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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爱地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新篇章

本报通讯员 刘建 霍纯晓

4 月 22 日是第 54 个
世 界 地 球 日 ， 主 题 是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今年的世界地
球日主题宣传活动，旨
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宣传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引导全
社会树立“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的生态文明理念，建立
正确的自然资源观，推
动建设美丽中国，共同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地球家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把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理念贯穿各
项工作始终，在构建新
发展格局中讲好自然资
源故事，为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
出贡献。

经过13轮近20次方案完善，我市“三区三线”划定成
果通过自然资源部质检正式启用，为严格保护与合理利用
全市自然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打下了坚实的规划
基础。全市划定耕地保护目标303.2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
268.20万亩，生态保护红线57.38万亩，城镇开发边界总规
模为77.73万亩，城镇开发边界内划入现状城镇建设用地
45.59万亩、现状村庄及其他建设用地15.25万亩、现状非
建设用地16.89万亩，符合国家和山东省的相关要求。

坚持高位推进，强化协同联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三区三线”划定工作，把“三区三线”划定作为促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来抓。市主要领导先
后9次听取专题汇报并提出工作要求，在全省范围内较早
实现了“三区三线”市域统筹；成立枣庄市规划编制和“三区
三线”划定工作领导小组，抽调交通、能源、水利等14个部
门业务科长和技术骨干建立工作专班，实行集中办公，全面
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高效开展。

坚持底线思维，转变发展理念。心怀“国之大者”，深入
贯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节
约用地制度，严格落实上级分解下达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
等国土空间规划约束性指标，按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
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的顺序，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
线，做到现状耕地应保尽保、应划尽划。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构建落实新发展格局，统筹好生产、生
活、生态三大空间，形成以生态优先、安全优先为导向的新
发展方式。

坚持统筹衔接，确保科学合理。统筹协调各级各类专

项规划和重大项目空间需求，优化空间布局，提高节约集约
用地水平。全面开展市域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公用设施上
图入库，在全市范围内，对66处文化设施、108处社会福利
设施、224 处医疗设施、1602 处教育设施的空间信息实现
了首次全面核实。全面加强专项规划统筹，衔接交通、能
源、水利、民生等建设类专项规划17项，衔接文保、环保等
保护类专项规划9项。全面衔接发展诉求，通过市区两级
政府，会同发改、工信、交通、水利、能源等34个市直部门，
历经17轮次，分级、分类、分实施阶段梳理了交通、能源、水
利、公共设施及产业项目等各类项目信息2288项。

坚持高标落实，规范划定“三线”。坚持质量优先，严格
按照《全国“三区三线”划定规则》要求，依据国家下发的基
础数据，严格扣除情形，充分做好举证，认真开展成果自查，
提升成果质量。圆满完成省级分解我市的永久基本农田控
制任务，进一步优化了庄里水库抽水蓄能电站（二期）等新
谋划重点项目，化解了生态保护红线部分历史遗留问题，统
筹考虑人口、水资源禀赋和土地利用水平等因素，合理划定
城镇开发边界，有力保障了市委、市政府擘画的“一主、一
强、两极、多点”市域发展蓝图落实落地。

坚持数字赋能，提升工作质效。按照“统一底图、统一标
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的要求，我市已初步建成国土空间基
础信息平台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有
效支撑了划定工作。严格按照《全国“三区三线”划定规则》、
上级下发控制数和《“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数据汇交要求》，将

“三区三线”划定数据成果及举证材料汇交到“一张图”系统，
在保证“数、线、图”一致的前提下，及时形成了全套成果。

科学做好““规划规划””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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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城区小北山矿区

滕州市官桥东洪林村南破损山体生态修复

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紧盯耕地流出整改，
强力推进卫片执法工作，严格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
成立驻区（市）督导组，将耕地流出整改放在突出位置，逐地
块研究制定解决措施，市区镇村四级同步推进整改工作，为
将来项目落地、城市发展留足用地空间。

严格开展卫片执法。制定年度执法巡查工作方案，加
大对盗采易发多发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等重点区域的
巡查频次，强化夜间巡查。组织开展好违法案件查处工作，
对符合立案条件的违法行为坚决立案查处，开展好案卷质
量评查工作，及时通报问题，提出不足，不断规范执法行为，
提升依法行政水平。狠抓问题整改，强力推进年度卫片执
法工作，组织图斑内外业核查，加强审核把关，强化预警提
醒，每月统计核算各区（市）违法用地情况，及时函告区（市）
党委政府，重点区（市）单独发函提醒，督促切实履行好主体
责任，分类限期整改违法用地。完成省重大项目欣旺达动
力电池生产基地项目补办用地手续、蟠龙河综合整治项目
部分拆除复耕等整改工作，取得了较明显成效。

严格整治占地建房。坚决遏制新增，下发《关于坚决
遏制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的通知》，对2020年7月
3 日以后发现的新增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全力消除违法状
态。稳妥处置存量，通过立案查处、报告函告、移交移送

等措施，稳妥处置各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房存量问题。
严格推动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监管执法应用场景推广落地，
对系统内及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部门
人员进行培训，完成对管理员、党委政府领导、执法人员
和其他政府部门人员账号权限配置信息的录入工作，加快
应用落地。印发《关于建立执法应用场景线索录入情况调
度通报制度的通知》，对各区 （市） 的线索录入情况实行
每周两次通报制度，通过局门户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对鲁地
云APP和鲁地云随手拍微信小程序进行推广宣传，成效
明显。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全力做好耕地流出整改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推动落
实耕地保护工作会议精神，市、县（市、区）、镇、村四级同步推
进，成立了工作专班和工作督导组，科学快速有序稳妥推进
整改，完成耕地流出整改工作任务。同时稳妥推进耕地“进
出平衡”，成功申报滕州市为2021年度省级耕地保护激励县

（市）第4名，获得省自然资源厅500亩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和
省财政1500万元资金奖励。制定下发了贯彻落实2022年
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合理分配全年
工作任务，严格落实工作措施，按时调度上报有关台账，完成
阶段性任务。

扎实做好““守土守土””文章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推进
绿色矿山高质量发展，认真开展全市破损山体调查和综合
治理规划编制，形成《枣庄市破损山体调查和综合治理规
划》成果，积极推进破损山体修复治理。

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管理
局、市能源局等部门联合开展全市绿色矿山“回头看”工
作，通过企业自查、区（市）全面核查、市级抽查、省级
复核、集中整改等阶段工作，对全市绿色矿山“回头看”
发现问题下发清单，实行销号管理，确保及时整改到位。
2022年田陈煤矿等4家矿山入选省第四批绿色矿山名录
库，目前全市煤矿应建绿色矿山入库率达到50%，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露天在生产矿山入库率达67%。

推进山体生态修复。聚焦重点，启动重要交通沿线可
视范围破损山体修复治理工作，提请市政府印发了《枣庄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破损山体修复治理工作的
通知》，对全市破损山体修复治理工作再强调、再要求、

再部署。启动全市35处重要交通沿线可视范围破损山体
提升治理工作，高起点谋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实施，消除
视觉污染，已完成设计方案评审和市级审查工作。靠上汇
报，积极对上争取支持，按照“超前谋划、主动作为”要求，争
取2022 年度省级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补助
资金4235万元，资金量全省排名第一。部门协作，一体推
动项目实施，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将26个破损山体治
理项目纳入山水林田大会战任务，完成了年度治理任务，取
得了较好成效。建章立制，确保项目规范实施，建立全市历
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调度督导评估制度，联合专家通
过月督导、月调度、月通报、年度评估等手段，加快项目实施
进度，确保项目科学、合理、规范实施。对各区（市）开展多
次专项督导，督导结果及时通报各区（市）政府。累计执行
2019年以来中央和省级历史遗留矿山治理专项资金5867
万元，上级资金全部执行到位，资金执行率100%。全年完
成破损山体治理项目21个，修复治理面积3200余亩。

认真做好““治山治山””文章

强化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大力实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严格落实耕
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约束性指标，严格永久基本农田占用与
补划，规范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现场踏勘论证。做好“三
区三线”中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全市共划定永久基本农
田268.20万亩；完成了临沂至滕州公路工程（枣庄段）等3
个省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地块
现场踏勘工作及补划工作。完成破坏耕地审查和踏勘非法
占地现场6宗，并出具破坏耕地鉴定结论。分解下达土地
整治任务，完成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保障了省道S103
济枣线山亭区凫城至市中区曾店段改建工程等6个重点项
目及批次用地耕地占补平衡指标6548亩。完成全市耕地

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工作，并通过省级评审，确定全市耕地后
备资源17302亩。

做好采煤塌陷地治理工作。认真做好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工作，持续做好采煤塌陷地治理。累计完成采煤塌陷
地稳沉治理面积9.4万亩、治理率93.32%，完成企业责任采
煤塌陷地治理 7.37 万亩、治理率 92.97%，顺利完成“双
90%”目标任务，顺利通过省级核查。进行专项督导4次，
召开市级联席会议1次，加快推进项目实施，成功申报国家
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示范镇建设项目1个、省级6个，滕州
市盘活利用采煤塌陷地项目案例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编制
的《盘活存量用地保障工业项目落地典型案例》，自然资源
部和省厅分别发文推广。

全力做好““育田育田””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