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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杨秀美 美编 孔玮 校对 孟彦泽3

□本报记者 赵金凤

  通讯员 赵玉杰 徐友恒

　　耕地足万家福，仓廪实天下安。方寸耕
地，不仅维系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是国
家发展的根基。我市认真落实中央、省关
于耕地保护的一揽子政策要求，始终牢记
“国之大者”，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加强耕
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为建
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贡献力量。第35
个全国“土地日”来临之际，记者从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在全市上下共同努
力下，我市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耕地面积实现连续三年增加，违法占用耕
地面积逐年下降。

 坚持源头防范 筑牢耕地“红线”

　　为从源头上遏制违法占用耕地行为，我
市印发《关于加强耕地保护管理工作的意
见》，进一步压实各级党政主体责任、部门共
同责任，以及镇街、社区、村三级巡查监管责
任，形成全市上下齐抓共管、严格保护耕地
的良好局面。通过推动耕地保护关口前移，
对违法违规用地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制止、
严处理。特别是针对新增违法占用耕地问
题，严格落实“一案三查”，层层传导压力，坚
决遏制新增违法问题的发生。
　　同时，我市针对临时用地、设施农用
地、光伏用地、“开天窗”用地等不同类型
的用地问题，分别出台管理办法，规范用
地行为，强化全周期监管，有效防范“非粮
化”“非农化”问题的出现。在技术手段上，
积极探索高密市“码上赋能”平台建设，充
分运用信息化技术，实现了从“事前视而
不见、事后一拆了之”到“事前预防、事中
制止”的转变，大大提高了耕地保护的效
率和精准度。

创新管护方式 提升保护效能

　　在符合政策要求的前提下，我市积极探
索创新耕地整改方式，努力找准最优解决路
径，统筹协调耕地保护与群众权益维护。通
过开展党员包户行动，将耕地保护政策送到
田间地头，把明白纸贴进“三务”公开栏，为
群众解疑释惑，让群众深入了解耕地保护的
重要性和相关政策。部分镇街党委、政府组
建工作队，由社区书记带队，发扬“百问不
厌、百跑不烦、百折不挠”的“三百”精神，耐
心细致地开展政策宣讲工作，最大限度地赢
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在耕地管护模式上，昌乐县创新推行
县、镇、村、农户“四位一体”耕地后期管护模
式，为补充耕地地块建立“户籍”，并推行《动
工动土服务提醒制》。通过及时对村级申报

的动土地块进行现场核实属性，实现了耕地
管护更加精准、高效。高密市姜庄镇积极探
索大田托管模式，创新拓展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自主经营和过程托管两种新模式，充分发
挥土地的最大效益。青州市益都街道探索耕
地保护、产业培育、农民增收“三融合”机制，
让农户端起旱涝保收的“铁饭碗”，年均增收
40%，实现了耕地保护与农民增收双赢。

强化激励引导 凝聚护田合力

　　为充分调动基层耕地保护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我市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并
加大自身激励力度。2024年，我市获省级激
励3000万元和600亩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市
级层面制定相应的激励办法，配套部分资金
和1100亩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对县市区进行
激励，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

　　在宣传引导方面，我市积极开展“全国
土地日”“耕地保护进万家”“田长话耕保”等
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挖掘正反面典型案例，
广泛宣传耕地保护的重要意义和相关法律
法规，切实提升群众对耕地保护的知晓度、
参与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昌邑市北孟
镇通过分发耕地保护“一张图”和“一封信”，
向群众介绍耕地保护经验，有效提升基层耕
地保护水平。高密市创新宣传载体，将耕地
保护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聂家庄
泥塑深度融合，推出“自然小卫”泥塑并拍摄
宣传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耕地保
护理念。昌乐县五图镇编制《关于“耕地恢
复、保护耕地”的倡议书》《关于全域禁止耕
地撂荒和改变耕地用途的公告》，并录制特
色音频，利用宣传车、村大喇叭、村级微信群
进行全域转播，大大提高耕地保护政策的宣
传效果。

织密耕地保护网 守好良田粮满仓
——— 我市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本报记者 赵金凤

  通讯员 赵玉杰 吴宗晗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将节约集约用地作为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的战略抉择，全力落实最严格的节约集
约用地制度，积极探索新路径，让有限的土
地资源发挥最大效益，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筑牢土地要素根基。

强化顶层设计

构建集约用地新格局

　　我市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引领，科学
统筹划定“三区三线”，严格管控城镇开发边
界，优化城镇功能布局，避免无序扩张。通过
推行“多规合一”协同管理，实现产业、生态、
交通等专项规划紧密衔接。目前，我市市、县
两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获省政府批复，数

据库通过自然资源部审核。
　　在政策体系建设上，发布10余项政策规
定，形成完备的节约集约用地政策框架；压
实责任链条，建立共同责任机制，推动各级
转变用地观念。同时，开展省级开发区土地
综合利用评价，促进土地高效集约利用。
2024年，我市国家级开发区工业用地平均容
积率达0.97，综合地均税收50.53万元每亩。寿
光市获评全国首批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
范县。

创新节地模式

探索用地新路径

　　在供地模式创新上，我市率先推行“先
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年期出让”，累计为
企业节约拿地成本3.2亿元，并实现省级以
上开发区“标准地”出让全覆盖，近三年以
“标准地”出让工业用地368宗2.91万亩。

　　在空间拓展方面，鼓励企业建设高标准
厂房和多、高层厂房，推进“工业上楼”。中德
国际项目“标准化研发+定制化设计”，建设
33栋标准化厂房；中通快递山东（潍坊）智能
项目，建设4栋多层厂房，土地效能倍增。出
台地下空间使用权管理办法，歌尔光电厂区
综合停车楼项目通过地上、地下同时出让，
有效解决停车难问题。此外，我市科学编制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创新“一次规划、分
期供地”模式，严格控制限制类工业项目供
地，优先保障优质项目用地。

深挖存量潜力

激活土地新活力

　　我市全面摸底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建
立台账并分阶段制定处置计划，加强督导帮
扶。近三年，共处置批而未供土地15.1万亩、
闲置土地1.6万亩，2024年闲置土地处置率位

居全省第一。
　　我市在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过程中，
大力推广“工业地产”和“零增地”模式。潍
坊麦益盛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厂址原为蒋
峪镇政府老旧院落，通过“腾笼换鸟”方
式，与青岛嘉名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
约，投资1.1亿元建设蒋峪高端纺织出口产
业园项目。该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落
户、当年投产达效，2023年税收达152万元，
2024年税收增至406万元。目前，新建二期
双层加工车间已动工，项目全部建成后，
预计每年可实现产值1 .5亿元，创造利税
1000万元。
　　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探索中，安
丘市作为试点并取得实质性成果，成功挂牌
交易两宗集体建设用地。
　　通过一系列有力举措，我市在节约集约
用地方面成效显著，为城市发展注入强大动
力，为更好潍坊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精打细算用好地 提质增效促发展
——— 我市节约集约用地让“寸土”生“寸金”

　　本报讯 （记者 赵金凤 通讯员 
侯绍坤 王岳涛 张德京）机器轰鸣奏响发
展强音。在高密市醴泉街道，一片曾闲置5年
的百亩工业用地，经“腾笼换鸟”引入金属制
品项目后，年产值跃升至0.8亿元，较原企业
增长5倍。这场土地“变形记”，正是高密市破
解土地资源瓶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
缩影。
　　面对土地资源约束趋紧的严峻形势，高
密市以“守牢耕地红线、激活资源效能”为目
标，构建涵盖规划、盘活、配置、监管的全链条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体系。通过一系列创新性
实践，高密市在有限的土地上“耕”出无限发
展空间，为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澎湃动能。

　　规划先行，锚定发展“路线图”。高密市
将“节约集约”理念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流
程，依托“双评价”系统全面摸清土地家底，
科学划定“三区三线”，既严守生态保护与耕
地红线，又为城市发展预留弹性空间。通过
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推动国土空间规划与
产业、交通等专项规划深度融合，形成“多规
合一”的空间治理新格局。《高密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2021-2035年）》配套实施动态监
测、半年评估机制，2023年以来核减12宗380
亩不合规用地，实现从“纸上蓝图”到“落地
实景”的有效转化。
　　盘活存量，激活沉睡“黄金地”。在经济
开发区，某纺织企业通过拆除老旧厂房、建

设多层标准厂房，引入3家电子信息企业，土
地容积率从0.4提升至1.2，亩均税收增长超5
倍。这得益于高密市开展的存量建设用地专
项攻坚行动。2024年，高密市建立“一地一档”
数据库，对批而未供、闲置、低效用地实施分
类处置，通过“加速供地”消化存量6911亩，依
法收回并重新出让闲置土地1671亩，推动568
亩低效用地“二次开发”，带动12亿元产业投
资，让“沉睡资源”变身“发展沃土”。
　　机制创新，打造用地“快车道”。“标准
地”出让改革让企业实现“拿地即开工”。高
密市在土地出让前明确投资强度、容积率等
控制指标，企业竞得后按标建设，目前已出
让39宗3507亩“标准地”，项目建设周期缩短

25%，亩均投资强度和税收分别提升20%、
25%。针对中小企业用地难题，推出5年至20
年弹性出让模式，首期租金降低90%，帮助11
家企业获得116亩用地，开工时间缩短至8个
月，资金周转效率提高40%。
　　全程监管，构建治理“新生态”。高密市
搭建“动态监测+双合同监管+考核激励”全
生命周期管理体系，通过实时监测系统发出
45条预警，推动23个项目加快建设；“双合同”
机制促使15个项目追加投资2.8亿元；将节约
集约用地纳入镇街考核，13个表现突出的镇
街区获得用地指标倾斜。如今，企业主动申
报低效用地再开发的积极性大大提升，节约
集约从“政府推动”变为“企业自觉”。

高密市在有限土地上“耕”出无限发展空间

　　本报讯 （记者 赵金凤
 通讯员 房凯 孙琦）近年
来，青州市以“长牙齿”的硬措
施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将“藏粮
于地”战略落到实处，坚决遏制
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实 现 青 州 市 耕 地 总 量 动 态
平衡。
　　织密责任网络，构建耕地
保护“责任共同体”。青州市印
发《关于健全完善规范用地网
格化监管体系的通知》，构建
“市-镇-村-网格”四级“田长”
责任体系，明确“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要求，将监管责任细化
到每一块田、落实到每一个人。
同时，充实自然资源和规划执
法监察大队力量，建立“主动巡
查、快速响应、精准执法”工作
机制，实现从“被动救火”到“主
动防控”的转变。如今，在青州
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田长”
巡查的身影，一张覆盖全域的
耕地保护责任网已然形成。
　　创新宣传矩阵，凝聚全民
护田共识。“以前觉得耕地保
护是政府的事，现在才知道和
我们老百姓息息相关。”青州
市一位村民在参加完耕地保护
宣讲活动后深有感触。为让耕
地保护理念深入人心，青州市
打出“日常+节点+主题”宣传

“组合拳”。开展镇街区“田长”
培训20余场，发放300 0余份政
策手册，为基层“田长”充电赋
能；利用“世界地球日”“全国土
地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法
律法规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
活动；在春秋播种关键期，组织
“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控耕地非
粮化”主题巡回普法宣讲，发动
党员干部开展“大走访”，将10
万余份《耕地保护告知书》送到
群众手中。线上线下联动、传统
现代结合，让耕地保护政策家
喻户晓，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
氛围。
　　科技赋能监管，打造智慧护
田“新利器”。在青州，每一寸耕
地都有“智慧管家”。依托“鲁地
云”App，青州市993名村级“田
长”、97名镇级“田长”实现“掌上
巡田”，通过“空天地”一体化监
测体系，对耕地进行全天候、全
覆盖巡查。一旦发现疑似违法用
地行为，系统立即预警，执法人
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同
时，严格落实动工动土双报备制
度，从源头上把好审批关口。通
过开展“双保工作提质进位‘百
日行动’”，累计组织巡查250余
次，及时制止违法用地行为，构
建起“早发现、早制止、早查处、
早预警”智慧监管新机制。

　　本报讯 （记者 赵金凤
 通讯员 王文斌 范岩松 王
军涛）在潍城区的沃野平畴间，一
片片规整的农田与“拔节”生长的
产业园区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
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生动
图景。近年来，潍坊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潍城分局以“严守耕地红
线”为底线，以“节约集约用地”为
抓手，创新机制全力书写资源保
护与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制度筑基，织密责任落实
“铁网”。该局将耕地保护作为
“一把手”工程，严格落实“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把耕地保有
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等核
心指标纳入“高质量发展综合绩
效考核”清单，让保护责任从“纸
面”落到“田间”。出台相关文件，
推动自然资源执法实现“三个转
变”，构建“底线管控、动态监测、
协同治理”一体化责任体系，确
保每一寸耕地都有“专属守护
者”。
　　创新破局，激活存量土地“引
擎”。在土地资源利用上，该局坚
持“向存量要空间、向集约要效
益”。严格执行项目准入审查，优
先保障绿色低碳、高附加值项目
用地；引导项目匹配、选址优先利
用存量资源，通过限期开工、依法
收回、协商置换等“组合拳”，盘活
低效、闲置用地超700亩。创新推
行“弹性年期出让”“先租后让”等

供地模式，某新能源产业园通过
弹性供地方式，节约企业用地成
本40%，实现土地资源与产业发
展精准匹配。
　　优化布局，拓展耕地保护
“新空间”。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
领，该局全力推进望留、于河街
道规划编制，按照“应编尽编、按
需所编”，推进村庄规划编制攻
坚，因地制宜布局乡村产业项
目，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腾出空
间。在望留街道实施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试点，通过“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治理，新增耕地并打
造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同时盘
活低效城镇建设用地200多亩，
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
提升。
　　全民参与，凝聚保护耕地“向
心力”。该局持续深化网格化管
理，结合200余名“田长”常态化巡
查，创新“线上+线下”普法模式，
通过村务宣传栏、流动宣传车等
载体，不仅讲清“保护什么”，更说
透“为何保护”。开展“耕地保护进
万家”活动，形成全民参与、共同
守护的浓厚氛围。
　　从制度创新到科技护航，从
存量盘活到全民共治，潍坊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潍城分局正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
耕地保护防线，提升土地利用效
能，让每一寸土地都迸发创新
活力。

以“长牙齿”硬措施

加强耕地保护

精准施策

提升土地利用效能

  本报讯 （记者 赵金凤
 通讯员 张潇丹）今年以来，潍
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局
构建联动体系，强化科技赋能，健
全责任机制，走出一条开发区耕
地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的
新路径，实现耕地面积连续三年
净增长。
  联动共治，构建耕地保护“一
盘棋”格局。该局构建“内协同、外
共治”耕地保护体系，内部实现图
斑审核“内外业同步”，制作监测
台账及影像图263件；外部创新推
行“田长制+部门协同”模式，建
立联动机制。
  科技赋能，织就智慧监管“防
护网”。该局运用卫星遥感与无人
机技术，搭建常态化监测平台，对

全域耕地实施“大面积扫描+重
点区域补测”。实施耕地提质改造
工程，开展土壤检测，完善农田水
利设施，实现耕地面积连续三年
净增长，耕地质量平均提升1.5个
等级。“小田变大田”试点整合零
散耕地3200余亩，机械化作业效
率提升超40%。
  机制创新，激发耕地保护
“内生力”。该局签订目标责任
书，并建立专项督查机制，压实
党政同责链条。创新推行“奖惩
双轨制”，对主动恢复耕地的村
民给予奖励，实现生态与经济
双赢。同时，严格落实“进出平
衡”制度，对违法占用行为“零
容忍”，有效遏制耕地“非粮化”
趋势。

　　本报讯 （记者 赵金凤 通讯员 
李晓婷 李嘉琪）在临朐县龙山产业园区，
一片曾经沉寂的160多亩闲置土地上，如今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随着新项目的落地，这
片“沉睡资源”正蜕变为年产值8亿元、税收
4000万元的经济沃土。近年来，临朐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以“寸土生金”为目标，深度挖
掘土地存量空间，实现从“增量依赖”到“存
量挖潜”的华丽转身，走出一条节约集约用
地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产业集聚“强磁场”，规划引领打造链式
发展新高地。作为全国闻名的铝业强县，临

朐县以“补链、强链、延链”工程为抓手，创新
“规划先行、分批征地、分期供地”模式，将土
地资源与产业发展精准匹配。中欧节能门窗
产业园、华建科创园等特色园区拔地而起，
1200余亩土地上，上下游企业“比邻而居”，
从铝型材加工到门窗成品组装，再到涂装新
材料供应，完整产业链条提升了土地开发强
度，让园区配套服务实现全周期覆盖。如今，
特色产业园已成为临朐工业发展的“强引
擎”，承载着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的新
动能。
　　立体开发“拓空间”，政策激励掀起多层

厂房建设热潮。“向空中要效益”成为临朐县
土地集约利用的新实践。在控制性详细规划
中，临朐县打破传统指标限制，对工业项目
容积率只设下限不设上限，并推出“阶梯式”
优惠政策：建设三层厂房，基础设施配套费
二层优惠、三层全免；四层以上直接免征。在
政策红利指引下，临朐智能铝家居产业社区
等项目纷纷“长高”，车间仓库拔地而起，以
垂直空间拓展实现土地利用效率倍增，让有
限土地承载更多产业价值。
　　存量盘活“焕生机”，多维施策唤醒沉睡
土地资源。临朐县以“批而未供土地处置、低

效用地收储、差别化供地”三项工程为依托，
激活存量土地“一池春水”。成立批而未供土
地处置专班，通过“一地一图、一地一策”精
准攻坚，近五年累计盘活18000多亩闲置土
地。在蒋峪镇等镇街，采取共建、租赁、入股
等方式分类处置低效用地，500亩闲置土地、
110亩厂房重焕生机，带动村集体增收500万
元。深化工业企业综合评价，实施“ABCD”
分类管理，优先保障优质企业用地，倒逼低
效企业转型升级，近五年实现9000多亩工业
用地精准配置，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坚实
保障。

临朐县创新土地集约利用实践让“寸土生金”

创新管理模式

守护“粮安底线”

6月初临朐县即将收获的麦田。 记者 肖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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