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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土地地，， 是是大大自自然然赋赋予予人人类类最最珍珍贵贵的的资资源源之之一一，， 是是人人类类赖赖以以生生存存
和和发发展展的的重重要要物物质质基基础础，， 是是支支撑撑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 实实现现中中国国式式现现代代化化的的
重重要要保保障障。。 滋滋养养万万物物，， 生生生生不不息息，， 每每一一寸寸土土地地都都是是我我们们的的““福福地地””；；
物物华华天天宝宝，， 藏藏富富于于民民，， 每每一一寸寸土土地地都都是是我我们们的的““宝宝藏藏””。。

6 月 25 日，第 35 个全国“土地日”如约而
至。 自 2020 年以来，“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
地红线”已连续 6 年成为全国“土地日”的宣传
主题。 “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保护耕地，严防死
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要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
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战略高度，从量质并重、严格执法、系统推
进、永续利用等方面对加强耕地保护和节约集
约用地等自然资源重点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
指示批示，为做好新时代自然资源工作提供了
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

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淮南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牢记初心使命， 忠诚履职尽责，
紧紧围绕“两统一”职责，立足自然资源工作定
位，结合实际，扎实开展“基础建设三年提升计
划”，推进“1+6+N”专项行动（1：抓党建与业务
融合；6：抓空间规划、耕地保护、节地改革、生
态修复、 要素保障、 民生服务六项重点工作；
N：抓基层建设和基础性工作），不折不扣抓基
层、补短板、打基础、利长远，以奋发有为“往前
赶” 的状态推动全市自然资源工作再上新台
阶，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淮南贡献自然资源
力量。

管党治党全面从严。 始终以严的基调、严
的措施、严的氛围，强化理论武装，改进工作作
风，提升党性修养。 紧扣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和
各级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要求，落实“第一议题”
和中心组学习制度，做好党组会前学习和中心
组学习 ，开展专题研讨 ，举办 “自然资源大讲
堂”和“例会小课堂”。 以永远在路上的恒心韧
劲抓好党的作风建设，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制定实施方案，举办
读书班，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入脑
入心、走深走实。 持续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和监督责任， 召开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
压实“一岗双责”和“下管一级”责任，推动“两
个责任”传导至自然资源系统的“神经末梢”。
实施“融促计划”，推动党建与业务互融共促，
探索实行“大科室长制”，加强统筹协作，持续
推动全市系统作风改进和能力提升。

规划体系逐步完善。 保持“一张蓝图绘到
底”的定力，坚持以高标准规划引领高质量发
展，不断提升城乡建设水平和功能品质。 以“一
本规划、一张蓝图”为主题，组织举办全市首届
规划工作交流报告会， 推动规划成果交流互
进。 全市计划编制的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
形成初步成果，现阶段正在推进规划报审。 全
面梳理年度专项规划编制清单，做好规划编制
实施和衔接传导。 推进武王墩遗址保护利用设
施、 九龙岗时光小镇等重点区域详细规划编
审。 因地制宜推进乡村规划编制，对省级和美
乡村规划提级报审，发挥省级和美乡村示范引
领作用。

粮食“耕”基更加稳固。 以“长牙齿”的硬措

施，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今年已启动编制
《淮南市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专项规划
（2024—2035 年）》，会同市委考核办、市纪委监
委、市农业农村局等加快完善耕地保护配套机
制。 制定《2025 年全市耕地保护工作要点》，全
面摸排耕地后备资源底数，建立后备资源项目
库，推动优质耕地恢复补充，落实耕地占补平
衡管理新要求，指导各县区将年度补充耕地需
求分解落实到乡镇（街道），明确地块、细化图
斑，保质保量完成年度任务。 会同市财政局筹
措补充耕地周转金，支持市辖区年度补充耕地
项目实施。 指导田家庵区舜耕镇、安成镇实施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发挥好政策性金融资
金作用。 加强临时用地复垦监管，及时督促超
期未复垦项目整改并建立长效机制。 扎实开展
执法“两整改一加强”专项行动，推进变更调查
与年度卫片执法工作相衔接，制定我市《国家
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督导核查反馈问题整改
工作方案》，明确整改路径和责任单位，加快存
量问题整改销号。

生态修复稳步推进。 持续推进实施《淮南
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2022-2035 年）》，
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原则，逐步
构建“两廊四带多核”的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
复格局。 持续完善市矿联席会议机制，组织召
开全市 2025 年度矿山生态修复推进会， 进一
步明确年度生态修复工作要点，协同推进废弃
矿山生态修复重点工程和采煤沉陷区综合治
理。 建立健全生态修复项目全流程监管机制，
加强安徽淮河生态廊道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
范工程和省级重点修复项目实施监管，确保年
度修复任务按时保质完成。 加快完善朱集东矿
采煤沉陷区动态监测试点建设，推动沉陷区监
测监管网络、数据共享和成果应用，为耕地保
护、生态修复、土地征收等提供统一底图和科
学依据。

节地改革持续深化。 聚焦土地节约集约综
合改革试点颗粒化任务，落实好“省土地节约
集约利用改革 2.0 版”相关政策举措。 制定《淮
南市 2025 年度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
点工作要点》， 以国家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为
契机，助推国有闲置低效工矿用地处置破题和
园区用地效益提升。 以处置清单为基础，进一
步加大批而未供、闲置、工业低效土地处置力
度，逐宗研判，“一地一策”制定方案，用足用好
政策，变“闲置存量”为“发展增量”。 针对工业
用地资源紧缺、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探
索“园区统建标准化厂房+重大招商企业”双轮
驱动，推行带方案出让、定制化厂房建设模式，
形成“一栋楼就是一条链、上下楼就是上下游”
的产业集聚发展效应。 加强对储备和供应土地
计划的实施情况分析研判，强化运用专项债券
基金盘活存量土地和收储新增土地。

用地保障更加有力。 变中求进、精准赋能。
始终秉持“要素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规划走”

的理念，聚焦规划引领、规划选址、用地用林、
土地供应、自然保护地准入、不动产登记等多
个环节， 优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全流程工作，
为项目用地开展全流程服务。 会同市林业局出
台《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助推高
质量发展若干举措的通知》，明确提出包括“推
动用地用林联动审批”在内的 23 条创新举措，
内容涵盖了强化规划引领保障、提高用地保障
质效、优化资源供应结构、推进资源统筹管理、
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五个部分。 制定年度国有建
设用地供应计划， 指导县区结合项目招引、成
片开发方案执行，利用摸排后备资源开展增减
挂钩实施方案组卷工作。 紧盯重点项目用地要
素保障，完成峡涡段行蓄洪区调整工程、远景
能源等项目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重大项目批
准周期较过去缩短近 40%。

民生服务不断优化。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
关情。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
断突破不动产登记传统服务模式。 结合窗口标
准化建设，深入开展“六亮”行动，进一步丰富
“皖美登·淮舜登”党建品牌的内涵。 创建“淮舜
登+网格员移动到家”服务模式，划分 30 个党
员责任网格，设立“马上办”“贴心办”“全速办”
“廉勤办”4 个专班，联合金融机构建立“便民服
务点”37 处，有力推动不动产登记服务延伸。以
“十年·见证：保护产权登记为民”主题宣传为
抓手，通过视频、图文等多渠道宣传不动产登
记便利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新举措和新成
效。 探索建立工业项目用地“高效办成一件事”
服务机制，实现项目“多证齐发”。 强化“一码管
地、一码关联”，推进电子证照赋码。 制定年度
安全生产工作要点，召开自然资源领域安全生
产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培训会，制定《模拟极
端暴雨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措施》， 加强风
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做好转移避险等应急响
应， 落实值班值守， 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