力，大力发
展木竹加工、木材贸易、林果加工产业，适
度发展森林康养、自然教育等绿色富民产
业，森林集约化、科学化、品牌化经营效益
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
市发展经济林面积超1600万亩，林下经
济面积超570万亩。

复合利用
节地更生态

“这里原本是片杂乱林地，改造后的
林下空间得到合理利用。”万州区林业局
相关负责人说，他们在全市率先制定了
《林墓复合利用建设规范》，明确在不改变
用地和林地性质，并确保森林郁闭度符合
要求的前提下，选择适宜的林地开展林地
墓地复合利用，相比传统公墓可节约90%
以上土地指标，有效破解了墓地建设用地

紧张的问题。
在修建墓园时，当地有意识打破了传

统安葬方式，不留坟头，提倡墓碑小型化、
微型化，同时，利用山区林地的自然坡度
因地就势设计墓区，完全保留了森林原有
景观。

譬如，作为家庭墓葬的森林之歌主题
墓区，被设计为钢琴的样式，一个墓位可
以安葬十名逝者。掩映在桂花、香樟、楠
木等景观树下的墓位，显得郁郁葱葱。

“与自然融为一体，一直是我父母的
心愿，这也是尊重生命的一种方式。”万州
市民龚显赫说。今年，他将父母的骨灰从
万州城区迁到了这片森林墓地中，成为他
理想中的亲人安息之地。

目前，甘宁镇“森林与墓”农村公益性
公墓已整合150亩林地资源，一期林墓复
合利用审批面积约29.3亩，已修建了生态
墓位600个，安葬25个。

在深化林权制度改革中，我市复合
利用林下空间推广节地生态葬，截至目
前，已有万州、丰都、武隆等地因地制宜
推行了竹节墓、草坪墓、艺术墓等。各地
在试点中明确了不改变林地用途，避让
各类自然保护地，不占“天然林、公益林、
国有林、优质乔木林”等要求，倡导尽量
减少地面硬化面积，推行墓碑小型化或
不立碑，鼓励遗体深埋、不留坟头或以树
代碑等。

接下来，我市还将立足资源禀赋，探
索流转有序、监管有效的集体林权制度，
把森林打造成“水库、钱库、粮库、碳库”。
力争到2027年，重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先行区基本建成。

复合利用林地空间 森林增绿又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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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公益性殡葬服务设施建设是重庆市
2024年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记者日前
从市民政局获悉，2024年，我市已启动2
个区县火化殡仪馆、3个城市公益性安
葬（放）设施、30个农村公益性安葬（放）
设施建设。

从建设的情况来看，2个区县火化
殡仪馆位于石柱、荣昌；3个城市公益性
安葬（放）设施分布在北碚、綦江、荣昌；
30个农村公益性安葬（放）设施分布在
渝北、长寿、涪陵、开州、梁平、巫溪、石
柱、酉阳等25个区县。据统计，截至目
前，全市共有38个殡仪馆、84个殡仪服
务站、66个经营性公墓、17个城市公益
性公墓、172个农村公益性公墓。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重庆着力构建公益惠民、绿色生态的殡
葬服务体系，已连续两年将公益性殡葬
设施建设纳入重点民生实事。2024年7
月，市民政局联合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印
发了《重庆市城乡公益性安葬（放）设施
专项规划（2022—2035 年）》，到 2035
年，重庆全市将总共建设城乡公益性公
墓836处，除了已有的部分，将规划新建
662处设施，包含29处城市公益性公
墓，633处农村公益性公墓。届时，将全
面建成惠民、公益、生态、节地的区、县、
乡镇公益性安葬（放）服务体系，实现全
市城乡公益性安葬服务设施镇街全覆
盖。

重庆加速推进公益性殡葬服务设施建设
办好民生实事
书写温暖答卷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2024年，作为重庆市重点民生实事
之一的公益性殡葬服务设施建设加速推
进。当前，重庆正推进逝有所安行动，扩
大基本殡葬服务供给。殡葬这件事，是千
家万户的民生大事。如何真正把这件事
办到群众心坎上？近日，记者采访了市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

问：围绕构建供给充足、布局合理、功
能完善、公益惠民、绿色环保的殡葬服务设
施体系，市民政局将重点做好哪些工作？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我们将聚焦三
方面工作：一是强化规划引领，将公益性
安葬（放）设施规划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有效衔接，纳入全市国土空间规划统筹，
破解殡葬服务设施选址用地难题；二是通
过纳入区县财政预算、基本建设统筹、申
请中央投资、地方债券等加大资金筹集和
投入力度，调动各方力量广泛参与公益性
殡葬服务设施建设；三是统筹推进殡葬改
革和移风易俗，建立激励引导和约束规范
机制，完善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制度，鼓励
殡葬服务机构创新推广、治丧群众主动选
择节地生态安葬方式。

问：我市已开展林墓复合利用试点，
其具体内容是什么？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2023年，全市

已经在万州、涪陵、丰都、奉节、城口等11
个区县的13个城乡公益性公墓等殡葬设
施项目，启动开展林墓复合利用建设试
点，预计将提供近10万个墓位，集约用地
55万平方米。2024年继续在20个区县
31个乡镇（街道）开展林墓复合利用建设
试点。

我们坚持节地生态，要求试点区县在
不改变林地用途、不推山不砍树、确保防
火安全的前提下，实行林地与墓地复合利
用。我们对试点项目在选址、建设、林木
种植、防火方面都有细致的要求。比如
说，在选址上，总的要求是“四不占”——
不占天然林、不占公益林、不占国有林、不
占优质乔木林，选择在适宜的林地开展林
地墓地复合利用试点，而且明确了农村公
益性公墓单一试点项目占用林地不得超
过2公顷。

问：我市连续两年将公益性殡葬设施建
设纳入重点民生实事，会带来怎样的改变？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按照计划，到
2025年底，全市将全面消除火葬设施空
白区县，实现火葬设施区县全覆盖。到
2027年，将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全
市城乡公益性安葬（放）设施体系。

在实现这个目标的同时，我们正在开
展的一系列工作，还将产生更多的正向效
应。比如，长期以来，农村地区散埋乱葬

问题成为我市殡葬改革的一大顽疾。推
进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完善公益性殡葬
设施体系，大力推行集中节地生态安葬，
既解决了城乡无地可葬的问题，又为转变
群众观念，治理散埋乱葬，实行文明、节
地、规范安葬创造了条件。

问：我市在增加公益性殡葬设施供给
的同时，还有哪些惠民殡葬政策？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从2023年6
月起，凡通过96000殡葬服务热线联系正
规殡葬服务机构接运遗体，并实行火化
的，其首次遗体运输费在230元以内的部
分，由政府给予补贴，承办单位直接实施
减免。这一政策，现已覆盖全市。

自热线开通以来，截至今年12月，我
们共受理群众来电19.69万件。其中，信
息咨询3.96万件，占总量的20%；业务办
理13.42万件，占总量的70%，为群众减
免首次遗体运输费2843万元。

我市的殡葬服务公益性还体现在，对
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和生活困难优抚
对象等人员死亡后实行火葬的，其遗体接
运、存放、火化和骨灰盒等基本服务项目
费用在1500元限额以内的，可予以免除；
其骨灰在本市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选
择节地生态安葬的，可享受3000元节地
生态安葬补贴，让群众的“悲伤事”“身后
事”宽心办、安心办。

重庆推进逝有所安行动，扩大基本殡葬服务供给

让群众的“悲伤事”“身后事”宽心办、安心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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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近日，记者从
市科技局获悉，2024年重庆市技术经纪专业职称评审工作近日结
束，经评审，15人获高级职称，16人获中级职称，56人获初级职称。
截至目前，我市已有311名技术经纪人获得职称认定。

技术经纪人作为技术转移转化专业人才，一端连着企业的技术需
求，另一端连着科研团队的科技成果，在促成科技商品交易、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常常被称作“技术红娘”。

“技术经纪专业职称申报条件立足实际，打破了传统‘四唯’桎
梏，呈现出三大亮点。”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是突出市场实绩
评价，着重评价成果转化效益、技术推广成效和对产业发展的实际贡
献；二是开辟“双通道”自主选择职业路径，技术经纪专业职称可对应
自然科学研究系列或工程技术系列职称，申报人可根据工作性质和
岗位特点自主选择所申报的具体职称系列，充分释放人才活力；三是
构建了完备的层级体系，初级、中级、高级一应俱全，全方位覆盖技术
经纪人的成长轨迹。

记者了解到，2022年，我市开展了首批技术经纪专业高中级职
称认定评审，74人获高级职称，97人获中级职称。在2023年技术经
纪专业职称评审中，8人获高级职称，6人获中级职称、39人获初级
职称。一批专业技术骨干脱颖而出，有力地推动了专业化技术经纪
人队伍建设。

去年87名“技术红娘”评上职称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我们这一轮的拍
品是‘渝甜糯990’玉米品种，起拍价为90万元，每次加价5万元，有
应价的吗？”近日，西部（重庆）科学城的中国重庆·科学会堂里，一场
别开生面的农业科技成果拍卖会正紧张地进行着。

作为甜加糯型优质鲜食玉米品种，“渝甜糯990”经过10轮激烈
竞价，最终被重庆科光种苗公司以135万元的价格成功拍下，成为当
天成交价最高的科技成果。

在这场拍卖会上，市农科院共拿出17项科技成果参与竞拍，最
终成交14项，成交价573.5万元，溢价率达到26.88%。

“这次我们率先在全市开展农业科技成果拍卖活动，探索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新途径，总体来说达到了预期目标。”市农科院党委书记
文明维说，科技成果只有成功转化才能成为真正的生产力，但科技成
果“转化难”和中小企业技术“获取难”一直是成果转化中存在的“两
难”问题，“以往我们的科技成果绝大部分以技术服务的方式实现转
化，占比达到70%以上，形式比较单一。”

近年来，科技成果拍卖成为成果转化、技术转移的新兴方式，市
农科院也决定“试试水”，为好成果找个好“婆家”。结合我市农业产
业发展需求和成果成熟度，最终选中17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
成果进行拍卖，涵盖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农机装备等领域，其中包括
作物新品种9项、智能农机装备技术1项、专利技术及集成7项。

“这种形式太好了，以前我们购买品种和技术，双方说定价格就
好了，很多时候心里也打鼓，不知道价格合不合适。”重庆科光种苗公
司董事长郝风说，通过拍卖会，有专业机构对科技成果这种“无形资
产”进行价值评估，设立起拍价后企业公平竞价，过程公开透明，程序
公平合理，对于成果交易双方都有利。

“今天我们团队喜获‘大丰收’，共有5个鲜食玉米品种拍卖成
功。”市农科院玉米与特色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柯剑鸿说，特别是“渝甜
糯990”卖出全场最高价，令团队成员十分鼓舞，“通过竞价拍卖这种
形式，好的品种能够实现更多溢价，这是对科技工作者的极大激励，
同时也让大家更加明确，一定要围绕市场需求培育优质品种。”

拍卖会现场，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范俊安表示，本次科技成果拍
卖会是对农业科技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机制的一次有益探索，为全市科研院所存量专利盘点和盘活探索了
路径、树立了典型。

市农科院举行竞价拍卖

14项科技成果
“卖”出573.5万元

改革奋进正当时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老年人因为保守的思想观念，为了缔结婚姻给付对方的财物在
没有明确属于彩礼的情况下，因为发生矛盾导致最终没有登记结婚，
给付的财物属于赠与还是属于彩礼呢？近日，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判
决了一起涉及老年人的彩礼纠纷案，认定男方为缔结婚姻赠送给女
方的钱款系彩礼，女方应当返还。

法院查明，一直单身的上海人徐大爷在棋牌室里遇到了同样单
身的金阿姨，两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相处一段时间后，两人将结
婚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和金阿姨的婚后生活更有保障，徐大爷与
金阿姨商量决定在重庆购房定居并登记结婚。

2023年春节前夕，为了表达诚意，徐大爷给金阿姨的账户转了
141万余元。金阿姨用其中的47万余元购买房屋一套并登记在两
人名下。转账后没过几天，徐大爷为进一步表达诚意，与金阿姨就
141万余元中的70万元签了一份《赠与协议》。协议签完之后，时值
2023年的春节，原本相约在节后正式登记结婚的两人，却在节日期
间闹起了矛盾，两人不欢而散。

之后金阿姨主动归还了徐大爷10万元。徐大爷多次电话联系
金阿姨要求归还剩余财物，但是金阿姨拒绝再返还其他财物。2024
年3月，徐大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返还彩礼为由要求金阿姨返
还购买房屋后剩余的94万余元以及将两人名下价值47万余元房子
的所有权人变更为自己独立持有。法庭上，金阿姨认为徐大爷从未
说过转账的141万余元属于彩礼，也没有搞过送彩礼的仪式，所以请
求法院驳回徐大爷的全部诉讼请求。

大渡口法院审理后认为，徐大爷转账的141万余元属于彩礼而
非赠与，扣除购买房屋的47万余元和金阿姨返还的10万元后，剩余
的83万余元，根据两人的恋爱经历、共同生活的情况等因素判决金
阿姨返还徐大爷75万元，并判决金阿姨协助将购置的婚房变更为徐
大爷个人所有，驳回徐大爷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之后，双方均服判息诉，未提起上诉，判决已经生效。

法官说法>>>

这起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老年人之间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而给付财
物的行为性质不明确，需要结合案情综合判定，具体应从给付财物的目
的、给付时间及给付方式、财物价值等多方面综合分析。大部分老年人
对于爱情的表达比较含蓄，在对缔结婚姻的表达上会要求能照顾彼此
的生活起居，并不大注重年轻人关于订婚送彩礼的流程仪式，碍于传统
的保守观念通常也不会采取年轻人之间给付彩礼的方式。

本案中，徐大爷年近七旬，此前未结过婚，多次向女方表达结婚
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找人照顾自己。徐大爷的前述言行比较符合目前
老年人婚恋的普遍性需求和行为习惯。

老大爷为结婚转账百余万元
分手后钱能要回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