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心聚力强担当。严格落实上级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

导班子监督有关要求和县委“19项制度”“五张责任清单”的各项

要求，印发《2023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任务

清单及分工》《2023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组织领导和责

任分工》，党委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其他成员认真履

行“一岗双责”，定期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分析研判。重视干

部教育培训、谈心谈话和意识形态工作，狠抓党的理论教育、廉政

教育，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水平。签订各层级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书67份，以“强担当、讲实效、促清廉”为主题开展谈话372人次。

常抓严管守纪律。坚持以政治监督牵引纪检监察工作全过

程和各方面，纵深推进清廉机关建设、清廉站所（窗口）建设和清

廉队伍建设，以“清风自然”为航标，深入开展正风肃纪行动，今年

已明察暗访 21次。强化廉政风险防控和对公权力的监督，围绕

自然资源和规划业务，通过“自己找、相互提、领导点、组织评”等

多种方式，认真查找岗位廉政风险点，上半年共摸排岗位廉政风

险点 113条。坚持预防为主，以旁听庭审、廉政承诺、谈心谈话、

参观廉政教育基地等多种形式促使廉洁意识入脑入心。

双建争先激活力。坚持党建业务全面融合，以“一支部一特

色”创建为载体，引导各科室队所发挥专业技能，争先创优出亮

点、显特色。打造“廉训课堂”，将政治理论学习、业务技能提升、

廉洁文化建设融为一体，形成立体廉政教育模式，提升队伍整体

执行力、创新力、竞争力，现已授课 91人次。组织“青春心向党，

花 young说‘青’廉”活动和青年干部廉政宣誓，将廉洁奉公、爱岗

敬业的意识深植青年干部心中；成立“自然颂·青年说”宣讲团，以

微党课、诵读、视频录制等形式，倡廉、说廉、践廉，联合共建社区、

村庄、学校及干部家属等开展送廉宣讲12场次，参与417人次。

全面从严治党
释放队伍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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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实干担当谱写踔厉奋发新篇章

“青春心向党，花young说‘青’廉”活动
2022年度总结表彰暨2023年工作部署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

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今日是第33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土地是生命的载体，承载着丰收的希望，要守好宝贵的土地资源，取之有度，用之

有节。2023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持贯彻落实上级部署，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要求，明确职责任务，谋划重点工作，以“五张清单”为抓手，优空间、保发

展、护资源、促集约、严监管，不折不扣强执行抓落实，在要素争取、土地开发整治、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中取得不俗成绩，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然资源力量。

强化要素保障
描绘发展新蓝图

规划引领促发展。科学规划国土空间，扎实推进县级、乡

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已完成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草案的公示工作、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听证工作；对重点

片区规划建设进行研商，指导重点片区实施单位进行规划建

设。推动各类专项规划，有序推进2023年新一轮“多规合一”实

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今年我县将完成所有鼓励发展村规划

“多规合一”实用性规划编制；做好我县“大三江时代”精致花园

城市总体设计项目编制，初步框架已基本完成，计划于 11月底

前完成最终成果稿。

要素保障优供地。积极争取指标，目前已争取新增建设用

地计划指标1916亩，有效保障朗迪、瑞能、凯诚、新和成、热电厂

搬迁等项目的用地需求。节约集约保障土地，已累计供应土地

1363.57亩，完成做地 2336亩，消化批而未供土地 814.90亩，盘

活存量建设用地 548.67 亩。土地综合整治与开发农整“全面

抓”，已谋划并实施跨乡镇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项目 1个，土地开

发与“旱改水”项目已实施 799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先行复垦

项目共计实施 113亩，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项目共计立

项6个，耕地集中连片规模5112亩。

守护生态亮底色。大力开展国土绿化建设、林业产业发展

等工作，已完成新种油茶 1005亩落地上图，任务完成率 114%；

油茶抚育落地上图2525亩，任务完成率100%；战略储备林设计

上图 253 亩；美丽生态廊道设计上图 3599 亩；健康森林项目

5000亩实施完成；依托“浙林碳汇”平台，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建

立县级碳账户（全市唯一），将小将林场、天姥林场 2933.1亩林

地开发碳汇交易，通过科学的森林抚育措施实现单位面积碳

汇量位居全省第一。实施“三松”保护工程，通过数字森防上

传除治疫木 3638 株，完成省下达防治任务的 121%，除治面积

1.51 万亩，在前四轮省级松材线虫病除治质量检查合格率为

99%，居全市第一，全省前八；为“三松”注射药剂53503瓶，保护

古松、景区松、大径材松 32442株。完善森林资源保护，以县林

长制办公室名义印发《县级林长巡林提示单》，审核涉林地建

设项目 39个，占用林地面积 512.63亩；共审批林木采伐 138项，

蓄积量 6302.19 立方米。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今年将完成 5 个

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建设。利用毛竹林、板栗林、荒芜果园茶

园、荒山荒地等低产低效林地，发展以香榧为重点的名优林，

在当地的 9个山区乡镇启动推广低效林改造。截至目前，已完

成林地流转 6.8万亩，完成香榧种植 3万亩。

严格执法守红线。加强执法力度，守护自然资源，切实保

护耕地，对相关违法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截至目前，共

组织日常巡查和跟踪动态巡查503次，发现违法行为23起，违法

行为制止率达到100%；已核查2022年下发卫片40宗，力争将违

法耕占比控制在2%内，确保2023年违法占用耕地“零新增”；全

面开展耕地“非农化”问题整治，已整改2904.13亩；做好田长制

建设、耕地智保应用场景建设相关工作，共划定耕地保护巡查

网格 341个，设置县级田长 4名，镇级田长 47名，村级田长 272
名，村级巡查员 340名，共开展 24轮巡查，田长巡查 1193次、巡

查员巡查6696次；接入“耕地智保”场景140个铁塔探头，完工率

100%；做好 2023年度土地成片开发方案的编制工作，已完成审

批；已开展土地征收项目44件，总面积193.30公顷；加强矿产资

源管理利用，完成天姥山文旅产业园儒岙镇官元庙村流杓建筑

用花岗岩矿矿业权网上竞拍，完成矿地综合利用345亩，完成沙

溪淦坑村建筑用花岗岩矿等5个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

聚焦群众诉求
创新服务新举措

融合智治去隐患。推动自然资源融入数字政

府改革大局，制定《新昌县推进省域空间治理数字

化平台 2.0新昌节点建设攻坚实施方案》；完成自

然资源部浙江地质灾害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新

昌基地提升工程；通过数字化手段助力打造全省

风险隐患双控机制试点县，实现全县各风险防范

区实时与省厅预警平台一体化连接，全县 11 个

重点风险防范区静态监测网、291 处风险防范区

报警器，构建地灾检测网络体系，有效实现预警

“到户”；深化省千名地质队员“进县驻乡”专项行

动，强化基层应急保障；推广“地灾智防”APP 使

用，实现群测群防员全覆盖，提高巡查和灾险情速

报效率；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应急

值守能力。广泛开展森林防火宣传，认真开展森林

火灾隐患排查，积极开展森林日常巡查，与小将林

场、天姥林场等 6 家森林防火重点单位签订年度

《森林防火责任状》。

优化服务惠民生。坚持需求导向，及时回应企

业、群众、基层的诉求与期盼，千方百计解决群众、

基层实际困难，真心实意为群众、基层办好事、实

事。今年以来，累计办结各类不动产登记业务

16231件，发放不动产权证书10270本、不动产登记

证明 6672 本，生成电子证书和电子证明本 16942
份；提供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 30596次，其中零跑

线上查 20750人次；办理抵押权首次登记 3284件，

其中零跑线上办 2963件；开展历史遗留办证问题

专项服务，对相关小区存在的办证难问题，进一步

畅通办事通道，主动对接相关科室，做到件件有反

馈，事事有回音。

化解矛盾强普法。妥善处理信访矛盾，做好

普法宣传工作。截至目前，共收到信访件 162件，

已按要求如期答复。省厅交办全省自然资源领域

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治理专项行动交办信访件 4
件，完成 3件，完成率 75%。制定《新昌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关于开展 2022 年自然资源系统“双随

机、一公开”工作的通知》，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

周”澄潭江绿道骑行普法宣传活动，向群众广泛宣

传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湿地保护法。

■ 通讯员 程哲

2023年6月25日 星期日

责编：胡秋萍33 守望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