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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负责人表示，在问题
上报后，相对应的乡镇执法
人员会在第一时间收到系统
的短信提示，并在24小时内
前往现场核查认定，对确认
为新增违法占用耕地问题，

立即转入新增问题快速处置
流程，在15天内处置到位。

为何要开展数字化动态
巡田？上述负责人解释道，
这样不仅大大减轻了基层巡
查人员的工作压力，提高了

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早发
现、早制止、早处理能极大降
低对耕地的破坏程度，更易
复耕且拆违成本不高。

据悉，自闽侯县开展数
字化动态巡田试点工作以来，

目前，该县已经开通村级网格
员账号 1900 多人，对全县
33258宗耕地进行了3轮次的
全覆盖巡查，上报存在异常状
态的耕地问题26宗，确认“非
农化”问题6宗、“非粮化”问

题 10 宗，正在快速整改处
置。接下来，数字化动态巡田
还将在福州市各县（市、区）全
面推广。闽侯县鸿尾乡乡长
林善钟赞叹道：“过去有一个
长期困扰的问题，就是不知道

耕地的具体位置，经常是卫
片图斑下来了，才知道耕地
被侵占破坏了，处理起来很
被动。现在有了数字巡田，
网格员就可以对着图找耕
地，监管起来方便高效！”

薛章辉老师表示，2023
年福建中考作文题以“韧战”
为题，这个题目出得很好，考
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题目非常切合

贴近初中学生的生活实际
和思想实际。初中生一看
这道文题立刻会想起物理
学上有关“韧性”的近义词：
脆性，弹性，坚韧，柔韧……
以及它的反义词：软弱，沮
丧，放弃，失望……“韧性”
的物理定义应当这样表
述：物体受到外力作用时，
产生变形而不易折断。而
作思想“定义”可以这样
说：前路坎坷，但仍然坚持
不懈、奋勇前行的“韧”的
战斗精神。由于这道作文

题贴近初中生的生活实际
和思想实际，所以考生一定
会写出有话可叙，有事可
议，有情可抒的应试作文。

第二，选材是得分高的
重要条件之一。抒写正能量
的“韧”的战斗精神应该不胜
枚举，选材既可以小见大，
亦可抒写大事件，名人伟人
之事例进行分析、评判。

第三，体裁的确定亦
是得高分的重要条件之
一。选写议论文的考生应
当分析革命前辈为什么会

有如此矢志不渝的战斗精
神，怎样才能具备这种“韧
战”精神，论述过程如果能
作正反论证，剖析软弱、沮
丧、悲观等行为的危害性，
那么文章就显得有说服
力。选写记叙文的考生可
以记叙具有“韧战”精神的
人或事，文章应体现记叙
文的“六要素”，注重写景、
抒情和必要的议论，热情
讴歌执着，不轻言放弃，面
对挫折、阻碍勇往前行的
力量来源。千万不要写成

体裁不分的文章。
第四，考生倘若能联

系个人的生活实际和思想
实际，真实反映自己的独
特见解，写出“人人心中所
有，个个笔下所无”的文
章，那阅卷老师一定会给
你加分。比如，从赞扬沙
漠上的胡杨树入笔生发开
去，抒写矢志不渝的一位
人物，以树喻人，别开生
面。咬定青山不放松，矢
志不渝向前行，这是青年
人必须具备的品行。

如何“韧战”才能脱颖而出？
海都报邀请点评了今年高考作文的王立根、薛章辉两位名师，再评中考作文

福州打造耕地电子地图
数字赋能守护良田

福州市“两违”
综合治理

关注中高考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通讯员 林凯

伴随着夏蝉的纵情歌唱，六月的榕城万物生长，我们也迎来了第33个“6·
25”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

“耕地面积不能再减少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
占用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行为，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化”。福州
市牢记嘱托，自主研发“智慧耕保”APP，开启“数字化巡田”监管模式，让数字化
改革的浪潮涌进田间地头，做到“只要田不荒，心里才不慌”。

如今，福州的每一块耕
地都有“身份证”，上面记载
着“地类”“面积”“行政辖
区”“种植情况”等信息，让
管理者对全市 150 多万亩
耕地的“前世今生”了如指
掌。“一码管地”的实现，都
得 益 于 一 款“ 数 治 武

器”——“智慧耕保”APP。
打开“智慧耕保”APP，

进入“数字巡田”模块，记者
看到零零散散的黄色图斑，
宛若繁星点点。这些大大
小小的黄色图斑，便是福州
市域内的一块块耕地。据
福州市国土资源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智慧耕保”APP 将所有耕
地、永久基本农田进行数字
化脱密处理后，与最新的年
度矢量电子地图、影像电子
地图等进行叠加套合，形成
一目了然的耕地分布图。

“有了它，村干部、村民

通过平台能够方便快捷地了
解自己村里永久基本农田划
在哪里，自己家的农田有没
有被划入永久基本农田，知
道哪里能建住宅哪里不能
建，哪里能种什么哪里不能
种什么。”该负责人说，耕地
分布图，让巡田“哨兵”拥有

了“火眼金睛”。县、乡、村三
级管理责任人在巡田时不再
需要拿地图核对、掏纸笔记
录，只需要依照手机里耕地
分布图所显示的耕地信息，
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一键上
报，将“非农化”“非粮化”问
题扼杀在萌芽状态。

手机里的“火眼金睛”将异常情况及时扼杀

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复耕成本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6月 24日，福建省中考开
考。今年的中考作文题是“韧
战”。

王立根老师强调，考试
作文，应该具有短短的篇
章、浅浅的哲理、淡淡的情
感以及美美的语言。倘若
中考作文能够这样写，一定
是很好的。今年的中考作
文主旨非常明确，关键词就
是“韧战”两个字。那么如
何做到“韧战”？题干引用
茅盾先生的一句名言来回
答这个问题，即把文章的脉
络给梳理清楚了——是什
么？为什么？要什么？考
生要想离题都很困难。

今年的中考作文，分三

部分来写，分别是开头、正
文和结果。开头，其实是文
章的主题，要尽量点题、切
入中心。开头一定要引起
读者的兴趣。

正文怎么写？题干说，
可以写成文艺作品中百折
不挠的革命前辈的故事或
者生活中锲而不舍先进人
物，甚至未来世界中笃定从
容的奋斗者。这就要靠考
生的联想了。有的同学喜
欢写自己做作业，或者参加
某种活动，虽然这也是“韧
战”，但恐格局立意不够高，

阅卷老师不满意。
中考作文要想得到高

分，一定要写出你对题目意
思的联想与感悟。你能感悟
到，坚韧不拔是一种精神世
界，它是胜利的秘籍吗？你
能够感到必须要有积极态
度，努力奋斗，克服困难吗？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
的伟人的英雄事迹，就是靠
这种坚韧不拔的追求而实
现的，最能体现中国精神的
三个神话故事，是夸父追
日、精卫填海以及女娲补
天，这就是“韧战”精神最精

彩的体现。
当然，考生若能够在结

尾处联系自己，也是很好
的。比如，人的智慧要靠不
断地学习，才有可能成功。
坚韧不拔是一种品质，是一
种追求，也是一种伟大。全
文要在告知主题意思的同
时，给读者留下一点思考和
想象空间。

古人云：文章要有凤头、
猪肚与豹尾，意思是开头要
精致一点，中间要丰富一点，
结尾要有力一点。我们写议
论文和记叙文都应该如此。

王立根：文章要有凤头、猪肚与豹尾

薛章辉：咬定青山不放松，矢志不渝向前行

耕地分布图

“智慧耕保”APP中的“一码管地”功能

怎样写才能脱颖而出得高
分？初一、初二的学生可以从中
得到什么启发？对于教师而言，
又会有什么样的教学思考？海
都记者第一时间邀请闽派语文
的初创者、享誉全国的语文特
级教师、全国中语会常务理事、
福建省语文学会名誉会长王立
根老师，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原语文教研组组长薛章辉老师
就今年的中考作文进行点评。

茅盾说过：“只有对于最
后胜利有确定，而又能正确
地估计到当前的困难的，方
始能作韧战。”说起韧战，我
们会想到文艺作品中百折不
挠的革命先辈，现实生活中
各行各业锲而不舍的先进人
物，甚或是未来世界中笃定从
容应对风云变幻的奋斗者。

读了上面材料，你有
什么联想与感悟？请以

《韧战》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自选角度；自选

文体；自定文意；不要套
作、抄袭，不要泄露个人信
息；不少于6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