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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卫星图斑执法

一、热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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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者采访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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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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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记者在走访时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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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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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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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意义。比如一些地方在整改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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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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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道理论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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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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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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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陆地遥感卫星系列和型谱，观测水平和业务化运行

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卫星遥感已逐渐成为支撑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基础测绘、执法督察等业务的科技主

力军，是我国自然资源管理信息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对策建议：

（1）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和指导，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

（2）加强对卫片执法工作的监督检查，保证整治工作的落实……

（3）优化调查取证程序，保证执法工作的准确性……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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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部分基层干部反映，卫片执法存在不精准、勘误审批难、利用卫星

盲区进行虚假整改等情况。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危害-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各类技术与执法与政务处理的融合也越来越紧密，提高了执法和政务处理的

精度、准确性以及科学性。但是，过度依赖技术使用就会本末倒置，就像题干中卫片执法出现的问题……

第二步——危害：

其一，违法用地行为得不到及时发现和查处，助长了一些人的侥幸心理，导致违法用地现象屡禁不

止……

其二，影响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使群众对卫片执法的效果产生质疑，不利于耕地保护工作的开展……

其三，虚假整改不仅浪费了行政资源，还可能导致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

第三步——原因分析：

首先，技术手段有限，卫星遥感技术虽然可以大面积监测土地利用情况，但对于一些细小的、局部

的变化可能难以察觉……

其次，部分基层干部存在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对于发现的问题图斑，没有及时进行排查整治，

或者为了完成任务而进行虚假整改……

再次，卫片执法的相关制度和流程还不够完善，存在漏洞和不足，给一些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第四步——过渡：

卫片执法的目的是提高耕地保护工作的排查精度，提高工作效率，但是现在存在被有心人利用进行

虚假整改、不精准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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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对策：

第一， 加强卫星遥感技术研发和应用，可以通过其他技术的辅助支持，例如 AI 修复、大数据分析

等，提高卫星遥感监测的精度和准确性，减少误判和漏判的情况发生……

第二，完善卫片执法的相关制度和流程，加强对勘误审批的管理，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在进行执法时要多方取证再进行追责，在依赖技术的同时也要多进行调查研究，提高执法的准确性和可

信度，对利用漏洞违法用地、破坏耕地的行为严肃处理……

第三，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培训和监督，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和责任心，让他们意识到耕地保护的重

要性；同时也要建立健全奖惩机制，对于认真履行职责、工作成绩突出的基层干部给予表彰和奖励；对

于失职渎职、弄虚作假的基层干部要严肃追究责任……

第六步——总结结尾：

卫片执法是保护耕地资源的重要手段，我们既要利用好这项技术，也要摆脱对技术的过度依赖，让

执法更加灵活、更加人性化。我相信通过以上措施，卫片执法工作可以更加精准、高效地发挥作用，为

耕地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