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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受访基层干部反映，用卫星
遥感照片遏制基本农田“非粮化”，防
止耕地“非农化”的效果显著，多数问
题图斑确实存在违法占地情况，基层
执法人员只要依法办事即可，最担心
的是，对违法占地的判定不精准。

比如，有的农民常年在外打工，在
闲置的宅基地上种上了农作物，但在
2019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工作
人员依据土地现状，将此类地块认定
为耕地。“耕地红线谁也不敢碰，但凡
被认定为耕地，就得按照耕地处理。”
一名工作人员说。

受访基层干部和专家表示，通过
技术赋能，基层治理渠道得到拓宽，但
在实际执行中，过度依赖技术，容易使
基层治理陷入僵化。对于这种治理倾
向应保持高度警惕，保障基层干部能
够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处理问题。

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吕德文认

为，过度依赖技术，容易产生技术治理
的反向适配：一旦技术不符合实际，就
会反过来要求基层工作脱离实际来满
足技术的要求。

吕德文表示，基层治理说到底是
做群众的工作，基层事务也有模糊性
和不规则特征，技术治理的空间是有
限的。在加强技术赋能的同时，更要
打造简约高效的治理体系，让基层干
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做群众工作中
完成治理任务。

事实上，自然资源部执法局在解
读2023年卫片执法工作时就明确指
出，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只能将卫
片执法图斑作为发现违法行为的线
索，所有违法问题必须经严格规范的
调查取证后，依法依规作出行政处罚，
绝不能将卫片执法图斑直接作为行政
处罚的依据。

半月谈记者梁晓飞 王劲玉

避免过度依赖技术，坚持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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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北方某省一名村干部向
半月谈记者讲述这样一件事情：近年
来，村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利用荒山
荒坡开发旅游设施，并通过国家4A
级景区验收。然而，上半年，他突然接
到自然资源部门的整改通知，要求立
即拆除旅游设施，恢复耕地，依据就是
卫片执法发现的问题图斑。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卫片执法并非
一项新技术，自2009年起，卫片执法检
查就在我国全面实行。由于其具有区
域覆盖性强、监测精度高等特点，极大
提升了土地资源管理水平，在发现土地
违法行为方面具有常规监察手段无法
比拟的优势。然而，半月谈记者近期
在多地采访发现，不少基层干部吐槽，
看似精准的卫片执法，在执行过程中
多有不精准之处。北方某省一名乡镇
干部说，他遇到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一户村民的窑洞顶被划为基本农田，
执法部门还开出数十万元的罚款。

长期研究卫片执法问题的武汉大学
博士王波调研发现，卫片执法结果显示，
中部某乡镇近3000亩土地存在“非粮
化”现象，但经当地干部核实后发现，要
求整改的土地有六成存在划定基本农田
不实的情况。

多名乡镇干部表示，发现图斑有问
题要想勘误，需要一级一级往上反映，还
需要派人核查，提供证据，证明这个地方
以前确实是何种性质的土地，程序走下
来至少要90天。但在现实中，如果在一
定时限内无法按卫星结果恢复土地性
质，上级就会对下级进行严厉问责。

“即便图斑存在技术差错，也只能将
错就错，机械执行。但这样，村民肯定就
不干了，为避免激化干群矛盾，搞出不少
荒唐事。”华北地区一名乡镇党委书记
说，一户村民的闲置宅基地被错划为一
般农田后，为避免被卫星拍到，只能在建
好的地基上覆盖一层植被，再经由规划
部门重新上交土地农转非手续。

管它是不是耕地，应付了卫星就行！

卫星图斑执法整改不良倾向调查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过于依赖
卫星执法，也容易为真正的违法占地
行为留下可乘之机。一些地方通过各
种变通手段应付来自卫星视角的检
查，进而让整改流于形式。

中部地区一名乡镇干部说，在
今年的耕地“非粮化”检查中，他所
在的县区有 2000 多亩问题图斑需
要排查整改，“很担心不少违法占地
行为最终不了了之”。

一些地方在整改时，不动真碰硬，
存在局部整改甚至虚假整改的情况。
比如，某企业建设厂房时多占了周边
土地，被卫片执法发现后，只拆除违法
占地上方的部分屋顶，露出地面，并在
相应区域临时种上绿植，“只要从天上
看到变绿了，应付了卫星就行”。

中部某地一名乡镇干部反映，有
一个地方5口鱼塘都属于违法占地，

但是卫星只生成了其中一口的违法
图斑，执法过程中也只对那一口进行
执法。

对于部分地方在卫片执法中弄虚
作假的问题，自然资源部近两年曾多次
通报并指出，一些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存在执法履职不力，卫片图斑判定不
实，违规审批临时用地，对违法用地整
改不力，在配合检查过程中伪造会议记
录，篡改材料弄虚作假，有组织、成规模
地伪造临时用地批文等问题。

王波认为，卫星执法本质上是一
种空中视角，它以俯视的角度抓拍地
面的物理属性及其变化。这种视角忽
视了附着在土地之上的文化、习俗和
关系。过度依赖技术的治理方式，不
仅会大幅压缩基层治理应有的灵活性
空间，而且在卫星视角的盲区里，容易
藏污纳垢。

只是为应付卫星，有地方整改流于形式2

为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近年来，自然资源
部门充分利用卫星技术手段，持续开展土地卫星遥感影像图
片（简称“卫片”）执法检查，督促各地对问题图斑开展排查整
治，有效强化了对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管理保护。

然而，半月谈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卫片执法在执行过
程中仍存在不精准之处，且“卫星视角”盲区容易为局部整
改、虚假整改提供空间。

在贵州
省遵义市汇
川区高桥镇
国土资源管
理所，工作
人员利用信
息系统查看
辖区内耕地
现状。
CFP供图

明知问题出在图斑上，有时也将错就错1

12月22~24日，第二届中
国营养师发展大会在天津举
办。大会由全国各地区营养师
协会、营养学会、健康管理协会
等相关机构组织共同发起，中国
营养师发展大会组委会主办。

本届大会以“健康产业赋
能，营养价值创造”为主题，聚
焦食养是良医、体重管理、营养
早餐、儿童营养等细分领域，展
开学术交流与讨论。会议期
间，安利公司宣布出资200万
元，与中国营养学会合作成立

“合理膳食·中国居民早餐营养
健康模式科普基金”，促进科学
界对早餐营养的基础性研究，

倡导民众养成合理膳食习惯、
培养健康生活方式。

安利与中国营养学会合
作设立“合理膳食·中国居民早
餐营养健康模式科普基金”

安利出资200万元携手中
国营养学会设立早餐科普基金

合理膳食是健康的基石，
早餐是一天营养获取的开始，
是主动健康的第一站。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
欣介绍，我国居民对早餐营养
重视不足，超过一成的人群做
不到每天吃早餐，近九成人早
餐品种单一。早餐质量不高，
营养摄入不够、不均，错过全天

最佳营养摄入时段，会导致全
天能量和营养素欠缺，从而降
低大脑兴奋性，引发精神不集
中、思维迟钝等问题，影响学习
和工作效率。长此以往，会增
加胃炎、胆结石、肥胖、2型糖
尿病及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发
生风险。

为持续推动合理膳食基础
科研，科普早餐营养的重要意
义，安利出资200万元，与中国
营养学会合作设立“合理膳食·
中国居民早餐营养健康模式科
普基金”。杨月欣介绍，该基金
旨在聚合多方学术和科普力量，
强化基础研究，普惠公众健康，

未来3年内，将面向营养健康领
域的科研和健康教育机构、高
校、科普团体等开放申请。

领跑健康生活 安利推动
全面健康

充足均衡的营养，为健康
打下牢固基础；提升公众健康
素养、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是实
现全面健康最根本、最经济、最
有效的方式。以营养早餐为切
口，安利公司大力倡导全面均
衡营养理念，推动公众健康管
理的生活化、场景化、社群化。
在“健康中国”建设的宏观政策
背景下，安利深耕细作大健康
赛道，将“全面健康推动者”作

为企业定位，通过持续本地化
投入加速助力中国营养食品现
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过去十余年间，安利开展
了“健康中国 我们行动”等健
康素养提升活动，科普疾病预
防和膳食营养知识，走进全国
100多个城市、累计覆盖人群
过亿；赋能培训营销人员，线上

“健康公益学院”汇聚了160万
人，通过中国营养学会培训认证
了超过6万人的营养健康顾问，
打造了数十万个“大健康社群”，
让一个个富有生机活力的健康
社群成为推动健康城市和健康
中国建设的基层中坚力量。

从吃饱到吃出健康 早餐营养不得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