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0 日，在芝英镇芝英一村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项目现场，记

者看到通过旱改水、建设用地复垦和垦

造耕地作业后的土地划分清晰、环境整

洁清爽，一派生机勃勃的模样。“这个项

目于 2018 年年底申报，去年完成建设

种上水稻，项目实施合理配置农村土地

资源、加强农村建设用地盘活利用的同

时，也解决了原有存在的耕地非农非粮

化问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修

复中心负责人说，今年，该局通过高起

点全域规划、高标准整体设计、高效率

综合治理，全面迭代升级打造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2.0 版项目，进一

步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乡村空

间布局、促进资源集约利用，构建高效

集约、生态宜居、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

新格局。

据悉，近年来开展的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与生态修复项目 1.0 版以土地整治

为主，作用较为单一，而 2.0 版按照做优

空间、做美景观、做精农田、做特产业的

工作思路，以“3＋X”即农田整治、村庄

整治、生态修复和根据区域特点实施特

色整治项目的模式，推进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乡村空间优化布局、资源集约利

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今后几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

以实施农田整治为抓手，提高可长期稳定

利用耕地面积，保障粮食安全，打造美丽

田园；以盘活乡村低效建设用地资源、农房

改造、村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为抓手，提

升农村居住环境品质，建设宜居宜业美丽

村庄；以优化乡村生态安全格局、改善生

态环境为抓手，提升农田生态环境和农村

居住环境。同时，紧密结合低效工业用地

整治、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一二三产业整合

发展，提升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

修复水平。

据介绍，今年3月中旬开始，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启动潜力资源调查，以国

土调查数据为基础，以行政村为基本调

查单位，全面调查可垦造耕地、旱地改

水田、永久基本农田连片建设、建设用

地复垦、非农化非粮化整治、耕地质量

提升、绿化造林等资源潜力面积和分布

情况。同时，该局深入调查各村开展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群众意愿和需求情

况，预计4月底建立全市项目储备库。

“今年准备谋划10个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与生态修复2.0版项目，力争2个项

目列入省级工程。届时，我们会从储备库

里选取成熟度高、有实施意向的项目，指导

相关镇（街道、区）工程计划实施方案和

村级规划的编制。”该负责人介绍，列入

省级全域工程，项目区内永久基本农田可

调整优化，更有利于整村规划发展。工

程整体验收后被评为省级精品工程可获得

300万元-1000万元不等的精品工程奖

励资金，希望符合条件的村积极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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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是第53个世界地球日。今年的主题为“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伤及自身。一直以来，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优化自然资源空间布局，持续推进地质灾害防治、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态修复和耕地保护工作，同时不断迭代
升级，融入数字化、特色产业发展等元素，为乡村振兴助力，为打造共同富裕先行示范永康样板提供更强支撑。

第53个世界地球日共倡“珍爱地球”

让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插上“数智”翅膀

精准智控 筑牢地质灾害“生命防线”
近年来，在应对超长超强汛期和台风

正面影响中，我市不断强化监测预报预

警，开展隐患排查，在风险识别、研判和防

控上靠前指挥，提高全市地质灾害除险防

控水平，保护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据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每年开

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汛前大排查，组织

专业技术单位、各镇（街道、区）及群测

群防员对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防

范区、治理工程项目及切坡建房等易发

区进行全面排查，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受拉尼娜

事件和全球变暖影响，我市汛前气象灾

害偏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台风

影响较常年偏多，气候年景中等偏差，

需高度重视受台风暴雨和强对流天气

影响可能易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

质灾害。

面对如此情况，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借助完成迭代升级的省“地灾智防”

App，进一步织密地质灾害防线。“该应

用是我省数字化改革的重要成果，是由

省级部门发布的集地质灾害预报预警、

巡查排查、灾险情速报于一体的掌上平

台，为我市有效应对汛期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地矿科负责人介绍。结合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安装的专业监测仪，该

平台能提前下发专业监测预警消息（黄

色、橙色、红色预警），各镇（街道、区）和

基层管理人员、群测群防员均能第一时

间接收信息，根据各项指令，做好巡查、

值班值守及人员转移等任务，实现了我

市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精准预警、地质

灾害巡查及现场指挥调度。

此外，群众可通过“地灾智防”查看

地质灾害预报预警等成果产品，第一时

间获取所在区域的地质灾害风险等级

提醒，同时了解相关工作动态、政策法

规、防灾百科。通过这一平台，群众还

可以将各类突发情况，以图片、文字等

多种形式上报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或者提供好的防治意见建议。下一

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也将加大宣

传力度，全面推广“地灾智防”App 应

用，提高群众在地质灾害防治中的参与

度，实现上下群策群力，开启全民“掌上

防灾”新时代。

今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文件指

出，要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

施。以保障粮食安全为目的的耕地安

全，已成为国家资源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的关键，能否做到粮食供求基本平衡，

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为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

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落实上

级工作要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积极

推行“田长制”、推广“耕地智保”场景应

用，以“人防＋技防”的硬核措施，坚决遏

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

“田长制”是由市、县、镇、村四级

“田长”对本辖区内耕地保护责任目标

负主体责任，通过层层签订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军令状”，严格执行

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扎实推动最严格

耕地保护工作的制度。目前，该局正

在草拟“田长制”实施细则，准备发函

向各相关单位征求意见。

“我们将‘耕地智保’场景应用作

为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数字化

改革重要举措，经摸排后已确认需安

装的190个高空探头位置，目前，已安

装 110 个，等全部建设完成接入系统

后，可以覆盖 80%以上的耕地。”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

科工作人员说，“耕地智保”应用场景

建设由省自然资源厅统一部署，通过

将“铁塔视联”智慧感知嵌入“耕地智

保”，充分发挥高位视频监控、人工智

能识别算法等独特核心资源优势，实

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监管视角的延

伸，同时结合“田长制”实行定点巡查

上报，运用“人防＋技防”的工作机制，

拓宽了问题发现渠道，实现耕地违法

“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闭环管理。

与此同时，我市“百千万”永久基

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工作也在稳步推

进。2021 年，我市实施 3 片千亩方永

久基本农田集中整治项目，计划今年

6 月底前完成验收。今年，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结合高标准农田、全域土

地整治等项目，初步选定 6 片永久基

本农田集中整治项目。下一步，该局

将根据省厅会审意见，与各相关镇（街

道、区）进行方案详细情况对接，有序

推进“百千万”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

整治工作，打破碎片化限制实现规模

化种植，让“小田”变“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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