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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不久前，北方某省一名村干部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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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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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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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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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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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卫星只生成其中一口的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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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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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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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半
月谈记者梁晓飞王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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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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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图斑执法整改不良倾向调查

明知问题出在图斑上，有时也将错就错 只要应付了卫星就行，有地方整改流于形式

避免过度依赖技术，坚持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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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记
者李恒）仿制药是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从国家卫生

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

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知识产

权局、国家医保局、国家疾控局、

国家药监局等部门组织专家对国内

专利即将到期及临床供应短缺（竞

争不充分） 的药品进行遴选论证，

制定《第三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

第三批目录收录39个品种，涉

及75个品规、13种剂型，覆盖抗肿

瘤药及免疫调节剂、抗感染用药、

神经系统用药、放射性诊断剂、心

血管系统用药等12个方面治疗用药。

据介绍，第三批目录以临床用

药需求为导向。一是填补国内临床

用药空白。第三批目录收录的多个

药品为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品

种。二是提高药品可及性。第三批

目录收录的部分药品，虽然同作用

机制药品已经在境内上市，但由于

临床需求量大，存在供应短缺的风

险，因此也纳入鼓励仿制的范围。

三是鼓励创新制剂技术。第三批目

录收录的药品剂型有缓释注射剂、

干混悬剂、舌下片等新型药物制

剂，以及儿童适宜的剂型和新的复

方制剂。四是提高临床诊断准确

性。第三批目录收录了6个放射性药

品，可用于影像学的诊断和定位，

均为境内未上市药品。

收录39个品种

我国发布第三批
鼓励仿制药品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