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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探索推进自然资源管理“一网两长”制纪实

保 护 自 然 资 源 的 生 动 实 践

新时代肩负新使
命。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耕地保护工作，多次作出
重要指示批示，强调“像保
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
最 严 格 的 耕 地 保 护 制
度”……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强
化使命担当，改革执法监管机
制，提出建立“自然资源网格
化管理田长制、山长制”的时
代命题。平顶山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解放思想，勇于实
践，大胆创新，精心答卷；各有
关部门同心协力，履职尽责，
最终形成科学合理、内涵丰
富、靶向精准的“一网两长”
制，交出精彩答卷。

勇做自然资源保护管
理的引领者、推动者和实
践者。我市推进实施的

“一网两长”制，开启了
自然资源监管新的格
局，绿水青山正在变
成金山银山。我市

“一网两长”制在
全省复制推广。

中秋时节，绿意葱茏。

勤劳智慧的鹰城儿女，奋力在 7882 平

方公里土地上绘就壮美画卷，其中，独具魅

力的自然资源“一网两长”管理机制，构成

绚丽的一笔。

创新机制“一网两长”

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省自然资源厅

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提出在系统内部建

立自然资源网格化管理田长制、山长制（简

称“一网两长”制）的时代命题，选定平顶山

市、鹤壁市等先行先试。

去 年 11 月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召 开 研 讨

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第二次研讨会在信阳市召开。会上，

我市提出利用叫响全国的智慧平顶山地理

信息云平台系统建立全市一张网络，以行

政辖区为边界构建网格，成立“一网两长”

制办公室，将其设在局执法指挥中心的工

作思路。

我市市域网格划定设想 PPT演示完毕，

省自然资源厅执法监督局局长何涛一锤定

音：“平顶山的思路解决了网格落地和牵头

实施问题，想法很好，就按这个思路先行先

试。”

早在 2018 年，我市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加强矿产资源监督管理，在全

省率先建立市级领导巡山责任制，市委书

记、市长亲自挂帅，督促辖区政府、职能部

门、有关企业落实责任，依法保护资源，护

佑绿水青山。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田、山与河同等重要，‘一网两长’制是首

创，没有模式可借鉴，可以参照河长制规

格，立足党政领导，部门联动，全员参与。”

制定“一网两长”制实施意见时，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局长陈光明提出，要提升站位

和 高 度 ，让 各 级 党 政 主 要 负 责 人 担 任 田

（山）长，最大程度整合行政资源，携手共画

同心圆。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统筹谋划，多

次召开推进会，指导工作开展。宝丰县作

为全省试点县，坚决扛起地方党委、政府主

体责任，勇于担当，以行政区划全域一张网

构建县、乡、村三级网格体系，党委政府主

要领导挂帅，分别担任二、三、四级田（山）

长，制定的“一网两长”实施意见，方向明

确、路径清晰。

第三次研讨会在鹤壁市召开，5 个试点

市拿出的方案各有千秋。其中，我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站位全局，结合实际，提出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联动、全员参

与、责任到人”的“一网两长”管理模式，得

到省自然资源厅的高度评价。

去年 12 月，省自然资源厅在宝丰县召

开现场会，启动和推广平顶山“一网两长”

制模式。

近年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锐意进

取、埋头苦干、奋勇争先，“一网两长”制是

“爆点”，是我市综合实力的展现。

四级网络 全域覆盖

“保证吴庄村 1500 多亩地一分一厘不

能丢。”吴书听是宝丰县赵庄镇吴庄村党支

部书记，也是该村的四级田（山）长。每天

早上和晚上，他都会在村子、田地转一圈，

看看有无私搭乱占、破坏耕地行为。

他是全市 2776 个四级田（山）长中的

一位。我市推行的“一网两长”制，将各县

（市、区）行政区域内所有 383.8 万亩耕地和

山体纳入监管范围，构建“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部门联动、全员参与、责任到人”的管

理模式。

“一网两长”制根据行政区划构筑一张

全域网格，以属地政府管理为主，部门管理

为辅，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

监管体系，形成市本级一级网、县（市、区）

二级网、乡（镇、街道）三级网、行政村（社

区）四级网的网格体系。

一、二、三、四级田（山）长，分别由 7 名

副市长，257 名副县（市、区）长、管委会副主

任，312 名乡（镇、街道）党委或政府主要负

责人，5552 名村（居）“两委”主要负责人担

任 ；同 时 ，设 立 总 田（山）长 ，市 第 一 总 田

（山）长由市委书记担任，市总田（山）长由

市长担任。

田（山）长挂帅，网格员上阵。13 名一

级网格员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各班子成

员担任，同时安排 942 名网格联络员，协助

一级网格员开展工作。150 名二级网格员

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班子成员担任。

891 名三级网格员由各乡（镇、街道）自然资

源所所长担任。3521 名四级网格员由县级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选派系统人员担任，全

市自然资源系统全员上阵。

市级成立“一网两长”制办公室，负责

市级全面推进“一网两长”制日常工作，协

调解决问题，开展督导考核，各县（市、区）

参照市级成立办公室履行相应职责。

科技赋能 无缝衔接

宝丰县赵庄镇吴庄村平坦如砥的水泥

道旁，高约 2 米、长约 3 米的网格化田（山）

长公示牌引人注目。

公示牌上，三、四级田（山）长和网格员

的职务、姓名、联系电话赫然在列，投诉举

报电话一目了然。公示牌下方设置二维

码，扫码即可举报违法行为。

移动端识别二维码，是我市实施“一网

两长”制科技监管的一种手段。我市借助

智慧平顶山时空信息云平台添加“一网两

长”制网格模块，将全市 2776 个行政村（社

区）上图入库，划分管控网格；将所有田（山）

长、网格员的姓名、职责、联系电话录入一张

网，实现每个网格（村）即点即看、双向查

询，实现全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管理。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托执法监督指

挥中心平台，在我省率先建立起“卫星遥感

监测+无人机实景巡查”的监测模式。卫

星影像每季度对我市覆盖一次，无人机定

时对重点网格区域巡查，运用日常巡查监

管和卫星遥感监测两种手段，织出天上看、

地上查的“天罗地网”。

各县（市、区）积极探索“互联网+”监

管模式，目前，全市通过手机 APP 注册的各

级田（山）长网格员有 7900 余人。建立外

业巡查网络管理系统，田（山）长通过手机

APP 进行违法现状填报、拍照，实现了“山

动我知 、田 动 我 管 ”的 监 控 目 标 。 市“ 一

网 两 长 ”制 办 公 室 将 田（山）长 举 报 热 线

整 合 入“12345”热 线 ，建 立从受理、交办、

督办到回访、考评的一整套规范有序的工

作机制。

我市建立的“网图指挥、统一调度、逐

级管控、无缝衔接”数字化治理模式，推动

自然资源管理从单一的“人管人防”走向智

能化的“技管技防”，有力推进了自然资源

保护工作深入开展。

部门联动 山田安然

9 月 23 日，龚保艳在给 600 多只藏羊添

加草料。她身手麻利，尽管满头大汗，内心

却幸福甜蜜。

她是宝丰县商酒务镇梨湾沟村村民，

去年底从新疆购回 300 多只藏羊，在自家

农田建起标准化羊舍搞养殖。该村党支部

书记、四级田（山）长吕国红发现后，督促其

拆除羊舍。村四级网格员王杨物色到附近

一处设施农用地，帮她办理备案、用地和复

耕手续，很快建成一处新羊舍。

“俺原来不懂用地规定，网格员上门讲

解政策，帮俺找场地，减少了几十万元的损

失。”龚保艳感激地说。

“‘一网两长’制推行以来，全市各级田

（山）长、网格员及时发现、制止违法占地、

违 法 开 采 行 为 300 余 起 ，拆 除 违 法 建 筑

5000 余平方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

长杨奇儒介绍说，做到了“田动我知，山动

我管，违法行为一网打尽。”

“一网两长”制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不但有效遏制了违法行为，而且减少了违

法者的损失。2020年 9月，鲁山县观音寺乡

马三庄村村民张某，用打工辛苦积攒的 30

多万元，在村头自留地擅自建起两层楼房，

今年被依法拆除。与之相反，今年 5 月初，

该县瓦屋镇土桥村一石墨厂修缮围墙时趁

机圈占边角地，刚开挖地基被该村四级网

格员薛耀松及时发现制止，避免了损失。

“拆除违法建设，组织人力和物力，政

府部门要付出执法成本，‘一网两长’制做

到违法行为早发现早处置，减少了执法成

本。”杨奇儒说。

推行“一网两长”制后，我市又推出配

套措施，在全省率先成立乡级规划委员会，

解决乡村建设规划缺失、盲目无序的问题，

实现了无规不建设、建设必依规，居住有其

所、创业有场所，夯实了乡村振兴基础。

让 每 一 寸 耕 地 都 成 为 丰 收 的 沃 土 。

依托“一网两长”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把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三山整

治”、山体生态修复等工作整合到田（山）

长职责中，构建出“耕地有保障、资源不受

损 、生 态 更 美 好 、发 展 有 奔 头 ”的 多 赢 局

面。 （本报记者 魏广军 通讯员 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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