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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榕城大地一派勃勃生机。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推动高质
量发展，首先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三年来，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始终牢记嘱
托，坚持规划引领，强化资源保障，深化拓展“三争三领”行动，不断提升自然资源执法工作，只为
了“把这座滨海城市、山水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好造福人民群众”。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耕地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保护耕地”“采取‘长
牙齿’的硬措施，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绝不能占用耕地和违背自然规律
去搞造林绿化”“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这些为各地区各部门提供了遵
循和行动指南，不断加快推进我国耕地保护和建设速度，牢牢筑起了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近年来，福州市国土资源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党建引领，
坚守耕地红线，扎实开展卫片执法检查、“两违”综合治理、违建清查整治专项行动、乱占耕地建房
问题整治等工作，采取“长牙齿”的硬举措，坚决遏制土地违法行为，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守护
好一方沃土良田。

市国土资源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忠诚履职勇担当

守耕地红线 护一方良田
本报记者 赖志昌 通讯员 杨子华 王宇

“经过复垦，绿苗又长出来了，这块地
终于养起来了！”近日，市国土执法支队来
到马尾区琅岐田园综合体（种植基地）现场
开展执法“回头看”，附近村民对执法人员
说起了复垦的效果。

如今，地里种植的高价值菜蔬品种（台
湾花菜）郁郁葱葱。据了解，2018 年 5 月
起，这块面积 200余亩的地块被琅岐某公
司违规占用，部分耕地建起了零星构筑物
（景观设施），地面也被固化，遭到严重破
坏。如今，被固化的地面已恢复原貌，被占
用的耕地也已全部复耕。

“我们在督导琅岐镇耕地保护工作中，
发现该违法占用耕地建设的问题后，马上
制止，要求拆除违法构筑物，恢复固化的地
面，对地块复耕到位。”市国土执法支队相
关负责人表示，支队及时向琅岐经济区管
委会和琅岐镇政府通报情况，要求当地政
府落实耕地保护主体责任，按要求整改处
置，促进了业主单位将该地块上的构筑物
和固化地面全部拆除并复耕到位。

市国土执法支队扎实推进土地督察问
题整改，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立行立改，深
入一线，指导重点难点问题整改，取得显著
成效；采取“常态+联合+亮剑”的督导方

式，实行清单式管理，综合运用各类处置措
施，全市清查整治专项行动违建问题全部
按时整治销号，具体经验做法得到清查整
治专项行动部际协调机制的充分肯定。

支队近年组织了“三争三领”竞赛、执
法督导“50日攻坚”行动，开展“当攻坚先
锋、铸执法铁军”评选，改进了作风，激励担
当作为，形成比学赶超氛围。支队督导室
负责人表示，三年来，支队发送预警函 55
份，通报督办 98宗重大典型案件，对土地
违法行为形成有力震慑，有效维护我市自
然资源管理秩序，三年督察问题整改率达
95.18%，位居全省前列；对“挖湖造景”、新
增乱占耕地建房等重点问题跟踪督办，恢
复耕地面积900余亩。

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耕地是粮
食生产的命根子。我们将牢记嘱托，守住
耕地保护红线，护好一方沃土良田。”市国
土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按
照局党组具体部署要求，以扎实的工作作
风，勇担当、敢创新、严执法、见实效，昂首
阔步，砥砺前行，以实实在在的行动，递交
一份份满意答卷。

守田护田，要从源头出发，确保农田
农用，良田粮用，既保护耕地，又保护农民
利益。基于此，市国土执法支队创新智慧
护田和“三线巡查”，从云端到田间全方位
守护，处处彰显巡查的精度。

当下，在闽侯县鸿尾乡鸿尾村广袤的
田野里，成片绿油油的禾苗长势正好。在
鸿尾村近 3000亩耕地背后，一个监管“利
器”——助力数字化动态巡田的“智慧耕
保”APP正提供数字化动态巡田功能。

“只要打开这个APP就能看到，我们
站的地方，就是村里一块两亩多的永久基
本农田。目前来看，它没有被违法占用等
信息。”市国土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3年，闽侯率先在14个乡镇开展数字化
动态巡田，试点推广“智慧耕保”APP。

闽侯县鸿尾乡鸿尾村运用巡田“智慧
耕保”APP守护良田是福州耕地保护的一
个缩影。福州现有耕地 140余万亩，但多
数为零星分散地块，监管难度较大。在广
阔乡野，如何盯牢每一寸“粮”田？市国土
执法支队自主研发“智慧耕保”管理平台，
在“全链条摸排”摸清底数、“全流程监管”
遏制新增违法占用的基础上，新推出“数
字化动态巡田”——“智慧耕保”App，以科
技手段创新耕保举措，织就起一张缜密的
耕地保护网。

据介绍，数字化动态巡田通过将福州市
域内所有耕地进行数字化脱密处理后，与最
新年度的矢量电子地图、影像电子地图等进
行叠加套合编码，让每一块耕地都拥有一个

“身份证号码”。随后，以村干部为巡查“哨

兵”，每周一巡查、每月全覆盖，将违法占用
耕地问题发现在初始，解决在萌芽。

“一图展示”，即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分布图、地理影像图、违法占用耕地图图
斑叠加套合，耕地保护利用情况一目了
然，可视可查；“一码管地”，即对每一块耕
地编码，加载自然属性、使用状况、监管情
况等信息，实现全流程监管；“一键上报”，
即网格员巡田发现耕地“非农化”“非粮
化”问题，在APP中点击上报，快速处置，
实现数字化监管。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市国土执法支
队坚持理论学习“第一议题制度”，强化队
伍政治建设，对全市各级田长、巡田网格
员、监管人员开展耕地保护、系统操作培
训2000多人次，还把土地管理政策法律纳
入市委党校课程，提高基层领导干部和管
理人员的耕保意识及业务素质。“县、乡、
村各级网格员都可以对着图找耕地，监管
起来方便高效。”市国土执法支队相关负
责人表示，这样能有效帮助属地政府全面
掌握辖区内耕地数量与分布情况，以及每
块耕地的种植情况，是否存在“非农化”

“非粮化”等问题。
如今，数字化动态巡田已在福州各县

（市）区全面推广。近年来，我市创新全链
条摸底排查“五级”工作法、遏制新增违法
占用耕地全流程监管、数字化巡田源头管
控等耕地保护措施，受到自然资源部、省
自然资源厅的高度肯定。我市还制定了
预警约谈、耕地保护三年行动方案、自然
资源执法监督工作规范（试行）等八项耕
地保护监管制度，有力有效推进全市耕地
保护工作。

春分时节，远山如黛，一畦畦蔬菜长势喜人，
一处处农田规如棋盘……上午 9点多，晋安区宦
溪镇宜夏村田间的机耕道上，巡田网格员老刘骑
着摩托车巡护田块。他不时停下来掏出手机，打
开巡田APP拍照打卡。“现在村民们保护耕地的
意识大大加强，我们作为网格员日常也加强了巡
护，如果农田内有了违建的苗头会立马上报，执
法部门也会立即处置。”他说。

作为村级巡田网格员，每天巡田成为老刘的
“常规动作”，如今像他一样的网格员散布在全市
各田间地头，成为守护耕地红线的一线“哨兵”，
实现耕地违法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在村边一块原本被破坏的耕地，如今种上了
油菜花等农作物，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此前，晋
安区宦溪镇创新村协管员在日常网格化巡查中
发现，有村民占用耕地建设休闲场所。经核实，
该休闲场所未经有关部门审批，违法占用耕地
300多平方米。次日，镇政府便联合市、区相关职能
部门，对上述建筑物予以拆除。市国土执法支队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一旦发现违法占用耕地行为，属
地乡镇政府就会组织执法人员在三天内拆除，十五
天内全部拆除复耕到位，彻底消除违法状态。

近年来，除了这样的常态巡查，市国土执法
支队还充分运用“天地网”动态执法，创新科技治
违手段，落实“常态巡、天上盯、节点堵、群众督”
监管机制，把卫片执法与“两违”整治有机结合，
确保图斑核查“月清月结”。在占用耕地的违法
行为面前，市国土执法支队向来铁面无情。市国
土执法支队充分运用卫片执法监管手段，采取

“三个有力、三个及时”措施，对各类违法占用耕
地现象予以严厉打击、严格整治、严肃问责。

三年来，福州市先后将村庄规划编制纳入全
市“九个一批”、城建工作“九大专项行动”，市、

县、镇、村共同发力，打通规划落地实施“最后一
公里”，逐渐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村庄规划体系，
提出构建“市县镇村”四级联动型村镇责任规划
师制度，完成批复村庄规划1116个，总体规划、控
制规划和各专项规划保障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也
为执法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打击乱占耕地，我
们从不手软，采取有效措施，坚持‘早发现、快查
处、严督查’，严控新增违法占用耕地行为。”上述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支队严格落实“分阶段、分
层级”全过程质量管控机制，及时组织逐图斑地
类核查工作，将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与土地卫片执
法有效衔接，建立耕保执法调查联动，确保耕地
实至名归。

此外，该支队深入开展“三提三效”“三争三
领”系列活动，强化作风整治，严格执法、柔性服
务，组建 13个督导组开展点对点常态化督导，从
源头上遏制违
法占用耕地的
现象，以“零容
忍”的态度，采
取“长牙齿”的
硬措施，牢牢守
住耕地红线；紧
盯长乐机场二
期、福州现代物
流城、闽江河口
湿地公园、三江
口植物园等重
点项目，在项目
施工前做好政
策解读和报批
指导，保证项目
合法用地。

实现动态巡田数字化
创新监管方式创新监管方式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落实专项监督整改落实专项监督整改

长乐督导组开展精准图斑判读长乐督导组开展精准图斑判读。。

市资源规划局在闽侯全面推行数字化巡田工市资源规划局在闽侯全面推行数字化巡田工
作作，，并向市民进行宣传并向市民进行宣传。。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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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督导组实地开展耕地保护督导长乐督导组实地开展耕地保护督导。。

闽侯县村
干部用“智慧耕
保”管理平台巡
田。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