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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耕地保护力度思考

——以湖北省公安县为例

袁誉登

(公安县国土资源局,湖北 公安 434300)

【摘 要】:耕地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坚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事关国家粮食安全,

事关社会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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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安县耕地保护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荆州是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发祥地｡1988 年,面对耕地保护的严峻形势,原荆州地区率先在全国开展了基本农田划定工作,

耕地在一定时期得到了切实有效保护｡公安县地处荆江分洪区,受分洪区土地利用政策的制约,土地管理和城市建设有很多历史

欠账,建设发展相对滞后｡随着三峡工程投入使用,荆州长江大桥､荆东高速公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成,加之荆州壮腰工

程的启动实施,公安县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快速推进,一大批央企､国内外大型企业落户公安,用地需求十分旺盛,供需矛盾

日益突出｡加之建设用地利用率低､各类违法占用耕地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等原因,全县耕地保护工作面临很大的压力与

挑战｡

1.1 耕地被占用现象时有发生

一是新农村建设占用耕地｡自国家出台新农村建设有关政策以来,全县共实施新农村建设 44处,占用地块大部分属耕地｡其中

以城郊结合部为重点区域,部分开发商受利益驱动,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存在“小产权房”开发之嫌｡

二是一些设施农用地建设擅自占用耕地｡部分乡镇未经批准擅自占用耕地从事设施农用地建设,或借调整农业结构之名,在

基本农田内挖鱼塘､栽果树等｡

三是农民建房占用耕地随意性较大｡农村税费改革以来,特别是农民建房零收费后,耕地保护力度有所减弱,这些都无疑增加

了政府被问责风险｡

1.2 耕地质量总体呈下降趋势

一是耕地“占一补一”占补平衡制度落实不力,存在占优补劣,先占后补,占水田补旱田,且补充耕地质量达不到被占耕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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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问题｡尽管全县耕地保有量一直控制在 175 万亩以上,较好地实现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但非农业建设占用的多为城郊良田,

而开发复垦整理补充的耕地多位于丘岗或坡度较大地带,耕地质量远达不到被占耕地标准｡

二是因长期过量使用化肥,造成耕作层有机质含量低,地力逐年下降｡

1.3 耕地监管制度落实不到位,奖惩机制不健全

主要表现为耕地监管制度流于形式,用地选址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动态巡查制度落实不够,奖惩措施未严格执行等｡

1.4 遏制土地粗放利用行为刻不容缓

一方面,建设用地需求量大,耕地后备资源匮乏｡据统计,近几年,公安县新增建设用地每年平均都在 2000 亩左右,而全县耕地

后备资源不足 10000 亩,且大部分零星分散,或处于坡度较大的丘岗地带,开发复垦整理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批而未用､用而未尽､

闲置浪费土地的现象普遍存在,群众反映强烈｡2014 年共清查出闲置低效用地 22 宗,面积 763 亩｡2015 年经初步清查,疑似闲置和

低效用地共 9 宗,土地总面积 677.7 亩｡

2 建议办法和要求

2.1 加大耕地保护宣传力度

贯彻落实耕地保护基本国策,牢固树立保障发展的前提是保护资源｡利用“4.22”世界地球日､“6.25”全国土地日､“12.4”

全国法制宣传日多渠道､全方位宣传耕地保护的重要意义,增强社会各界的国情､国策和法制观念｡与媒体单位联合制作耕地保护

专题片,在黄金时间滚动播放｡印制《耕地保护宣传手册》､《基本农田保护明白卡》发放到城区､乡镇､社区､村组､农户土利现户,

土地利用现状图､规划图及基本农田保护标示牌､地块､面积等不仅是挂在墙上,更重要的是下发到村组干部､耕地保护协管员及广

大农民手中,做到家喻户晓｡

2.2 多措并举提高耕地质量

一是严格执行耕地“占一补一”制度｡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要按照“占多少,垦多少;占水田,补水田,占优补优;以

补定占,先补后占”的原则,补充与所占耕地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总量动态平衡｡无法自行

补充数量､质量相当耕地的,应当按规定足额缴纳耕地开垦费｡二是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力度,特别是高标准基本农田土地整治项目

建设力度和中低产田改造力度,加快建成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地方各级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土地整治,通过土地整理､

复垦､开发等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加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

改造和治理要以保护耕地资源､提高土地质量､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为目标,对田､水､路､林､村实行综合治

理,努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耕地保护由单纯数量保护向数量､质量和生态并重保护转型｡把土地整理从现在的外部整形

向内在质量建设并重转型｡三是提高田间设施水平和耕地基础地力,改善耕地质量环境,开展耕地质量修复,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加强新耕地,改善耕种后期,综合工程,生物,农艺等措施,对退化的耕地进行综合治理,对耕地进行污染控制和修复,加快土壤成

熟质量,实施土壤测试和施肥,加强土壤肥力保护,有效提高耕地的生产力｡同时,逐步完善耕地质量､土壤墒情､肥效三大监测网络

和预警体系,形成耕地质量保护的长效机制｡

2.3 建立耕地保护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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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由政府协调,组建住建､国土､农业等部门执法专班,形成耕地保护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联动机制｡二是健全县､乡镇､村三级

保护网络,明确各级责任,严格考核结账｡充分发挥耕地保护协管员作用,落实并逐步提高协管员待遇,强化协管员作为最前沿哨

兵的责任,对违法用地做到早知道｡进一步完善县､乡镇､村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制度,逐级签订耕地保护责任书,层层压实耕地保护

责任;严格年度绩效考核,健全耕地保护目标共同责任机制｡三是加大耕地保护资金投入,落实耕地保护动态巡查及基础业务建设

专项经费,明确责任人的具体责任｡四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完善“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立体监管网络,形成全覆盖综合监管

体系,确保政府在卫片执法检查中不被约谈､问责｡五是始终保持对违法用地的高压态势,严肃查处典型违法用地,并公开曝光,形

成震慑｡

2.4 强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一是实施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逐级落实“十三五”时期建设用地总量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占用建设用地面积下降

的目标任务｡盘活利用存量建设用地,推进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改革试点,促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引导产能过剩行业和“僵尸企

业”用地退出､转产和兼并重组｡

二是以争创全国节约集约用地模范县为契机,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在保障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的同时,正确处理好土

地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耕地的关系,坚决制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实现土

地利用的最大效益目标｡三是依规处置闲置低效用地｡因土地使用权人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未动工开发满1年不到2年,要按

照《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的规定,由国土部门核实后转地税部门按照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的 20%征缴土地闲置费｡未动工开发满

两年的,依法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因政府或部门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可采取延长动工开发期限并签订补充协议､调整

土地用途或规划条件､由政府安排临时使用､协议有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置换土地等形式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