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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乌蒙山区域“兴地惠民” 

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建设成效分析 

——以毕节试验区威宁子项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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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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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威宁自治县自然资源局，贵州 威宁 553100； 

2.贵州科学院山地资源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01； 

3.贵州省土地绿色整治工程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为掌握贵州省乌蒙山区域“兴地惠民”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建设成效，以毕节试验区威宁子项目为例，

采用调查法实证研究项目成效。调查显示，毕节试验区威宁子项目实施以来，在改善项目区生产生活条件、保护耕

地资源、生态修复、助推扶贫攻坚等方面产生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着农民参与积极性不够高、土地协调工作压力

大、部门统筹协调不足等问题，需着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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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以实施中央支持的土地整治重大工程为抓手，协调人口与资源矛盾，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障区域

粮食安全，培育优势农业产业增长点，推动乌蒙山区域扶贫攻坚工作开展，实现区域跨越式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于

2012 年 5 月启动贵州省乌蒙山区域“兴地惠民”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建设范围涉及遵义市威宁县、习水县、赤

水市，毕节市七星关区、大方县、黔西县、织金县、纳雍县、威宁彝族回族自治县、赫章县和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等 10个县

(市、区)和 1个镇的 16个项目片区，于 2018年 7月 21日获得自然资源部的批准，贵州省威宁自治县草海镇和双龙乡土地整治

项目是其中一个子项目。 

本项目的建设与民生问题、耕地保护问题、生态问题、农业转型发展问题息息相关。项目以打造“高效、生态、绿色、现代”

农业园区为目标，通过工程措施、生物措施改善区域基础设施条件，建设良好生态栖息地，建设水土保持工程，并配套景观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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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总体打造生态旅游观光农业，带动农业产业转型发展，实现农民经济收入提高、农民生产生活环境改善、生态屏障功能恢

复，从而保障可持续发展。开展项目成效综合分析，检验项目实施效果，以期为其他同类项目提供参考借鉴。 

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乌蒙山区域位于我国大西南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结合部，属于典型的高原山地构造地形，是长江和珠江流域重要的

分水岭，喀斯特地貌独特，少数民族聚集，生态地位突出。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乌蒙山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但由于经济、历史、自然等多方面原因，地方经济发展仍存在较大困难，在

全国 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中贫困情况最为复杂，是我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威宁自治县位于乌蒙山腹地，是贵州省

的西大门，贫困问题突出，耕地过度开垦严重，生态环境脆弱。 

项目区位于位于威宁自治县草海大坝内，涉及 2 个镇 5 个行政村，临近威宁县城水源杨湾桥水库，距离草海国家级生态保

护区 3km，距离县城 10km，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但却是集聚贫困、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基础设施落后等为一体的发展中地

区。区内海拔高度在 2175.98m～2405.39m 之间，总体地势西南面最高，西面中部及东面最低。地貌类型属于高原面缓丘盆地，

是威宁自治县的主要种植业基地。年平均气温 10.4℃，无霜期较短，日照多，辐射强，光质好，气候温凉宜人。是一个多人口、

多耕地的综合农业区，是草海保护区、杨湾桥水库、威宁县城的生态屏障区，是威宁县城有机农产品种植供应区。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以威宁子项目实施方案、工程结算资料、竣工验收报告、竣工复核报告等资料为基础，在项目建设前、中、后期

深入实地踏勘、走访调研，掌握项目建设总体情况。 

2.2研究方法 

依据国家、地方有关土地整治重大工程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通过规范工程建设成效评估的内容、原则、方法、工作

程序和成果，结合工程特点采用适当方法评估该工程在经济、社会、生态和资源环境各个方面的成绩和效果。具体方法如下： 

(1)目标比较法： 

通过对项目建设完成的主要任务与计划目标相比较，以及对项目设定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客观地评价各项任务

完成情况。 

(2)资料查阅法： 

通过收集重大工程子项目立项、规划设计、工程实施、验收等项目资料，以及当地统计年鉴、县志等相关资料，获取评估指

标的数据。 

(3)问卷调查法： 

对于满意度等关系到项目区内利益相关方的事项，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获取原始数据，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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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地访谈法： 

对子项目区进行现场勘察、问询相关单位(人员)或当地村民的方法，获取基础信息数据。 

3 结果与分析 

3.1建设成绩分析 

本项目为国家级项目，总投资为 11365.78 万元，资金来源于财政资金，其中中央总投资 7600 万元，地方资金 3765.78 万

元。项目总建设规模为 2358.1522hm
2
，新增有效耕地 26.8905hm

2
，建设高标准农田面积 1822.2490hm

2
，耕地利用等别平均提高 1

个等级(耕地质量等别由项目实施前 11.7等提高到 11 等)，新增粮食产能 1774.45t。项目区共有 25424 人，项目区受益贫困人

口 5571人，参与项目实施的贫困人口 495人，项目实施后，将实现项目区贫困人口一得优质耕地 290.6hm2；二得劳务收入 375.01

万元；三得农田基础设施 9916.53万元。 

3.2建设效果分析 

3.2.1改善耕地资源条件，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项目实施前，项目区内耕地面积总计 1825.32hm2，根据《威宁县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分析报告》，项目区以 12等耕地

为主，占耕地总面积 78.46%，其次为 11等耕地，占耕地总面积 17.85%，13等耕地最少，占 3.69%，相比全国耕地平均质量等别

9.96 等，耕地等级还处于更低的水平；中等耕地为 11 等和 12 等，占耕地总面积 96.31%，13 等耕地为低等耕地，仅占 3.69%，

占比例较少。项目区土地生产效益低，尽管人均耕地面积达 0.14hm2/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09hm2/人，然而粮食耕地年单产仅

为 1.8t/hm2，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5.38t/hm2，人均粮食拥有量 0.33t/人，同样低于 0.44t/人的全国平均水平。 

项目实施后，一是增加了耕地面积，新增有效耕地面积 26.8905hm2；二是提高了耕地质量，建设高标准农田面积 1822.2490hm2，

通过大力配套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以及耕作层剥离利用等措施，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提高土地生产率，整治后

耕地质量提升 1 个等别，新增粮食产能 1774.45t。通过土地整治，实现了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人文“四位一体”保护，切

实提高了项目区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3.2.2加强基本农田建设，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通过项目实施，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了农业增长方式由资源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而促进形成了农业企业和农

业合作社。项目区将以生产优质、特色的农产品为主，推进种植业结构优化升级，全面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向无公害、绿色

食品基地方向发展，增强市场综合竞争力，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通过耕地流转给农业企业或合作社用于种植经济作物，有

效助推了农业产业化构建和结构性调整，夯实了当地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基础，实现转型后的农户经济收入是原来的 2倍

以上。水潮村整治后促进形成了响水合作社、威宁县艳隆生态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中海村整治后促进形成了八一、普创合作

社、开心农业、九新、利永升和金丰公司，目前种植了白萝卜 33.3hm2、莲花白 33.3hm2、豌豆尖 33.3hm2、香葱 146.7hm2、西兰

花 86.7hm
2
。形成了“公司+合作社+合作社”“公司+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基地+农户”等多种经营模式，以企业带动村集体

经济，开展订单式生产，解决了曾经让农户头疼的销路问题。合作社多采用“村民+贫困户”的经营方式，合作社的资金来自村

民自筹，经费不足再贷款，贫困户以土地入股，最后采用分红方式取得收益，从而推进“三变改革”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了让农

民在获得分红和劳务报酬的同时，向新型农民、职业农民、技术农民转变。 

3.2.3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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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属于长江流域金沙江水系白水河小流域，生态地位重要，然而区内植被覆盖率低，森林覆盖率仅为 8.65%，过度垦殖，

加之区内农田防护与生态保持设施严重缺乏，现状道路、灌排设施缺乏乔木、灌草等防护植被，道路及沟渠边坡垮塌、冲刷、侵

蚀等现象严重，沟蚀程度强烈，水土流失逐年加剧，水土流失面积达 1025.73hm
2
，生态环境及景观破坏程度大，土地质量年年下

降，项目区坡地生态屏障功能丧失，坝地区的精华价值难以发挥，土地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项目通过科学合理地布设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构建绿色生态廊道，生态防护林，连接现有的林地即生物栖息地，

构建绿色生态网络，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发挥坡地的生态屏障功能，坝地的资源优势，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发展。项目新建防护林

87590m、鱼鳞坑 15707座、编柳谷坊 155座、石笼谷坊 84座，新建截流沟 565.15m、道路挡土墙 6468.88m。 

3.2.4增加农民有效收入，助推扶贫攻坚。 

通过项目实施，推动了项目区耕地流转、农业产业发展和农业企业入驻，有效改变了项目区村民收入结构，提高了村民收入

水平，村民实现“三得”。 

一得优质耕地，提高了村民资产性收入。一方面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加了耕地面积，提高了耕地质量及粮食产能，建成高标准

农田面积 1822.2490hm2，新增粮食产能 1774.45t，直接增加了农民种植收入；另一方面，项目的实施完善了农田基础设施，增

加了招商引资吸引力，促进了耕地流转，增加了土地租金收益。 

二得农田基础设施资产，增加村民资源性收入。一方面高标建设完善了农田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田间灌溉用水和

运输等生产成本平均降低了 10%左右，间接提高了农民收入；另一方面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善了农田灌排、运输等生产运输条件，

促进了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农业投入产出比提高，直接增加了农民种植收入。 

三得劳务收入，提高了农民工资性收入。一方面村民直接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施工，直接获得劳务性收入；另一方面，耕地

流转给现代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后，村民获取长期就业机会，增加了村民当地务工收入。 

3.2.5创新“土地整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助力乡村振兴。为此，项目结合乡村振兴对土地整治的诉求，实施“土地整治+”，助力乡村振兴。 

依托青山绿水天然资源禀赋，结合“土地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土地整治+农业园区建设、土地整治+生态修复及建设”等思

路，按照各业共建、功能整装、优势互补、多规合一、共同打造的思路，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业产业、乡村整治、生态保护、

景观建设等有机结合，立足于项目区自然风光特色，总体突出“全域规划、精细设计、综合整治”，坚持山、田、水、路、林、

村、人综合整治，促进农村全面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4 问题与建议 

纵观项目全流程实施情况，梳理出项目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切实可行的相关建议，以期为其他土地整治项目提供参考和借

鉴。 

4.1号召农民参与积极性，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 

农民参与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建议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土地整治宣传，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对土地整治规划、土地整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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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计划和土地整治实施效果等进行广泛宣传，提高全社会对土地整治的认识，增强民众对土地整治实施成效的认可。深入开展土

地基本国情和国策教育，加强土地整治法规和政策宣传，提高群众对土地整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新农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中重要作用的认识。树立依法、依规进行土地整治的观念，增加公众参与和监督意识。组建项目区村民

代表小组，参与土地整治工作的申报、现场踏勘选址、规划设计、招投标、工程质量监督和竣工验收等，保证土地整治工作符合

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积极鼓励农民参与，提高农民参与的技术水平，使其能够充分表达所需，奠定农民在土地体质改革的主体

地位，发挥最大效应。 

4.2合理协调工程用地，吸纳公众参与 

因土地整治项目工程建设占用土地、青苗等无补偿款，工程建设占用土地、青苗等由村民自愿无偿提供，土地协调工作存在

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工程总体进度。土地整治是一项惠民工程，做好项目实施前的宣传是开展项目基础，工程占地协调工

作量较大，村支两委通过村民大会、农村赶集日做好土地整治相关政策宣传。政府牵头与当地生态畜牧业园区协商，并遵循老百

姓的意愿，按合理的价格统一收购种植青苗，农民利益不受到损失，确保农民利益最大化。以群众施工经验情况划分工程实施小

组，采取具备施工经验人分段包干施工方式建设项目工程。项目施工要多方听取意见，尤其是项目区群众意见，成立村委牵头群

众参与的群众监督小组，鼓励群众参与工程监督，积极提出意见。 

4.3统筹机制，形成部门合力，加强规划衔接 

各部门统筹协调还有待加强，建议按照“统一规划、集中成片、分块实施”的原则，加快推进土地整治整体规划，做好与农

业发展、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的协调衔接。以土地整治项目为平台，加强各项涉农资金的整合，

按照“渠道不变，管理不乱，集中投入，各计成效”的总体要求，整合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农村公路建设、扶贫开发等相

关涉农资金，集中投向项目区，最大限度地发挥项目资金的综合效益和叠加效应。建立健全部门协调机制，明确总协调主体，避

免多头管理，造成力量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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