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防+技防
强化执法督察监管“ 六 山 一 水 两 分 田 ，一 分 道 路 和 庄

园”，人均耕地少、后备资源不足，是我省

耕地保护的基本省情，守住耕地红线的

基础尚不稳固。为拧紧“安全阀”，严守

耕地红线不放松，我省在“三区三线”划

定中，坚持把耕地保护摆在优先位序，按

照“应保尽保、应划尽划”原则，全面落实

《全 国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纲 要（2021-2035
年）》确定的耕地保护目标和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任务，并逐级分解带位置下达到

县（市、区）。

——严控建设占用，严格落实耕地

用途管制。我省要求各地在建设占用土

地时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在全国率先

实行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持续推

进消化批而未用土地专项行动。将节

约 集 约 用 地 情 况 纳 入 全 省 设 区 市 、县

（市、区）综合考核、开发区考核，推动节

约集约用地，减少占用耕地。建立重大

项目前期工作会商协调机制，全省自然

资源部门提前介入、深度参与项目选址

选 线 工 作 ，引 导 用 地 单 位 科 学 合 理 选

址，少占、不占耕地，尽量避让永久基本

农田。今年，我省在“节地增效”行动的

基础上再升级、再加码，深入推进用地提

质增效。

——统筹保护与发展，严格落实耕

地占补平衡。全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在严守耕地红线的同时，以强有力土地

要素保障，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对依法批准的非农建设占用耕地，

从严落实“先补后占”“占一补一、占优

补优、占水田补水田”的占补平衡要求，

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和开发等方式补充

耕 地 ，实 现 建 设 占 用 耕 地 占 补 平 衡 有

余，有效保障了全省各类项目建设用地

需求。

——强化动态监管，严格落实耕地

进出平衡。对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及农

业设施建设用地的，严格落实耕地“转一

补一”的年度进出平衡要求，除国家安排

的生态退耕、自然灾害损毁难以复耕、河

湖水面自然扩大造成耕地永久淹没等情

形外，必须补足同等数量、质量的耕地。

通过组织开展耕地动态监测、耕地流出

问题排查整改等措施，严格管控耕地转

为其他农用地。全省连续两年实现耕地

总 量 净 增 长 ，2023 年 较 2022 年 净 增 长

8.54 万亩，全省粮食产量连续 10 年稳定

在 430 亿斤以上，为实现稳产保供提供

了基础保障。

——聚焦长效长治，建立完善耕地

保护政策体系。构建了以《关于加强耕

地保护的意见》为核心，以《江西省补充

耕地指标交易管理办法》《关于推进建

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土壤剥离

利用工作的通知》《江西省设施农业用

地管理办法》等为配套的耕地保护“1+
N”政 策 体 系 ，我 省 耕 地 保 护 新 格 局 基

本形成。为实现补充耕地指标交易公

开公平公正，防止社会资本充当“指标

掮客”等腐败问题，建立全省补充耕地

指标网上交易平台。目前，该平台共完

成 13宗指标交易。

① 樟树市店下镇枫林村 3500 亩
高标准农田丰收景象。

② 全南县龙源坝镇寨下村，一辆
插秧机穿梭在“旱改水”项目田间来回
作业。

③ 湖口县武山镇万亩水稻高产田。

④ 瑞金市谢排村的低效旱地，在完
成“旱改水”后，农民喜获丰收。

⑤ 九江市柴桑区江州镇万亩麦田
喜获丰收。

⑥ 莲花县吉内得国家稻田公园呈
现一派丰收景象。

图片说明

严格政策
牢牢守住耕地红线

我 省 地 貌 以 山 地 、丘 陵 为

主，适宜耕种的耕地后备资源从

哪里来？在各地充分利用未利

用地进行耕地开发的基础上，全

省自然资源部门联合农业农村、

水利、林业等部门整合政策、积

极挖潜，对可适宜恢复和垦造为

优质耕地的资源进行统一规划，

建立储备耕地机制，划定补充耕

地储备区，采取多元化措施拓展

补充耕地途径。

曾经位于金溪县石门乡公

塘村的橘子示范区变成了废弃

园地，面积达 250 余亩。该地块

集中连片，土壤条件较好，是补

充耕地绝好的后备资源，当地对

其实施了土地开发项目。去年，

项目区内种植水稻 190 余亩，亩

产约 1000 公斤，实现产值 30 余

万元。在蜜橘之乡——南丰县，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大力实施

“ 退 橘 还 田 ”工 程 ，推 动 林 果 上

山，将山下的橘树尽量调整上山

上 坡 ，将 山 下 的 橘 园 垦 造 成 耕

地。为确保群众利益不受损，充

分调动橘农参与积极性，当地按

照 每 亩 400 元 的 奖 补 标 准 打 包

给乡镇用于奖补橘农，并联系种

粮大户和农业公司与村集体签

订土地流转协议，让群众长期享

受土地流转收益。自实施“退橘

还田”工程以来，南丰县恢复耕

地面积 2.85万亩。

会昌县积极探索产学研一

体化的矿山生态修复补充耕地

模 式 ，采 用“ 政 府 主 导 、国 企 建

设、综合治理、收益共享”机制，

引进中国电建集团江西省水电

工程局有限公司和江西应用技

术 职 业 学 院 科 技 产 业 有 限 公

司，合作推进 94 个废弃矿山点

生 态 修 复 治 理 ，将 矿 山 生 态 修

复与农业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村 居 环 境 提 升 改 造 有 机 融 合 ，

项 目 实 施 后 新 增 水 田 392.68
亩、旱地 310.65 亩，实现了社会

效 益 、经 济 效 益 和 生 态 效 益 的

有机统一。

寸土必惜 拓宽补充耕地途径

“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

是良田。”我省一方面充分挖掘

补充耕地潜力，另一方面想方设

法提高耕地质量。积极探索建

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土

壤剥离 再 利 用 制 度 ，研 究 出 台

《推进依法批准非农建设项目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土壤剥

离再利用工作的通知》，对重大

建设项目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的，实施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

用工程，剥离的耕作层土壤优先

用于新开垦耕地、劣质地或其他

耕 地 的 土 壤 改 良 ，实 现 耕 地 地

力、产量、效益三提高。去年，全

省共剥离耕作层 43万立方米，再

利用 22万立方米，有效提升耕地

质量。

安福县将 1.8 万立方米的耕

作层剥离，用于谷源山林场土地

开发项目新增水田地块的土壤

改 良 ，垦 造 出 优 质 水 田 85 亩 。

目前，该地块由林场下岗职工承

包耕种水稻，已连续三年实现丰

产丰收。

土地整治和土地开发项目是

撬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一个

新支点，对耕地进行提质改造是

工程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省

各地通过综合实施田间道路工

程、农田水利工程、土地平整工

程、生态修复工程等，全面提升农

业生产基础条件，提高耕地质量

等级，实现农作物增产增收。

丰城市荣塘镇张坊村“旱改

水”土地整治项目，通过亩均增

施农家肥 110 公斤、绿肥和秸秆

过 腹 还 田 、压 青 等 土 壤 改 良 措

施，最大程度地改良了当地土壤

结构，增加土壤肥力。信丰县对

近 700 亩 土 壤 沙 化 无 法 储 水 的

地块采用客土培肥、引水灌溉等

工程措施进行改良提升，达到水

田耕种条件。

补充耕地项目效能能否得

到充分发挥，重在后期管护。为

确保全县新造耕地不出现耕地

撂荒、非农化、非粮化现象，于都

县要求项目区所在乡镇签订管

护协议和责任书，落实管护、耕

种责任，根据验收地类分别种植

水稻、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

草饲料，确保作物长势良好；同

时，成立督察组，对项目区种植

作物种类、耕种率、作物长势、水

田水量、旱地田垄耕作纹理等情

况 适 时 开 展 专 项 督 察 并 问 责 。

石城县对补充耕地项目后期管

护的责任主体，分 3 年分别给予

每亩 1000 元、1500 元、2500 元的

栽种奖励，极大地调动了各责任

主体工作积极性，有效形成了补

充耕地项目后期管护长效机制。

多点发力 着力提升耕地质量

“粮 食种得多、种得好，

还有奖励。”今年，南城县

在全县粮油生产暨水稻

制种工作动员大会上，

对 去 年 粮 食 生 产 中 双

季稻种植先进个人、杂

交水稻制种先进个人

颁发了证书及进行现

金奖励。

“ 为 防 止 耕 地 流

失，就得让保护耕地的

群众获得实惠。”省自然

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为防止新增

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和水田当

旱田种等情况的发生，全省不

少自然资源部门与合作社签订

合同，统一流转经营新增耕地，

确保“耕地姓耕、水田姓水”。

在我省，不少地方还采取

了动员农户复种、村集体代耕

代 种 、托 管 服 务 等 方 式 ，引 导

各县（市、区）将良田用于粮食

生产。比如，吉安县采取个人

承包、村委会兜底耕种等方式

解决耕地撂荒问题，对愿意耕

种的，签订管护耕种合同进行

耕种管护，按照合同直接拨付

管 护 资 金 ；对 不 愿 意 耕 种 的 ，

由 施 工 方 或 村 委 会 按 补 助 标

准负责耕种和管护 3 年，然后

再 将 已 耕 种 的 熟 地 移 交 给 农

户，确保每个地块都有耕种主

体。贵溪市由农粮部门牵头，

负 责 指 导 农 作 物 特 别 是 旱 作

物的种植，确保种植的农作物

有收成。乡镇与农投公司、种

粮 大 户 、农 户 签 订 管 护 协 议 ，

提 供“ 全 程 托 管 、菜 单 式 环 节

托 管 、关 键 环 节 综 合 托 管 ”等

土地托管协议，进一步保障农

作物耕种质量。

当前，由于种粮收益比较

低，我省仍有不少地方存在耕

地上种植脐橙、蜜柚、油茶等经

济作物的非粮化现象。耕地流

失容易，要补回来却很难。对

此，我省在去年开展了为期一

年的耕地保护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整治，严格管控耕地转为林

地、园地、草地等其他农用地及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严肃整治

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通过

整 治 ，全 省 恢 复 耕 地 10.17 万

亩；增加补充耕地指标 9.92 万

亩、水田指标 10.45 万亩。我省

专项整治做法和成效获得中央

有关部门的认可。

多管齐下 良田必须用来种粮

作 为“ 乡 级 田 长 ”，瑞 昌 市 洪 一 乡 乡 长 高

兴 柏 每 月 都 要 下 到 田 间 地 头 ，看 看 有 没 有 耕

地被占用或撂荒。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和粮

食安全底线，去年 4 月，瑞昌市将 28.77 万亩耕

地保护红线，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全面

覆盖、责任到人”原则，纳入网格管理，构建起

市 、乡 、村 组 三 级“ 田 长 制 ”组 织 体 系 ，对 违 法

占 用 、破 坏 耕 地 现 象 进 行 无 死 角 巡 查 监 管 。

其中，市、乡（镇）“田长”均由当地党政一把手

担 任 ；村 组“ 田 长 ”发 现 违 法 占 用 及 破 坏 耕 地

行为，须在 1 小时内上报情况并及时处置。瑞

昌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李琪介绍，目前，该市

正 在 开 发“ 田 长 ”移 动 巡 田 APP，待 移 动 巡 田

APP 正 式 上 线 运 行 后 ，“ 田 长 ”可 通 过 移 动 巡

田 APP 定 期 上 传 巡 田 记 录 ，再 由 市 、乡（镇）、

村 逐 级 督 促 整 改 。 APP 后 台 将 每 天 为 各 级

“ 田 长 ”推 送 遥 感 监 测 疑 似 图 斑 ，村 级“ 田 长 ”

现 场 核 查 后 即 反 馈 结 果 ，可 以 实 现 耕 地 保 护

高效监管。

“如果单依靠人工巡查耕地，容易存在疏

漏，效 率 低 下 ，难 以 做 到 全 面 精 准 覆 盖 。”九

江 市 为 尽 早 发 现 问 题 ，依 托 自 然 资 源 综 合

监 测 应 用 平 台 ，综 合 运 用 卫 星 遥 感 、铁 塔

视 频 、无 人 机 、地 面 巡 查 、互 联 网 舆 情 和 群

众 上 报 的“ 空 天 地 网 ”立 体 化 监 测 网 络 ，动

态 监 测 监 管 耕 地 上 的 各 类 占 用 行 为 ，为 促 进

“ 源 头 严 防 、过 程 严 管 、后 果 严 惩 ”提 供 了 科

技 依 据 ，全 力 防 范 占 用 、破 坏 耕 地 的 违 法 行

为 。 截 至 目 前 ，洪 一 乡 已 累 计 识 别 疑 似 耕 地

类 问 题 线 索 2600 余 条 ，发 现 并 处 置 耕 地 问 题

线索近 2000 条。

为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耕地，我省

建立了遏制违法建设占用耕地行为的“五项机

制”，充分运用多元技术手段，构建“天、空、地、

网”一体化自然资源综合监测体系，加强卫片

执法、耕地监测和日常巡查监管，对新增违法

建设占用耕地问题早介入、早发现、早制止，严

厉查处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建立违法用

地 预 警 提 示 机 制 ，持 续 开 展 农 村 乱 占 耕 地 建

房、违建“大棚房”、侵占耕地挖湖造景等重点

敏感问题专项整治，有效遏制违法占用耕地的

行为。去年，卫片执法发现全省新增违法占用

耕地面积较 2021 年下降 78.86%，自国家开展土

地卫片执法全覆盖以来，我省连续 15 年实现国

家层面“零约谈”“零问责”。

今 天 的 耕 地 ，就 是 明 天 的 饭 碗 。 我 省 自

然 资 源 部 门 将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聚焦

“ 走 在 前 、勇 争 先 、善 作 为 ”的 目 标 要 求 ，以 更

大 决 心 、更 实 措 施 、更 新 创 举 ，持 续 加 强 耕 地

保 护 ，强 化 耕 地 数 量 、质 量 、生 态“ 三 位 一 体 ”

保护，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以耕

地 高 水 平 保 护 服 务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为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

④④

⑤⑤ ⑥⑥

（图由江西省自然资源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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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鄱阳县侯家岗乡的田野
里，农民抢抓农时，放水、打田，呈现出一
派繁忙的景象。这里曾是一片旱地，去
年经过“旱地改水田”土地整治项目建
设，今年种上了大片水稻，预计可增加
粮食产量22.37万公斤。

粮安天下，耕保为先。耕地保护
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全国粮食主
产区之一，我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保
护耕地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新发展
理念，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强
化耕地用途管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防止非粮化，严守耕地红线，全省
耕地总量连续两年实现净增长，为端
牢中国饭碗贡献江西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