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集镇“田长制”工作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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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农业高质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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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强化主体责任完善网格化土地监管体系

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怀政秘〔2021〕26号）、《中共怀远

县委 怀远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怀远县“田长制”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怀发〔2021〕18号）精神，结合我镇工作实际，

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

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安

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

保护，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牢牢守住耕地红

线，促进乡村振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到 2021年底，建立镇、村二级田长制责任体系和相关配套

制度，初步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覆盖无死角的耕地保护

新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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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质量提升、布

局稳定，确保完成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高标准

农田建设等目标任务。

二、组织形式、工作职责与工作机制

（一）组织形式

镇级设立田长、常务副田长和副田长，村级设立田长和网格

员、信息员。

镇级田长由镇党委书记和镇长担任；常务副田长由镇分管自

然资源、农业农村工作的负责同志担任。镇级副田长由镇管理区

主任担任，以村为单元，明确责任区域。

村级田长由村党组织书记同志担任。网格员由村“两委”成

员担任，以村民小组或划定的片区为单元，明确责任区域。信息

员由村党小组组长或村民理事会成员担任。

镇“田长制”办公室设在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由分管自然

资源和规划负责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相关村为成员单位，自然

资源和规划所、经管站、农技站、镇村建办负责同志为办公室成

员。人员配备 4名，由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经管站、农技站、

镇村建办各抽调 1名工作人员专人负责。

（二）工作职责



镇级田长、常务副田长和副田长负责本镇辖区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利用工作，指导村级“田长制”工作，建立健全网格

化管理制度和管护队伍，组织开展耕地日常巡查、检查，制止和

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行为，落实对各类涉及耕地违法违

规行为的整改。

村级田长负责本村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利用工作，督促

耕地承包经营权人或流转经营主体履行约定、合理种植，督促网

格员按网格化管理规定履行巡查、管护责任。组织开展耕地保护

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防止发生乱占耕地建房、“大棚房”

以及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

网格员、信息员负责村民小组内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

作，开展日常巡查，对耕地及生产配套设施进行管护，及时发现、

制止、报告非法占用破坏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行为；管理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界桩等保护标示；宣传耕地保护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规定。

镇、村级“田长制”办公室负责处理“田长制”日常事务，

草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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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汇报、信息

报送等工作。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协同推进各项工作。

（三）工作机制



1.会议调度制度。镇级田长每季度至少召开 1次调度会，镇

常务副田长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

2.督查考核制度。镇级田长每月至少开展 1次巡查，镇级常

务副田长和副田长每周至少开展 1次巡查；村级田长每周开展不

少于 2次巡查，网格员、信息员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适时进行

巡查守护，及时发现并协调解决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利用存

在的问题。结合《怀远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强化主体责任完善网

格化土地监管体系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怀政秘〔2021〕26号）

规定，开展网格运行。

3.激励奖惩制度。镇“田长制”办公室建立健全考核制度，

加强“田长制”相关工作考核。根据考核结果，镇级“田长制”

办公室对成绩突出的，予以通报；对工作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

问题突出的村进行约谈。对严重失职渎职的，由相关部门依规依

纪依法追究责任。

3.信息报送制度。村级“田长制”办公室每半年将本年度“田

长制”工作落实情况报镇级“田长制”办公室，镇级“田长制”

办公室适时总结全镇“田长制”工作，报告县级“田长制”办公

室。村级“田长制”办公室要建立信息报送制度，加强工作交流，

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工作形势，及时呈报镇级田长审阅。

三、主要任务



（一）严格规划管控。以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和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管控目标，运用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和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做好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和永久基本农

田储备区上图入库工作，建立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部门共享数据

库。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减挂钩项目和耕

地质量提升为抓手，稳定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优化耕地和

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逐步形成“百亩园、千亩方、万亩片”格局。

（二）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强化耕地保护监督管理，严

格落实“六个严禁”要求，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有序实施新增

耕地项目和耕地质量提升项目，强化后期管护，确保可以长期稳

定利用的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统筹生态建设和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依法从严管控非农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立永

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将长期稳定利用耕地、新建成的高标准农田

等优先纳入储备区管理。

（三）严格管控耕地“非粮化”。坚持耕地利用优先序，将耕

地优先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生产。加强粮食生

产功能区监管，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不得擅自调整粮食生产功能

区，不得违规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建设种植和养殖设施，不得违

规将粮食生产功能区纳入退耕还林还草范围，不得在粮食生产功

能区内超标准建设农田林网。加强耕地撂荒监测，强化政策引导，



督促恢复耕种。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严防擅自改变耕地种

植结构、用途。

（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先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高标准农田。加快

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切实增强农田防灾抗灾减灾能力。

（五）推进耕地质量提升。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

严格受污染耕地管理。以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和中低产田改造治理

区等为重点，综合利用工程、生物、农艺和农机等措施，指导农

业生产者合理使用农药、化肥，全面提升耕地质量和农田生态保

护水平。结合水系联通工程，大力实施耕地质量提升改造（旱改

水）项目。

（六）加强信息公开。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显著位

置设立统一规范的公示标牌和保护标识，明示范围，公开田长名

单和责任事项，接受社会监督。镇村“田长制”办公室负责本级

的公示标牌和保护标识设立。建立耕地保护信息发布平台，加强

“田长制”实施情况第三方评估，强化评估结果运用。

（七）严格耕地保护监管。加强日常巡查监管，运用耕地卫

片监管、卫片执法检查等手段，对乱占耕地从事非农建设和非粮

化行为的，及时预警，构建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的常态化监



管机制。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依法依规严肃追

责问责，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部署动员阶段(11月底前)。制定镇级“田长制”

工作实施方案,建立“田长制”工作机构，明确各级田长职责，

落实责任区域。推进村级“田长制”的建立，明确各级田长（网

格员、信息员）工作职责和责任区域，初步建立相关配套制度。

第二阶段:检查验收阶段(12月底前)。镇“田长制”办公室组

织各村“田长制”办公室对本辖区内“田长制”工作落实情况进

行自查，对各村“田长制”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形成报告，

报县级“田长制”办公室。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村是推行“田长制”的责任主体，

要结合实际制定本级“田长制”实施方案，落实党政同责，建立

协调联动、支撑有力的保障体系。要明确承担“田长制”办公室

工作的机构及责任人员，保障“田长制”工作顺利实施。

（二）严格考核监督。将“田长制”执行情况纳入村党组织

和“两委”干部综合考核、村级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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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建立体现耕地

数量真实和质量可靠的清单管理制度，做到离任交清单、接任接

清单。

（三）加大资金支持。统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及

有关涉农资金用于支持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

设、耕地质量提升工程。制定耕地保护补偿激励及资金管理办法，

以耕地保护为核心，以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为目标，合

理、有序推进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四）强化宣传引导。加强耕地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

增强全社会保护耕地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开展“田长制”工

作宣传，向各村群众公布田长名单，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营造全

民参与耕地保护的良好环境。

附件：1.镇村级田长名单和责任村（单位）

2.镇级“田长制”办公室成员单位和工作职责

3.村级“田长制”责任网格一览表



附件 1

镇村田长名单和责任村（单位）

田 长：陈春霆 赵广玲

常务副田长：年士文 邵帅

副 田 长：王印之 包集、路圩管理区

祁学柱 潘圩、镇东管理区

韩春泉 大营管理区

崔东海 高庄管理区

郑九洲 高皇管理区

张兴聚 小集管理区

王曼丽 南严管理区

廖 茹 火庙管理区

赵 银 王圩管理区

刘 鹏 石元管理区



村 级 田 长：宋在钊 包集村 崔云丰 张姚村

路 静 路圩村 崔广俊 小元村

潘 凯 潘圩村 孙 洋 罗元村

张 建 镇东村 姚玲玲 金沟村

崔 峰 高庄村 崔北跃 大营村

宋同怀 薛场村 宋 云 滕元村

张殿举 高皇村 崔玉龙 小集村

余兴红 北严村 罗从严 陈圩村

徐加兵 大沟村 石荣光 南严村

崔松玉 牌坊村 刘晓明 易圩村

徐善鹏 双河村 周 可 火庙村

乔加亮 桥口村 王艳云 王圩村

王艳飞 西楼村 王宗良 余庙村

崔北响 石元村 章 玲 梁王村

村级田长、网格员、信息员由各村确定，汇总后连同村“田



长制”实施方案一并上报镇“田长制”办公室。村级出现人事变

动或人员调整时，由各村自行进行补充调整，并及时上报镇“田

长制”办公室。



附件 2

镇级田长制办公室成员单位和工作职责

镇党委组织部门：将考核结果作为村“两委”干部综合评价、

村干部绩效考核的重要参考。

镇党委宣传部门：指导“田长制”相关宣传和社会舆论引导

等工作。

镇党政办公室：服务党委和政府谋划和推动全镇“田长制”

改革工作，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镇司法所：推进违法占用耕地类行政非诉执行案件执结，推

动审执分立。支持各村及有关部门依法打击各种违法占用耕地行

为。严厉打击破坏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推动提升土地执法查处效

率，支持推进土地执法查处工作。加强耕地保护法治宣传，促进

耕地保护法治建设。

镇派出所：依法调查涉嫌违法占用破坏耕地刑事案件，依法

打击涉地违法犯罪行为。



镇财政所：会同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研究制定耕地保护补偿

激励及资金管理办法，促进耕地保护制度落实。

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林业站）：承担镇级“田长制”办公

室日常工作，加强与镇级“田长制”办公室成员单位和各村“田

长制”办公室协调。配合制定耕地保护补偿激励及资金管理办法，

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强化耕地保护监督管理，依法查处

违法占用耕地建设行为等。指导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开展督查

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等相关工作。

镇经管站、农技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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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长制”办公室

联系。负责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和利用，争取上级预算内投资，

支持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新建住宅监管、违法用地查

处，提升耕地质量等工作。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

会同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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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水利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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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村镇建设办：强化日常占地建设行为的巡查，配合对违法

占地行为的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