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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留痕网上留痕””让让““暗箱操作暗箱操作””几无可能几无可能

这是一件最这是一件最““科技化科技化””的民生实事的民生实事：：一头是建立一头是建立

在在““大数据大数据””基础上的网络监管系统基础上的网络监管系统，，另一头是老百另一头是老百

姓动动手指点击屏幕就能获取的集体利益信息姓动动手指点击屏幕就能获取的集体利益信息。。系系

统的统的““灯灯””亮亮““灯灯””灭间灭间，，百姓利益得到切实保障百姓利益得到切实保障。。

去年以来去年以来，，区纪委区纪委、、区监察局会同区农委区监察局会同区农委、、区归区归

土局等部门土局等部门，，着手建设着手建设““镇镇、、村集体土地和物业租赁村集体土地和物业租赁

监管平台监管平台”，”，到年底到年底，，这个系统就将和老百姓这个系统就将和老百姓““见见

面面”。”。它让过去和村民利益息息相关却有些它让过去和村民利益息息相关却有些““云里雾云里雾

里里””的集体土地等资产的租赁信息晒在阳光之下的集体土地等资产的租赁信息晒在阳光之下，，接接

受包括群众在内多个层面的监督受包括群众在内多个层面的监督。。

“从前集体土地搞招商引资，只考

虑能为村里带来租金和解决就业，在

和承租方签订租赁合同时，一签就是

二三十年，更有甚者还不标注合同期

限。租金也低得很。”安亭镇经营办主

任张国平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可惜，

“村民的钱再也不能这样白白流走！”

另一方面，村里的土地、物业租出

去之后，村民到底能不能受益？过去，

对于不少村民来说，这可能是笔“糊涂

账”。信息不公开的情况难免出现，不

少村的物业和土地数量多而分散，如

果不加细算，恐怕无法做到“心中有

数”。一位农村基层工作者告诉记者，

村集体土地及厂房的租赁收入，往往

占据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半壁江山，在

个别村，该项收入占到全村集体经济

收入九成以上。村集体经济管得好不

好，直接关系到村民的“钱袋子”鼓不

鼓。

必须为农村土地和物业管理添上

一双监督的“眼睛”！由于各镇、村的

集体土地和物业出租现象多而复杂，

现有网络监察系统的功能已无法满足

监管需求。而全市统一的农村集体

“三资”监管平台没有特别设置预警

“亮灯”功能，且数据量庞大，不便于针

对“租赁”一个方面的数据抓取比对。

因此，去年以来，区纪委、区监察局探

索建设“镇、村集体土地和物业租赁监

管平台”。

新平台的运作，往往需要基层工

作者的大量数据录入，涉及填数据、做

报表、核实等多项工作，否则“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考虑到尽量不为基层

增负担，新平台的数据依然是“三资”

监管平台的数据。这是因为，经过不

断升级改造，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

台已经在全区146个行政村全面推广

使用，各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每月资金

核算均已进入平台操作系统，集体资

产台账相关信息每月也在不断更新，

这些数据无论从信息量还是可靠性

上都有保证。因此，集体土地和物业

租赁监管平台上线后，直接与嘉定区

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的数据对

接，每天定时读取“三资”监管平台的

有关数据，并对相关数据进行更新。

整个过程“悄悄”进行，不给基层增加

额外的工作量。

新平台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

它更具有针对性，将“目光”紧盯租赁

前后各个环节，且具有分析功能，直

接查找出问题所在，并发出警告。这

无疑能够让集体土地和物业租赁的

监管更有的放矢，有效推动了监管效

能的提升。

从“大数据”上迈开腿

这双监督的“眼睛”，盯着哪些内

容？近日，在区监察部门工作人员的

指引下，记者体验了这个正在测试完

善中的区级网络监管平台。

亮灯预警是这个系统最大特色。

所谓亮灯，就是在租赁期限、租金收缴

情况等重要环节设置监察点，一旦发

现不规范行为，都有“警示灯”亮出。

工作人员介绍，村里的信息员必须在

规定时间内将合同信息输入系统中，

系统会自行分析，比如按照相关要求

租期一般不超过10年，若合同上超出

期限，“红灯”就将亮起，监察部门就会

立即调查其中有无“猫腻”。再比如，

某个项目合同即将到期，系统也会亮

灯提醒：可以提前一步续约或寻找新

的租赁者，不要让土地或物业出现“断

档期”。此外，出租的决定如何敲定、

租金是否收取等种种信息也会有所体

现，以便责任追溯。

“镇、村集体土地和物业租赁监管

平台”分层逐级设置浏览权限，工作人

员解释说：“这让有关领导、职能部门、

群众等不同监管主体，可以监管到不

同范围，从而对镇、村集体土地和物业

租赁情况形成内外监督、上下监督、专

业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全方位立

体化监督。”

据悉，该监管平台预计年内就将

正式上线。

事实上，去年以来，南翔镇、安亭

镇、嘉定新城（马陆镇）等已经根据各

自实际情况，“先行一步”探索开发镇

级层面的农村集体土地和物业租赁监

管平台，为区级平台的建设提供了参

考。

57个土地租赁项目，43个物业租

赁项目，南翔镇浏翔村地处工业园区，

集体土地“寸土寸金”，但村民们不太

担心其中存在“关系户”、“打招呼”甚

至贪腐行为，每年通过村委会的信息

通报，他们对众多项目了如指掌。去

年年底开始，南翔镇逐步将 8个村和

19个社区（筹备）纳入镇级集体土地

和物业租赁监管平台。镇监察部门负

责人尉军告诉记者，得到区科委等部

门的帮助，整个平台技术开发“几乎没

有花钱”，实现了对村级集体土地和物

业租赁的监管。而在过去，镇监察部

门工作人员需要花大量时间上门检

查，得到的信息也未必准确。

无独有偶，去年起，安亭镇利用

“制度+科技”模式，在出台《进一步加

强和规范农村集体土地和房屋租赁管

理的实施意见》等基础上，探索开发应

用镇级“集体土地和房产出租监管项

目网络平台”，对新签、续签合同网上

审核，通过“网上留痕”进行全程监

管。每亩工业用地出租价不低于2万

元/年、房屋租赁签约期不得超过 5
年、租金定价每2到3年递增一次……

安亭镇42个村和19个镇级企业，必须

把土地或房屋租赁合同中租赁期限、

租赁价格、租金收取状况等按时录入

网络监管平台。数据进入平台后，区

镇两级相关职能部门可对内容随时调

阅，开展监督检查。村民则能通过村

务公开栏、“农民一点通”等平台，直接

获知所在村的财政收支明细。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此举让村在集体土地、房

屋租赁过程中实施“暗箱操作”的可能

性几乎被排除。

动动手指管理“钱袋子”

记者 管文飞 唐敏 冉涛 文/摄

11、、监管平台上线后监管平台上线后，，村民可在村民可在““农民一点通农民一点通””上实时查询村集体土地和物上实时查询村集体土地和物

业的租赁情况业的租赁情况。。

22、、村民在村务公开栏前村民在村务公开栏前，，了解本村集体土地了解本村集体土地、、房屋租赁租金收支的情况房屋租赁租金收支的情况

公示公示。。

践行群众路线•攻坚整改

离百姓“一目了然”的期待并不

遥远。在“先行一步”的南翔镇，由

于老百姓掌握了更多信息，对集体

土地和物业租赁方面的投诉量大幅

降低。不少作为被监管者的村干部

也对新平台表示欢迎——“很多事

情在村民面前说得清楚了！”

知情权只是监管平台为百姓带

来的诸多好处之一。从3个镇试点

的效果来看，该平台正在发挥着环

环相扣的“连锁效应”。

安亭某村的一家企业，由于早

期资金周转困难，每年51万元的租

金，总有部分要“打白条”。去年，监

管平台一上线，就给这份出租合同

亮起了“红灯”——累计欠租已超过

130万元，有坏账风险。在以前，企

业可“求情”，村干部也可能“放一

马”。然而，监管平台上线后，这会

直接影响到村干部的考核。于是，

该村立即和企业协商并达成一致意

见，以每季度偿还30万元的方式尽

快还清旧账。

监管平台试点运行后，不少村

开始主动自查自纠。同样在安亭，

一个村就在这一过程中，用 5亩地

实现了年租金从30万元到125万元的

蜕变。1994年，村里曾将土地以20年

期限出租给一家箱包企业。年租金

20年前是 30万元，20年后还是 30万

元，显然当时的出租考虑“划不来”。

监管系统上线后，村干部主动与企业

协商并达成一致将合同提前终止，并

成功引进一家年租金114万元的物流

企业。不想，物流企业同样好景不长，

两年的合约期限，企业才履行了 1年

就遭遇效益下滑。村干部再次主动终

止合同，随后，这处厂房被一家上市企

业子公司“接盘”，年租金上涨至 125
万元。

集体经济管好了、盘活了，最终使

得村民利益得到了保障甚至提高。以

安亭镇塔庙村为例，镇监管平台上线

第一年，用于给村民分红的钱，就比前

一年多出了 300多万元。非但如此，

原先在村集体经济范围内，塔庙村在

招商引资方面具有主导话语权。如

今，其引进的企业业态是否符合产业

导向、出租价格是否有缩水、合同文本

是否规范等，都由镇相关部门统一审

核“把关”，黄金地皮租出“白菜价”的

时代一去不返。

“连锁效应”环环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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