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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坚持问题导
向，围绕“夯基础 谋创新 求实
效”理念，以乡镇勘界推动界线
管理水平有效提升，界线管理
迈入了“新篇章”。“乡镇勘界：
助力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精细
化”荣获 2022 年度江苏省高质
量民政事业发展创新成果奖，

“建设‘智慧界线’，创新界线管
理”荣获 2020 年度江苏省高质
量民政事业发展优秀成果奖，

《镇江市政区地名图集》荣获
2020年度江苏省优秀测绘地理
信息工程一等奖。特别是 2021
年9月，我市乡镇勘界工作获批
省政府试点，截至目前，已全面
勘定 83 条、总长 1015.4 千米镇
（街道）界线，核实 4586 千米村
（社区）管理线，乡镇勘界成果
在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实现广
泛应用。

坚持问题导向，
推进乡镇勘界工作

我市西与南京市为邻，北
与扬州市、东与泰州市隔江相
望，南与常州市接壤，总面积
3840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321
万，辖丹徒、京口、润州 3个区，
代管丹阳、句容、扬中 3个县级
市，区域内设有镇江新区、镇江
高新区2个国家级开发区，共设
置 31 个镇，25 个街道，1 个场
圃。1996 年起，根据国务院行

政区域界线勘定
工 作 的 统 一 部
署，我市勘定了
市 、县 两 级 1∶
10000 比例尺标
准画法的行政区
域界线，为维护
社会稳定、促进
经济发展奠定了
重要基础。但全
面勘界至今已有
20 多年，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界线
管理方式落后、数据不够精细
等短板逐步显现。

界线数据精度需提升。受
技术限制，全面勘界期间协议
书附图比例尺为 1:10000，即图
上 1mm 对应实地的距离为 10
米，精度不高。勘界档案受温
度、湿度影响较大，随着使用频
次的增加，纸张极易变形甚至
破损，影响准确性。此外，个别
勘界成果档案还存在误差。

界线成果使用不便捷。协
议书附图使用的地形图大多是
在上世纪80年代航拍图的基础
上调绘，道路、居民点等地理要
素稀少，现势性不强。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界线标
志物的道路、沟渠、田埂都发生
了巨大变化，造成界线走向不
明晰，基层民政部门在处理涉
界矛盾纠纷过程中，对照原纸
质界线进行实地指界等尤为困
难。

界线数据不够详实。开发
区、经济区的发展，致使代管乡

镇、街道行政区域的情况逐步
增多，但各镇（街道）行政区域
界线未依法勘定，影响了基层
治理效能。此外，行政区划调
整中涉及乡镇（街道）的，无法
按照国务院《行政区划管理条
例》要求准确“提供行政区域面
积”，影响行政区划严肃性。

找准薄弱点，
在靶向施策上出实招

为切实解决界线管理方式
落后、数据不够精细等突出问
题，有效维护界线主管部门权
威，我市将提升界线管理水平
作为现代民政事业的重要内容
予以推进，近年来累计投入近
百万元用于乡镇勘界前期准备
工作。

完成界线矢量转化。委托
江苏省测绘地理局对全面勘界
期间形成的市、县两级界线进
行矢量转化，按照扫描图纸、接
边图形、纠正误差、提取界线、
转换坐标等步骤，将协议书附
图上标绘的界线转换成2000国
家大地坐标系下矢量界线。结
合界线联检工作，逐段实地踏
勘予以核对。

核实镇、村两级管理线。
乡镇勘界工作正式启动前，在
全市民政系统部署开展镇（街
道）、村（社区）管理线核实工
作，出版了细化到各村（社区）
管辖区域的《镇江市政区地名
图集》。

建设信息化管理平台。开
发界线界桩信息化管理平台，
将界线界桩位置与属性进行关
联，详细展示其名称、等级、管

理部门、设立时间等信息，实现
界线档案高效存储和查阅使
用。

做好决策风险评估。委托
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就乡镇
勘界潜在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
进行摸排，为全面启动乡镇勘
界工作进行评估论证。

聚焦目标点，
在组织领导上鼓实劲

2021年9月，我市乡镇勘界
工作获批省政府试点。全市上
下一心，目标一致，把圆满完成
乡镇勘界省级试点工作当做当
前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来抓。

以上率下汇聚“一盘棋”。
将试点工作列入镇江市委全面

深 化 改 革 委 员 会
2022年工作要点，
重 点 督 办 落 实 。
建立完善由分管
副市长负总责，县

（市、区）分管领导
各负其责，民政牵
头，部门配合的组
织领导体系和压
力传导责任体系，
压实勘界主体责
任，形成一级抓一
级、一级对一级负
责、层层抓落实的

良好局面。
一体部署绘好“一张图”。

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门审议试点
方案，制定印发《镇江市乡镇级
行政区域界线勘定试点工作实
施方案》，对乡镇勘界主要任
务、时间安排、组织实施、流程
步骤、成果验收等进行“一揽
子”规划部署，为高质量、规范
化开展乡镇勘界打牢制度基
础。

统一思想形成“一条心”。
牢牢把握乡镇勘界工作全面推
开的有利时机，通过讨论交流、
会议发动、媒体报道等形式，多
渠道广泛宣传勘界工作的重要
意义和目标任务，进一步统一
思想，凝聚共识，营造了依法勘
界、科学勘界、规范勘界的工作
氛围。

抓住关键点，
在科学推进上下实功

乡镇勘界试点工作是一项
系统工程，技术要求高、实施难
度大，容不得半点马虎。我市
精准发力，切实抓好每一个关
键环节。

抓牢技术保障。坚持高标
准定位，制定完善勘界技术规
范，明确技术指标、图件制作、
数 据 库 建 设 等 10 章 42 条 内
容。市、区两级累计投入550万
元，专项用于第三方技术服务
和监理服务，50 余名专业技术
人员全流程参与。运用实景三
维、RTK测量仪定位、无人机航
拍等新技术，有效解决部分边
界地区地形地貌复杂难以实地
勘测等问题。

抓严程序规范。严格按照
实施方案要求和勘界技术规范

规定，采取先培训、再上岗，先
核实村（社区）线、再勘定镇（街
道）线的方式，细致做好各类界
线和权属线比对、工作底图标
绘、重要地名数据更新、边界争
议处理等工作。

抓实数据质量。结合高分
辨率遥感影像，首创采用1:2000
大比例尺制作工作底图，签订
协议书附图。使用界线节点标
注、赋予坐标的方式描述界线
方位和走向，较以往“十六方位
制”在可读性、精准性、稳定性
方面实现了质的提升。

抓好工作进度。全力克服
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采取视
频会议部署、电话沟通、工作群
交流、个别会商讨论的方式，及
时协调解决勘界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市级同步启动百日攻坚
行动，进一步加大督促指导力
度，强化进度管控，切实做到疫
情防控不松懈，乡镇勘界不停
步。

塑造增长点，
在成果应用上见实效

截至目前，我市已全面勘
定83条、总长1015.4千米镇（街
道）界线，核实 4586 千米村（社
区）管理线。乡镇勘界工作的
开展，实现了“市、县、镇、村”四
级界线和管理线矢量数据全覆
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
定了良好基础。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疫情期间，我市利用乡镇
勘界阶段性成果编制战“疫”地
图，实现各区域防控范围清晰
界定，为精准排查、实时监测提
供了基础支撑。

夯实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
“基础桩”。充分发挥乡镇勘界
效益，畅通数据共享使用“大动
脉”，数字界线在生态环境治
理、城市精细化管理、基层社会
治理、数字城市建设等各方面
实现广泛应用。目前，已应用
到市委政法委“社会治理平
台”、发改委“长江岸线保护规
划”等12个平台或项目中，为行
政管理和社会治理水平有效提
升提供了重要的法定依据。

跑出边界纠纷化解“加速
度”。通过综合运用影像图和
界线数据，动态更新边界地区
地形地貌变化及开发建设情
况，实现“人、机、点、线”四位一
体的边界实时巡查模式，为基
层民政及时处理突发性涉界问
题提供了权威依据。有效协调
和解决“润徒句”三交点界桩丢
失、镇大铁路周边污染治理、西
南片区环境整治等问题。

打通区划界线管理“堵塞
点”。彻底解决了以往在行政
区划管理中存在的镇（街道）行
政区域面积缺失的问题，特别
是行政区划调整文件中“行政
区域面积”依赖于自然资源和
规划部门“土地面积”的情况，
有力维护了行政区划的严肃性
和民政部门在区划界线管理方
面的权威性。

全面勘定83条、总长1015.4千米镇（街道）界线，核实4586千米村（社区）管理线

我市以乡镇勘界开启界线管理“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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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勘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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