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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港射阳港区电厂盐城港射阳港区电厂

射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利用数智赋能监控塔“千里
眼”“顺风耳”全面监控重点领域，应用场景拓展到耕地、规
划、造林等方面，助力打击违法用地、用林，守牢“粮食安全”
底线、土地使用红线、规划蓝线、林业生态红线，全力服务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数智赋能监控耕地保护，夯实生态之基。保耕地就是
保护整个生态系统，积极推行“田长制”耕地保护模式，利用
数智赋能监控实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管护。上半
年紧紧围绕省、市耕地保护首考具体要求，第一时间成立耕
地保护考核专班，对照考核细则要求逐项分解。按照上级
下发171.68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在“非耕地”整改基
础上，进行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占
用补划，为重点工程江苏沿海输气管道淮安-建湖-盐城段
落实基本农田补划2.82亩。继续推动耕地占补平衡项目实
施，提请县政府制定了《射阳县补充耕地工作方案》，2024年
占补平衡项目实施规模4566.6亩，拟新增耕地4306.2亩，已
编制规划复垦方案，并通过省级预检，已报市级立项；完成
项目报批占一补一，上半年完成了6个国家批次411.22亩和
1个独立选址批次24.39亩耕地占补。2024年挂钩，项目规
模1125.3亩，已编制规划复垦方案，并报市级立项。持续推
进基于自然的海河镇全域综合整治项目，因地制宜、因种制
宜、因时制宜地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利用高清摄像头保护耕
地生态系统，让良田回归粮田。

数智赋能监控规划布局，描绘生态之形。在优化国土
空间布局中，全面推行数智赋能监控，突出宜田则田、宜林
则林、宜湿则湿的生态理念。《射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经省政府批复实施，规划坚持底线管控，生

态优先，全面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按照
省政府高质量编制村庄规划的要求，

结合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特色田
园项目建设，加快推进该县

187 个应编村庄规划编制
工作，其中150个村庄规
划取得县政府批复。为
实现乡村地区规划管
理全覆盖，按照省市部
署要求，落实专业研
究团队，启动编制《射
阳县乡村地区“通则
式”规划管理规定》。

数智赋能监控造林
绿化，描绘生态之色。健全

职责分明、共保联治、监管有
力、奖惩严明的县镇村三级林长

制体系，建成全覆盖的“林长制+大数据+
村规民约”一体化管理模式。新建自然保护

地和金海国家森林公园高空防火预警监测平台1个，设置高
空点位监控 2 个，实现射阳县林场森林防火智能预警全覆
盖。全县已完成成片造林2885亩，盐碱地造林125亩，森林
抚育5000亩，新建和完善农田林网3.95万亩，新建和改造
提升绿美村庄6个，“四旁”植树55万株，珍贵与彩色
树种培育株树30万株。组织技术人员开展盐碱地
综合调查，摸排盐碱地资源分布状况，深挖盐碱
地造林空间，坚持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原则构
建稳定安全的沿海基干林带。目前，全县实施
盐碱地造林125亩，分布于G228射阳盐场段
两侧，栽植树种为中山杉。充分发挥林业在
生态环境中的作用，补齐村庄绿化短板，建成
一批特色鲜明、亮点突出的绿色村庄。市资规
局今年下达该县年度任务新建绿美村庄5个，
改造提升 1 个，全县计划新建 10
个，改造提升 3 个，目前已建设完
成新建 7 个，改造提升 1 个，超额
完成既定任务的同时，为广大农
村居民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宜居环
境。全县实施森林抚育约 5000
亩，超额完成市下达的任务。

该局充分聚焦沿海滩涂，积极推行“动态巡查防、智慧监
控防、数据导侦防”等专业手段，实现全维护、全领域、全要素、
全流程的防范管控。

积极推行动态巡查防。射阳县是拥有全省湿地面积最大
的县，共计7.3万公顷，约占江苏湿地面积的18%。湿地具有
维护生物多样性、净化水质、应对气候变化、抵御灾害等多样
的生态功能，被誉为“地球之肾”“储碳库”“物种基因库”，射阳
于 2022 年 11 月被生态环境部评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针对该县湿地主要分布在沿海滩涂，属于海洋滩涂湿地
特点，在工作时把海洋执法、湿地、野生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地
的执法巡查进行统一安排，统一巡查。在2023-2024跨年度
的陆生野生动物保护专项行动中，该局联合自然保护区管理
处、公安等部门，共组织开展了行动24次，查获非法猎捕野生
动物7人，立案查处5件，罚款117590元，严厉打击了非法猎捕
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安全的生存
环境。全县海域巡查近15次，出动执法人员50
人次，出动执法车辆 15 次。累计开展海域
动态巡查和智慧海洋云巡查26次，巡查里
程1200公里。

积极推行智慧监控防。依托现有
海域动态监视监测专线，通过在射阳
县沿海海域范围内增设11个高清摄
像头及无人机航拍定位设备，实现对
全县海域“陆、网、空”智能化监控
100%全覆盖，终端画面可以从指挥中
心和手机APP随时随地查看，从而解
决监视监测全县 5130.67 平方公里海
域、105.95公里海岸线人员严重不足的问
题，解决岸线侵蚀严重地区难以常态化持
续监测的问题，解决外业巡查人员在侵蚀海域
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解决用海难以监管的问题，
提高海域巡查效率，进一步夯实“智慧射阳”建设。

积极推行数据导侦防。根据省自然资源厅要求，确定了
倾斜摄影三维模型更新和建设、地理实体制作等任务，对射阳
县已有三维模型、大比例尺地形图和影像资料进行了前期数
据分析，完成了技术设计书初稿。配合推进“数字射阳”建设，
及时协调科室工作，向射阳县数据局上报数据资源类资产清
查明细表。配合推进市“一张图”和监管决策系统平台落实应
用，与各科室中心对接，汇总旧系统数据转移需求。

射阳县位于北纬33度，属于温带气候，优越的自然资源
条件让射阳兼具森林、海洋、湿地三大生态系统。该局高

效融入联勤工作体系，大力提升生态产品价值、生态项
目潜值、生态环境颜值。

多维度塑造生态单元形态，提升生态产品价
值。推进沿海互花米草治理，坚决遏制互花米草
扩散趋势，着力维护生态安全，提升湿地生态系
统质量。完成《2024年射阳县互花米草治理技术
方案》的编制和专家评审工作。完成县域范围内
新增互花米草面积的调查，发现在射阳河北侧靠
近潮下带、灌溉总渠入海口等地块新增约 3600
亩，已全部纳入今年的互花米草治理范围。6 月

13日完成互花米草治理项目的施工图纸设计、预算
编制，目前正在财政局进行财政评审等手续办理。5

月12日以来，海上打捞浒苔8100余吨，岸滩清理浒苔
690余吨。通过专业浒苔资源化处置加工设备，产出浒苔

粉220余吨，超额完成省、市下达的目标。最大限度控制漂浮
浒苔初始生物量，有效降低了浒苔绿潮灾害的影响。

多维度延伸生态岸线长度，提升生态项目潜值。为解决
近年来沿海岸线侵蚀严重的问题，多次积极向上争取修复资
金，于2021年向国家自然资源部争取了射阳县海洋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修复区域位于双洋港南至运粮河口岸段、港南垦
区岸段两个岸段，完成生态修复面积8.9平方公里，保护修复
海岸线长度16.9公里。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实施，有利
于稳定岸线，达到生态保护、减灾防灾的目的，切实保障该县
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将湿地保护工作纳入“林
长制”工作内容，由县、镇、村三级主要党政领导担任“林长”，
主要负责牵头推进辖区内森林、湿地资源保护管理的各项工
作。着力完善湿地保护体系，实行湿地总量控制，优化湿地生
态结构和恢复辖区内湿地生态功能，强化滨海湿地的保护修
复，加强重要湿地的动态监测，稳步提升自然湿地保护率。

多维度保护生态物种类型，提升生态环境颜值。救助各
类野生动物17只（包括国家级保护动物红隼、杓鹬以及三有
保护动物夜鹭、小䴙䴘等）。发挥《射阳县涉野生动物违法行
为举报奖励办法》作用，动用全社会力量，对非法猎捕、非法经
营、非法驯养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进行全方位打击和整治，
全力以赴做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利用湿地日、世界动植物
保护日等开展宣传活动，加大野生动物保护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知识普及，加大典型案例新闻媒体曝光力度，全面构建生态
保护网络系统，提升生态环境颜值与固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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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筑牢生态屏障，射阳县成立了由自然资源主推、多部门联勤的联勤

工作站，总投资1.2亿元。是全省首家以是全省首家以““自然生态自然生态””为主题的联勤工作站为主题的联勤工作站，，

是全国唯一一家政府投资最多的县级联勤工作站是全国唯一一家政府投资最多的县级联勤工作站。。射阳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积极构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联勤机制，形成力量整合、资

源聚合、智慧集合、科技耦合的联勤模式。建立了“铁塔5G+大

数据+AI+高清摄像头”数智赋能监控塔，将人、车、滩

涂、湿地、码头、港口、动植物等全要素纳入到沿海生

态防控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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