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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掌握贵州省乌蒙山区域“兴地惠民”土地整治重大工程项目在社会、经济、生态三方面的成效，

以贵州省赫章县兴发乡兴发村等村土地整治项目为例，采用资料查阅法、数学统计法、对比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

从社会、经济、生态三方面进行分析，并总结了该项目的典型做法。结果表明：研究区完成预期建设任务，在耕地

保护、粮食安全、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等方面效果显著；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农民参与度和控制工程质

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结果可为后期乌蒙山区域土地整治项目的开展提供依据和借鉴。 

【关键词】：土地整治 成效评估 兴地惠民 赫章县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 

自 1986年我国第一部《土地管理法》诞生并对相关工作做出原则性规定开始，可将土地整治工作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

探索起步期、发展壮大期和跨越发展期(2008年以来)。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在中央层面提出“土地整治”的概念，

是对“土地整理”和“土地开发整理”概念的继承与发展。当前，土地整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整治的方法在全新领域应用

的效益评价和潜力分析两方面。土地整治是一种多功能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当前解决乡村问题、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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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物理、生物、工程等措施，改善土地质量，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升土地利用率，提高农民收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途径。然而土地整治的效益评价可以从正反两方面综合权衡利弊得失。土地整治成效评估成果是展示土地整治成效的最直接

档案材料，是衡量一个土地整治项目实施效果的重要依据，可以直观反映土地整治项目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做好评估

工作是土地整治项目建设的重要方面。因此，本文以贵州省乌蒙山区域“兴地惠民”土地整治重大工程项目——贵州省赫章县

兴发乡兴发村等村土地整治项目为例，通过数学统计法、对比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直观地分析了该项目在社会、经济和生态方

面取得的成效，为后期乌蒙山区域土地整治项目的规划设计、申报和实施提供借鉴。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赫章县兴发乡(104°43′39″～104°52′01″E，26°52′11″～26°59′49″N)，海拔在 1912～2298m之间，

平均海拔 2000m 以上，相对高差为 386m，地形坡度大部分在 2～25°之间，属于西高东低的丘陵地貌区，项目属于生态恢复型

土地整治类型项目，建设规模为 2021.7064hm2，项目投资 12385.17万元，建设期 1年。项目区涉及兴发乡 10个村，总人口 18123

人，人均产粮 132kg，农民人均纯收入 3080 元，贫困人口多，农业收入比例低，劳动力文化水平低。研究区土地利用率低，限

制性因素较多，主要包括：①水源分散，水资源利用率不高；②水土流失面积达 1023.13hm2，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生产力降低；

③道路通达度为 77.75%，道路等级较低，通往田间的生产路较少，制约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④现状耕地主要为坡地和梯地，

梯化率 79.76%，大部分耕地缺乏灌溉水源，灌溉保证率较低，土地的产出效益低；⑤耕地种植结构单一，耕作粗放，未形成产

业化、规模化生产，耕地质量有待提高。 

2 数据来源及处理 

该研究的数据源于贵州省赫章县兴发乡兴发村等村土地整治项目立项批复、规划设计报告、变更调查报告、工程实施相关

报告、验收资料等和实地访谈与问卷调查获取数据，然后通过 Office2016对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3 成效分析 

3.1社会效益分析 

3.1.1改善耕地资源条件，提高粮食安全保障。 

一是增加耕地面积。项目总规模共计 2021.71hm
2
，项目完成坡改梯平整工程 19.17hm

2
、开发其他草地 21.40hm

2
、恢复水毁

地 2.14hm2、梯化率从 79.76%增加到 80.11%。二是改良耕地质量。通过对项目区集中连片且坡度小于 15°区域施用生石灰改良

土壤，面积为 913.31hm2。生石灰改良土壤，既可以减少了磷被固定，加快了有机质的分解，增加土壤有效养分；又可提高微生

物活性和防止病虫害。三是保障粮食生产安全。通过土地整治项目的实施，新增有效耕地 257.14hm2，建设高标准农田 1889.22hm2，

耕地质量提升 0.7个等别，新增粮食产能 3309.11t。 

表 1项目区耕地整治前后指标对比表 

评估指标 耕地面积/hm2 耕地平均质量等别 水毁地面积/hm2 梯化率/% 土壤改良面积/hm2 

整治前 1627.93 12.40 2.48 79.76 0.00 

整治后 1889.22 11.70 0.00 80.11 9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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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强化灌排设施建设，促进土地集约利用。 

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措施之一。项目实施后，一是改善项目区田

间生产交通条件。新建、改建田间道 30.36km，新建、改建生产路 11.18km，田间道路通达度达到 90.3%。二是完善了项目区灌

排设施。修建山塘 1座、蓄水池 5座、新建管涵 50座、改建支沟 4406.93m；通过灌排设施的建成，灌溉面积率增加了 51.99%，

旱涝灾率降低了 21.27%，新增和改善有效灌溉面积 1052.55hm2。三是实现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化。项目区基础设施占地率达 7.21%，

新增耕地率达 12.72%，土地垦殖率达 65.71%，提升土地利用率 1.63%，大大促进项目区土地的集约利用。 

 

图 1项目区基础设施与土地利用指标整治前后对比图 

3.1.3实施土地综合整治，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该项目的实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面积为 113.43hm2，预计年产值达 1982.70万元。通过成立专业培训机构，对种植农户进

行专业培训，以科技推动农业产业的发展。项目区促进了 1个村的乡村旅游发展，优化了 10个村庄的交通条件。通过开展土地

综合整治加速农业农村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农村发展短板，优化城乡发展空间，为乡村振兴夯实基础。 

3.2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充分吸收当地贫困户劳动力参与项目实施，促进了劳力、资金、技术的合理流动。项目实施后，项目区共有 18123

人受益，其中贫困人口受益人数 4050人，占 22.35%。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带动了农民就业，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解决了农民增

收“缺渠道”的问题，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推手。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项目实施后，耕地粮食产出增加 200元/667m2，

土地流转租金平均增收 100元/667m2，贫困人口人均临时务工收入 80～150元/人*天，贫困人口累计收入 243万元，返乡就业的

人数达 15人，增加村集体发展资金达 13万元。以创新“土地整治+农旅一体化”模式积极招商引资带动当地劳动力就业，提高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预计增加农民收入 175.76万元；通过增加耕地面积、改善耕地质量，比整治前农作物产量明显增加，整治

后年均增加净收益预估达 865.14万元。 

3.3生态效益分析 

根据《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年)》提出的土地整治要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国土生态空间管制、生态红

线、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统一管护等战略，该项目的实施在农田水土保持、农田防护能力、农田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景观生

态性方面取得较好的成效。一是增强农田水土保持功能。新建排水沟 4.40km、谷坊 18座，在沟头种植胸径 2～3cm，高度 2m左

右的柳杉 1.68万株。整治后，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630.21hm
2
，新增和改善有效防涝面积 502.20hm

2
。二是增强了农田防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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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项目实施，项目区新建农田防护林总长度 15.61km，栽种农田防护林木 11.51 万株，农田防洪能力均提高到 10 年一遇。保

持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调节农田小气候，改善土壤性能，保障农田生态系统安全。三是增强农田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景观生态

性。项目实施后，生态修复面积 786.33hm
2
，在排水沟两侧种植箭竹既能起到生态防护的作用，也能改善兴发乡生态环境，美化

田园风光，为美丽乡村建设打下基础；另外还通过播种绿肥(黑麦草)、增施有机肥等方式，提升土壤质量和土壤微生物多样性，

促进农田生态系统的稳定。 

表 2项目区生态环境指标表 

评估指标 
农田防护林 

长度/km 

农田防护林 

株数/万株 

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hm2 

新增和改善有 

效防涝面积/hm2 

生态修复 

面积/hm2 

整治后 15.61 11.51 630.21 502.20 786.33 

 

4 典型经验与做法 

4.1资金管控严密，有序推进土地整治 

项目的经费使用和管理严格做到“四个坚持”，即坚持实行项目专款专用、坚持按规定范围开支、坚持严把资金流转渠道，

实行“一支笔”审批，“六签字”程序(由项目监理单位、业主单位技术人员、业主单位项目负责人、自然资源分局技术人员、

自然资源分局项目负责人、县级指挥部指挥长)、坚持项目资金决算审计制度。 

4.2加强质量控制，推进项目实施 

由政府管理者、工程设计方、工程建设者、工程监理和农民代表五方组成的建设阶段质量控制与检查人员架构。一是“人

员”施工质量控制。业主方、监理方和施工方共同制定质量检查体系：施工单位技术员自查—现场监理复查—改建办、项目办

不定时检查—实行“日通报，周调度”模式—村民监督与举报。二是“材料”施工质量控制。按施工计划安排和总体工程材料

预算表，编制“物资申请计划”和“物资采购计划”，经项目经理审批后实施。采购后的材料由监理单位对材料进行现场检验

和认证，未合格的材料一律不准用于工程上。 

4.3打造土地整治工程样板，提高工程质量与工作效率 

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自然资源局、业主单位和监理单位研讨，依照设计图纸相关规范标准、图集制定详细的样板引路方

案，共同制定土地整治施工工程样板规范。然后对施工方工作人员进行集中培训，业主方、监理方必须全程监督实施，保证按

照样板规范及方案实施制作。通过样板引路，不仅避免施工质量问题，而且降低施工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 

5 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总之，贵州省赫章县兴发乡兴发村等村土地整治项目完成预期建设任务，建设成效明显。在耕地质量改良、水土保持、景

观生态修复等生态领域效果显著；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农民参与度和控制工程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项目彰显了

土地整治项目“兴地”和“惠民”的实际效果，落实土地整治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为土地整治建设、耕地保护、粮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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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方面、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农民参与度、资金管理和工程质量控制等工作提供依据，同时也为今

后强化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建设后的管护和利用、有序开展土地整治工作以及工程施工质量与进度的控制提供可宣传、可推广的

的经验。 

5.2建议 

以土地整治项目为平台，整合多部门相关涉农资金，集中投向项目区，最大限度地发挥项目资金综合效益和叠加效应；同

时健全部门协调机制，明确总协调主体，避免多头管理，造成力量分散。为确保土地整治项目持续发挥最大价值，需因地制宜，

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管护标准和具有实用性的监测体系，完善项目区工程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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