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发现问题的速度
减少整改问题的代价
宁波探索开展的

应用场景建设

迭代升级了！

“耕地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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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除了上述“两本账”
以外，原先处于试点阶段的“保用途”
子场景，眼下也有了重大进展。

“铁塔高位监测探头可查看半
径1.5公里内的耕地使用情况，监测
抓拍20余种疑似违法违规行为，但
画面因为距离较远，还没法认定‘非
粮化’问题，且依靠拍摄照片前后对
比，再把问题下发、落实，可能要花
上一两个月，整改成本也相应提高，
但眼下，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工
作人员说。

原来，在新的应用场景中，铁塔
高位探头或巡查员监测到耕地状态
异常，上报系统后，系统会将疑似问
题图斑与合法审批数据自动进行关
联比对，“绿码”合规放行、“黄码”疑
似问题、“红码”认定待改。进入等
待核查环节的，由认定员进行实地
认定，后续或上传相关证件进行备
案，或进行问题整改。这样发现和
处理问题的速度越来越快。

2023年 3月2日下午2点多，
铁塔高位探头监测抓拍到宁海县长
街镇隔洋塘村的某块耕地上被堆放
了土堆，经过乡级问题认定员核查

后确认，该耕地上的确堆放了建筑
材料、淤泥等固体物，属于典型的耕
地“非农化”。

问题被发现后，乡级整改责任
员及时联系当事人，要求将土堆处
理干净，3月11日，所有堆积物都已
清理完毕。

“可以看到，‘耕地智保’应用使
得发现问题的速度大大提升，且整
改的代价大大减小，有效保障耕地
违法问题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
工作人员表示。

据了解，2022年3月，宁波“耕
地智保”场景在全省自然资源系统
推广，全面应用于耕地“两非”整
治。截至目前，“耕地智保”场景用
户已覆盖8000余人，由自然资源规
划、农业农村、生态环境部门以及各
级田长、巡查员等组成，活跃用户
7000余人。

下一步，宁波市将加快“耕地智
保”场景迭代升级，加快“保红线”和

“保质量”两大子场景的开发建设，
通过数字赋能，搭建宁波特色场景。

记者 朱琳 实习生 邬佳华
通讯员 王玲玲

“保用途”子场景全面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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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稳住粮食安全这个压舱石，必

须稳住耕地面积。自2021年5月以来，宁波探索开展“耕地智

保”应用场景建设，同年10月，这一应用入选浙江省首批数字

政府系统“一地创新、全省共享”应用项目名单。

最近，这一应用又有了新进展。“除了原本的‘资源空间

账’，我们又新建成了‘田长责任账’，原先处于试点阶段的‘保

用途’子场景，眼下也在全市普及，实现了耕地‘非农化’‘非粮

化’问题的‘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3月21日，宁波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整备中心有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宁波全域耕地分布在哪里，利
用情况、质量如何……从“浙政钉”
工作台登录“宁波耕地智保”，点击

“一本账”，全市的耕地“家底”一览
无余。这正是“耕地智保”应用“空
间码”数字关联技术建成的资源空
间账，它打通了部门数据壁垒，汇
聚现状耕地、粮食生产功能区等
60项业务100多万条数据，形成
耕地资源空间“一本账”，系统展示
和分析全市现有耕地数量、质量、
生态情况以及变动趋势。

如今，除了总账外，“空间账
本”又设了进账、出账、专账，其中

专账可按需定制，进账和出账可动
态跟踪耕地补充和占用情况，实时
反映在总账中。

“比如建设用地的报批、设施
农用地、临时用地占用耕地等，属
于合法出账，‘非农化’占用耕地、

‘非粮化’占用耕地、其他破坏行
为认定等，属于非法出账；土地开
发垦造耕地、建设用地复垦等，均
属于进账。总的来说，全市域的现
状耕地、粮食生产功能区等已全
部上图落位，实现耕地空间资源
全域可视、分类可查。”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空间账本”增加进账、出账、专账
实现耕地空间资源全域可视、分类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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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8日下午4点许，
北仑区郭巨街道北门村的巡查员
徐师傅在日常巡查时，发现山脚下
一块400多平方米的耕地上种植
了苗木花卉草皮，于是，他拍摄了
现场图片并上传至“耕地智保”。
通过系统看到问题后，属地认定员
方师傅经过实地查看，认定该耕地
为典型的“非粮化”使用。随后，整
改责任员陈师傅联系当事人整改，
督促其移除花木，平整土地，并种
植粮食作物，顺利解决了这一问
题。

这一年来，“耕地智保”应用新
增了“田长责任账”，采用“4+1+2”
责任体系，即4级（市级、县级、乡
级、村级）田长、1名村级巡查员、1
名乡级问题认定员和1名乡级整
改责任员。

具体说来，“田长责任账”涵盖

了全市每位责任人的基本信息、岗
位职责、工作范围和履职情况，形
成人员架构“一本账”，按照“人田
对应”原则，划定村级田长巡查网
格 2661 个 ，村 级 巡 查 员 网 格
10390个，确保耕地保护专人负
责、问题发现专人认定、整改处置
专人落实，实现耕地管理人员全域
协同、责任到人。

通过“田长责任账”中的“履职
总览”，可以掌握田长、巡查员们巡
查任务的完成情况，一般要求村级
巡查员每周巡查一次，村级田长每
月巡查一次。

“在监测‘非农化’‘非粮化’的
‘两非’问题上，除了依靠铁塔高位
探头以外，这些田长、巡查员的日
常巡查也必不可少。”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整备中心耕保监测处相
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新增“田长责任账”
田长、巡查员与铁塔高位探头共同“巡查”2

巡查员徐师傅发现的耕地“非粮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