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建赋能优服务
二手房交易登记实现全流程网办

漳州市自然资源局——

近年来，漳州市自然资源局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深
化党建163机制，主动优化服务，找准
党建与自然资源工作的契合点，积极
探索存量房交易登记全流程网办模

式，着力改善营商环境，切实提高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以往存量房交易登记存在系统
登记风险、群众往返跑、办事流程繁
琐等问题。如今存量房交易登记采
用全流程网办模式，有效打通了部

门之间的线上办证堵点，实现了网
签备案、税费缴纳、不动产登记等业
务的“一网通办”，让群众足不出户
就可以办理交易登记业务。自推行
以来，全市已完成存量房交易登记
全流程网办业务约70件。

部门联动 解决办事流程繁琐问题

升级改造 解决系统登记风险问题

外网申请 解决群众往返跑问题

原有的不动产登记系统仅具
备刷脸实名认证、电子签名认证两

个安全保障功能，没有视频双录认
证和问答认证安全保障功能。

为保障登记安全，在不改变系
统独立运行的前提下，市自然资源
局同步对不动产登记系统和存量
房合同网签系统进行升级改造，着
力开发建设视频双录认证和问答
认证安全保障功能，全面做好防范
存量房交易登记系统登录风险。

经过全面系统开发建设和试
运行，市自然资源局解决了数据对
接不同步、人脸识别、视频双录异
常等实际操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逐步完善了系统功能，为实现存量
房交易“全流程网办”提供安全保
障，切实提高群众安全感。

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还以
群众的身份，模拟操作系统办理存
量房交易登记，找出系统缺陷，不
断优化系统功能，切实提高群众幸
福感。

存量房交易登记涉及合同网签
备案、计缴税费、不动产登记等多个
环节，群众办理存量房交易登记需
来回多趟跑。

存量房交易登记全流程网办模
式，有效打通住建、税务、不动产登
记等部门数据壁垒，畅通了线上办
证堵点，让群众省去来回奔波、大厅
取号排队的时间，足不出户即可完
成二手房买卖过户全部手续，大大
提高了办事效率。

办事群众可登录福建省不动产
登记网上申请系统进行实名认证，
线上签署交易合同、提交申请材料，
并根据需求勾选水、电、气、广电、
公积金等联办事项，买卖双方采用
视频双录、意愿问答方式进行个人
验签后，业务即可申请完成，无需
再到现场核验。业务审核通过后，
申请人即可根据短信通知在线缴
交税费和登记费。业务办结后买方

可通过“闽政通”App查询名下不动
产权证电子证照信息，也可自主选
择 EMS 邮寄或在发证窗口领取纸
质版不动产权证书，真正实现“一趟
不用跑”。

群众通过“全链条”的云端集
成办理场景，远程身份验证和过
户意愿确认功能，电子签章的一
键在线签署功能，实现相隔千里
也能在线交易过户。

存量房交易登记涉及住建、税
务、水务、电力、广电等多部门业务，
办事流程繁琐。市自然资源局坚持
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主动与相关部门联系，牵头梳

理流程、加强信息互通共享，加快部
门之间的信息流转，避免申请材料
的重复提交。

房产交易部门将申请人在外
网申请办理的存量房网签合同进

行备案，并将电子合同推送至不
动产登记系统；税务部门在收到
不动产登记系统推送的涉税信息
和材料后完成计税，生成应征税
款，发送短信指引申请人在线完
成缴税；不动产登记部门审核办
结 后 根 据 申 请 人 勾 选 的 联 办 需
求，将相关信息自动推送至大数
据平台，由相关部门完成联办业
务。该模式打破原有窗口申办模
式材料多、层层审批的桎梏，充分
发挥了部门合力。

存量房交易登记全流程网办
“全链条”上各环节自动向后触发，一
次申请即可跨 8部门、办 10事，全程
一趟不用跑。“只要在电脑上操作，就
把房屋交易手续一次性办好了，既省
心又省力。”群众纷纷点赞我市存量
房交易登记全流程网办业务。

漳州市存量房交易登记全流程
网办模式，被省自然资源厅作为不
动产登记创新做法在全省予以推
广，并作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典型
经验在全市推广。

漳州融媒记者 刘婧 通讯员 林荣英 文 市自然资源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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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调试不动产登记系统和存量房合同网签系统

市民在不动产受理窗口咨询二手房交易业务

市民给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送锦旗，点赞我市二手房交易登记
全流程网办模式。

漳州融媒记者 吴静芳 通讯员 穆伦刚 康玉珠 黄健 余亚男

创新“移动智慧菇房”模式
培育新质生产力助产业振兴

漳州市农业农村局——

漳州是“中国蘑菇之乡”，全
国双孢蘑菇、白背毛木耳、杏鲍菇
重要生产基地，双孢蘑菇产量及
其罐头制品出口量居全国第一。
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局着力培育
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产业基
础和科研条件，用新技术改造提
升 传 统 产 业 ，创 新“ 移 动 智 慧 菇

房”模式，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智
慧经济，进一步拓宽富民增收渠
道，推动农业特色产业助力乡村
振兴取得良好成效。

2023 年，“移动智慧菇房”试
点示范地芗城区天宝镇入选全国
农 业 产 业 强 镇（食 用 菌）创 建 名
单。2024 年，《“移动智慧菇房”助

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福建省漳州市产业
发展案例》荣获“第五届全球减贫
案例征集活动”最佳减贫案例。芗
城区天宝镇在村民房前屋后发展

“移动智慧菇房”带动农户增收做
法，入选福建省庭院经济建设典
型案例。

取得成效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特
色产业换挡升级的重要途径。

位于天宝镇的“移动智慧菇
房”，可通过内置智能化控制系统
等，满足食用菌不同生长阶段所需
的光照、温度、湿度等条件。据介绍，
智慧菇房可栽培秀珍菇、黑皮鸡枞
菌等食用菌十余种，最快7天就能采
收清库，实现工厂化周年循环出菇。
农户通过手机App，足不出户就能实
时监控菇房状况，实现出菇时间自

主可控。
这是我市推进农业产业数智化

的生动实践。近年来，结合开展农
业优新品种推广行动，市农业农
村局积极对接并参与福建省现代
农业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漳州综
合试验推广站团队，在华安县探
索秀珍菇小户型智慧出菇模式。
在此基础上，大力推进产研融合，
引导龙头企业组建科研团队，建
立工厂化栽培示范基地，优化生

产设施设备，最终建成“移动智慧
菇房”新模式。

同时，加强工厂化专用品种选
育，筛选出适合工厂化栽培的专用
品种和“爆发性”出菇的高产优质配
方。相较传统菌种，新菌种通过智慧
菇房出菇时间缩短 90%，产量提高
10%。推动栽培技术革新，探索菌包
培养与出菇管理分区作业模式，与
传统自制出菇模式相比，A级菇出菇
率达95%，节省人力80%。

坚持资源节约型农业导向，围
绕发展和提升“庭院经济”思路，在
食用菌工厂化生产的基础上，探索
以“移动智慧菇房”为主的小而精庭
院化生产模式。

由政府监管，搭建企业与农户
双向直接对接通道，由村集体平整
盘活村内房前屋后、高速桥下等闲

置用地，建设“移动智慧菇房”，将
“小厂房”搬到家门口。

相较于传统的“草寮”、大棚种菇，
“移动智慧菇房”实现不固化、灵活可
移动的空间高度利用，有效破解设施
用地对食用菌产业的制约难题，促进
我市食用菌生产模式迭代升级。

企业以订单形式发放标准菌包

给农户，并提供全程技术培训指导，
农户负责出菇及采收。企业再以稳
定价格统一回购产品，即“统一标
准、统一购销、分户经营”，由独户提
篮小买卖向公司化营销转变，实现
价格“兜底”、品质保障，降低市场风
险。目前，仅在芗城区天宝镇就建有

“移动智慧菇房”80余座。

坚持政府主导 产研融合催生创新创造

我市农业农村部门积极落实农
村创新创业优惠政策，以高素质农
民培训为抓手，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模式，推出高素质农民培训
优质课程线上教学视频，强化农业

科技人才和农村高技能人才培养。
同时，引导成立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聘请高校、科研机构专家为农户开
展食用菌生产技术培训，组织企业
技术人员跟踪指导。

目前，我市已累计培育懂技术、
会管理的“新菇农”300余名，为辐射
带动芗城区、高新区、南靖县、平和县
及其他县区“移动智慧菇房”模式推
广运用，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生产增效率，产业再升级。因地
制宜探索“移动智慧菇房”新模式，
推进我市食用菌产业从简易草棚、
大棚粗放式生产向标准化、规模化
集约式生产的迭代升级，产研融合
实现从生产周期长、费时费力的单
一菌种种植向高产高效、可循环、适
应市场的多菌种种植“质”的提升，
实现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为我市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参考。

收益多样化，村民增收益。由镇
政府或村集体联合出资，与企业签
约打造“移动智慧菇房”集中示范
区，通过集约经营管理增加村财收
入，农户通过土地等资源入股分红
获益。以天宝镇为例，10间“移动智
慧菇房”为一组的建设，总投资约65
万元，全年产值达 168万元，可增加
村财收入约 6 万元。农户建设 1 间

“移动智慧菇房”仅投资 6 万—7 万
元，年产菇约 3.9 万斤，纯收入可达

7.8万元。
建管一体抓，村庄更美丽。将

“移动智慧菇房”建设与庭院经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相衔接，引
导农户在房前屋后建设“移动智慧
菇房”，再由企业统一提供菌包、回
收废菌料。这种科学种植模式不仅
降低了农药肥料的投入，而且规范
化的建设、标准化的生产减少了污
染，推动了美丽建设向美丽经济、美
丽生活转型。

强化人才支撑 政企联合培育高素质农民

突出市场导向 村企结合实现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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