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长沟镇2022年关于全面建立耕地保护网
格化田长制的实施意见》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各村民委员会、镇直相关单位：

现将《长沟镇2022年关于全面建立耕地保护网格化田长制的

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强化工作部署，采取

有效措施，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耕地“非粮化”，

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泗县长沟镇人民政府

2022 年 1 月 19 日

中共长沟镇党委长沟镇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建立耕地保护网格化田长制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耕地保护的决策部署，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根据《中共安徽省委 安徽省人民政



府关于建立田长制的意见》（皖发〔2021〕23号）、《中共宿州

市委 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行耕地保护田长制的实施意见》（宿

发〔2021〕12号）、《中共泗县县委 泗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

耕地保护网格化田长制的实施意见》泗发〔2021〕22号要求，结

合我镇实际，就全面落实耕地保护网格化田长制工作制定本实施

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重要论述和系列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党政领导、属地管理，严保严管、奖惩并举，

问题导向、分类施策，科技支撑、智慧监管四项工作原则，强化各

级党委政府耕地保护主体责任，实行耕地网格化监管，加强耕地数

量、质量、生态、效益“四位一体”保护，将耕地保护监督管理延伸

到“最后一公里”，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牢牢守

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

二、目标任务

到2021年底，建立镇、村二级田长制责任体系，相关配套制

度基本形成，工作格局基本确立，实现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责任全覆盖。建立快查快办机制，对违法用地做到“早发现、早制

止、严查处”，做到发现在初始，解决在萌芽，突出抓好专项存量

问题和违法用地整改工作，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和防止耕地“非

粮化”新增问题的发生。到2023年底，全面建成运行规范、权责清



晰、制度完备、协同有力、激励科学、监管到位的耕地保护田长

制管理体系和良性运行机制，推动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到2025

年底，田长制配套制度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确保

全镇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布局稳定合

理。

三、组织体系

（一）田长设置。全面推行耕地保护田长制，构建镇、村二

级网格化田长制责任体系。

1．“镇包村”，组成田长制一级网格。镇级总田长由镇党委、

镇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总田长由分管自然资源和规划的镇

党委副书记和镇政府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武装部长担任；其他包

村干部担任村级田长（见附件1），形成一级网格。

2．“村包组”，组成田长制二级网格。村党组织书记、村主任

担任村级田长；村“两委”成员及其他干部为村级副田长，包保到村

民组、到田块，形成二级网格。

3．镇级设立田长制办公室。镇田长制办公室主任由镇政府分

管自然资源和规划的负责同志兼任，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林业

站、农经站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办公室副主任，镇相关单位为成员

单位，镇相关单位负责同志为办公室成员。田长制办公室具体工

作由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林业站、镇农经站承担。各村结合实

际，根据需要比照设立田长制办公室。各村要明确专人负责信息

报送等日常工作。

（二）田长职责。



2．镇级田长职责。

镇级总田长、副总田长对全镇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

负总责，负责组织实施本区域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耕种工

作，组织指导村级田长制工作，建立健全管护队伍，加强巡查检

查和监管，负责管护新增耕地、增减挂钩拆旧区和高标准农田。

镇级田长与所包村党组织书记、村主任均为辖区耕地保护第一责

任人，

（1）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关于耕地保护工作的部署要求，

领导本辖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落实耕地保护目标责

任，建立耕地保护工作台账，及时处理上报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2）落实田长制工作具体措施，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每月至

少开展1次巡查工作，对村级田长及有关人员开展业务培训，指导、

协调、督促村级田长落实田长制工作责任。

对以下情况及时组织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并监督整改到位：

各类未经批准或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建设项目、临时用地、农村基

础设施、设施农用地等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违法违规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建窑、建房、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

堆放固体废弃物或从事其他活动，破坏永久基本农田，毁坏种植

条件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的；任何单位

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

律法规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中规

定的其他违法违规占用、破坏耕地等行为。

要及时发现、制止，第一时间向镇级田长报告，并落实查处

和整改措施，确保整改到位。协助镇直有关部门加强对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标识和标志、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及耕地生产配套设施

的后期管护。

（3）根据国土空间规划，负责做好网格化管理划片工作，指

导、监督村（社区）设置网格员。建立以自然资源和规划所、农

经站或基层执法部门负责人等为主的镇级田长协助员机制，运用

田长制网格化管理平台，对村级田长工作进行指导、协调、监督。

（4）镇总田长每年至少召开1次调度会，可委托副总田长召

开。副总田长不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镇级田长每季度至少开展1

次监督检查工作，指导、督促村级田长落实田长制工作责任，配

合副总田长对村级田长进行考核评价。

组织利用卫片监测等对村级田长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组织对村级田长年度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评价，落实奖惩机制。

3．村级田长职责。村级田长、副田长是村耕地保护工作的落

实者和直接责任人，负责责任区域内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巡查

和管护，建立并定期更新耕地保护工作台账。

（1）对土地承包者、经营者开展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政

策法规宣传教育工作。督促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承包人落实地块

保护责任。

（2）加强动态巡查，对责任区域内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每



周至少巡查1次，发现镇级田长职责第2条列明情况的行为及时劝

阻、制止，同时上报镇级田长，并配合有关责任主体落实执法查

处和整改措施。及时处理田长制网格化管理平台发送的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第一时间上报核查和处理结果。

（3）负责做好耕地和新增耕地的土地划分、发包、租赁，确

保承包人（单位）或租赁人（单位）按要求耕种，杜绝破坏、撂

荒、改变种植结构等行为发生。

（4）根据实际，对责任区域内耕地进行网格细化，网格员由

村党员干部、村民小组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等担任，协

助做好监管保护工作。

4．镇田长制办公室工作职责。负责处理田长制日常事务，制

定配套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编制年度工作计划，指导、监督、

推进各项任务落实。抓好培训，承办相关会议、工作报告、信息

报送等，每年年底前，向县级田长及田长制办公室报送本年度田

长制工作落实情况。汇总各村年度工作情况，总结全镇田长制工

作，报镇党委、镇政府。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协同推进耕

地保护工作。（见附件2）

四、工作要求

（一）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和农村乱占

耕地建房新增问题发生。各村、镇直各单位要严格对照耕地保护“

非农化”“非粮化”“六个严禁”和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要求，

对计划开展和正在实施的项目进行全面梳理，发现问题立即制止，

该拆除的依法予以拆除，该没收的依法予以没收，该复耕的限期



恢复耕种条件，该问责的严肃问责到位。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

林业站、农经站等镇直单位依据职责分工做好耕地“非农化”“非粮

化”和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违法案件查处工作；负责指导、督促各村

做好耕地保护和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和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巡查

工作；负责督促各村、相关镇直单位配合落实对违法违规建筑物、

构筑物的依法查处、 整改、拆除和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整改工

作。

（二）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坚持底线思维，把生态保护

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

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先

审批、后建设，绝不乱占“一分”耕地建设，有序推进“多规合一”

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实现农村规划管理全覆盖。村庄规划批

准前，对已编制的美丽乡村建设等规划，若其用地布局安排与生

态保护红线及现行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冲突，可作为乡村建

设的依据。

（三）严格项目监管和竣工核验。要加强项目实施监管，督

促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批准的规划设计方案进行施工，项目建成后

主管部门要进行实地竣工验收，对于不符合规划设计，不按照批

准用途、位置建设的项目，坚决不予通过竣工验收，限期整改、

依法查处。组织有关部门落实村庄建设、农民建房的“选址、放线、

验收”三到场制度，切实做到开工现场查验、过程监督检验、建后

实地核验，防止批少占多、随意改变批准范围建设等违法占用耕

地行为。



（四）建立违法违规用地巡查机制。各村负责辖区内田长制

工作落实情况的动态巡查；抽调由自然资源和规划所、农经站、

住建所等部门组成的巡查队伍，将巡查区域分片包干、责任到人，

落实巡查责任，建立完备的巡查台账，每周汇总上报镇田长制办

公室。由镇田长制办公室逐级上报镇田长、总田长。所有问题及

时上报，做到不隐瞒、不漏报，没有问题实行零报告，作为年终

目标考核的重要依据。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耕地保护实行党政同责，党委和政府

是推行田长制的责任主体，要切实强化组织领导和统筹谋划，明

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措施，确保耕地保护田长制工作顺利实施。

（二）加大宣传力度。紧紧围绕田长制工作重点，充分利用

美丽长沟微信公众号、广播、宣传车等途径，广泛宣传耕地保护

政策，增强各部门和广大群众的耕地保护意识。各村要在每个自

然庄醒目位置竖立田长制公示牌，明确工作责任，加大宣传力度，

接受社会监督。

（三）压实耕地保护属地监管责任。将田长制执行情况纳入

党政领导班子和村两委综合考核、各村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

镇田长制办公室对各村田长制执行情况、田长履职情况等进行督

导检查。建立耕地保护责任保证金制度，逐步建立健全考核奖惩

机制。严格落实村两委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建立体

现耕地数量和质量真实可靠的清单管理制度，做到离任交清单、

接任接清单。根据考核评价结果，对成绩突出村及相关单位和个



人进行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的村、单位和个

人，予以通报批评；对违法占用耕地问题较为突出的村，提请上

级党委和政府领导进行约谈；对符合《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

等问责规定的村，尤其是新增乱占耕地建房、“非农化”“非粮化”

问题突出的，作为问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附件：1、镇级田长和村级田长名单

2、镇级田长制办公室成员单位和工作职责

附件 1

镇级田长和村级田长名单

总 田 长：周 亮 王 琪

副总田长：张 斌 高 壮

镇级田长：李 杰 李 辉 魏 东 陈 静 张 号 姚金波



孟召月 赵宏阳 付大为 邓 甲

村级田长：张 贺 姚 琼 时贵萍 戚传要 高 亚 曹金松

刘振银 李 伟 姚玉发 张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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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镇级田长制办公室成员单位和工作职责

组织办：将考核结果作为全镇领导干部综合评价的重要参

考。

宣传办：指导耕地保护田长制相关宣传教育和社会舆论引

导工作。

办公室：服务镇党委谋划和推动全镇田长制改革工作，协

助镇田长制办公室有关成员单位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法庭：与检察、公安、自然资源和规划及其他行政执法等

部门密切配合，严肃查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

派出所：组织指导和依法打击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者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

上违法犯罪行为。

司法所：加强耕地保护法制宣传，促进耕地保护法治建设。

财政所：落实镇级耕地保护相关工作经费。

自然资源和规划所：承担全镇田长制工作具体组织实施，

落实总田长和副总田长确定的事项，牵头建立由各相关部门参

与的田长制工作机制，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县关于耕地保

护工作有关部署要求，牵头开展制止耕地“非农化”工作、农村

乱占耕地建房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建立全镇耕地保护工作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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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参与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督

查等工作；组织制定田长制工作有关措施，加强对各村的监督

检查，督促村级田长落实保护责任；协调镇田长制办公室成员

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落实部门责任，监督指导下级田长制办事机

构工作，统筹调度、总体推进全镇耕地保护工作。

交通运输管理站：参与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督查，指导公

路、水运建设项目集约节约用地；负责职能范围内建设项目科

学选址，尽量少占或不占耕地。

水利站：负责组织开展灌排工程建设与改造，为粮食稳产

增产提供水利支撑，指导水利工程项目集约节约用地；负责职

能范围内的建设项目科学选址，尽量少占或不占耕地。

住建所：负责职能范围内建设项目科学选址，尽量少占或

不占耕地，集约节约用地。

农经站：协同做好镇级田长制办公室工作，加强与镇级田

长制办公室成员单位和各村田长联系。负责高标准农田建设、

管护和利用，耕地质量提升，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

产等工作。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所等部门共同落实设施农业用

地长效监管机制，严防“大棚房”问题反弹。

统计站：协助自然资源和规划所对全镇耕地及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参与对村级田长制执行情况、耕地

保护目标责任制落实情况等考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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