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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仁和区 2022 年度耕地

保护工作方案》的通知

攀仁府办〔2022〕58 号

各乡（镇），区政府各部门，省市驻区各单位，各企事业单

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 2022 年度耕地保护工作方案》已经

区委、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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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仁和区 2022 年度耕地保护

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各级党委、政府关于严格耕地保护的决策部

署，以牢牢守住耕地红线、确保长期稳定利用耕地不再减少

为目标，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化”，稳定

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确保仁和区省级乡村振兴先进区

创建专项工作顺利完成。现结合仁和区实际制定如下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各级党委、政府关于耕地保护工作的指示精神和任务部

署，坚持实事求是、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风险意识，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化”，提升耕地质量，

确保仁和区耕地面积稳步增加。

二、工作任务

（一）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定仁和区 2022 年度耕地

保护党政同责目标考核方案，按照国家、省、市部署，分解

下达带位置的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对

各乡镇和区级有关部门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工作进行明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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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以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数据为依据，着重对各乡镇现状耕

地流入流出情况进行考核。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区分局

配合单位：仁和区年度耕地保护党政同责目标考核方案

涉及的各乡镇、区级部门

完成期限：在市级方案印发后 1 个月内出台区级考核方

案，考核在 2023 年 2 月底前完成。

（二）流出耕地有序恢复。对于自然资源部门开展的耕

地综合监测，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2 月以及 2022 年度后续

发现的流出耕地，属于“非粮化”现象的，由区农业农村局及

时分解下达至各乡镇；“非农化”现象的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仁和区分局及时分解下达至各乡镇。各乡镇立即组织开展

耕地恢复工作，恢复完成后及时上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

和区分局，在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中对地类进行对应调整。

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配合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区

分局

完成期限：耕地恢复工作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调整按上级要求时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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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土变更调查日常变更工作。根据省自然资源厅

要求，自 2022 年起开展日常变更工作。对于日常变更中发

现的耕地“非农化”现象，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区分局

决定立案查处或分解下达至各乡镇；对于日常变更中发现的

耕地“非粮化”现象，由区农业农村局及时分解并下达至各乡

镇。各乡镇收到下发信息后，立即组织开展耕地恢复工作，

待恢复完成，及时上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区分局，在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中对地类进行对应调整。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区分局

配合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完成期限：耕地恢复工作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调整按上级要求时限进行。

（四）严格落实耕地“进出平衡”。严格落实中央、省、

市“以进定出、进大于出、优进劣出”原则，确保可以长期稳

定利用的耕地不再减少。对一般耕地转为其他类型农用地及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的，除生态退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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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应根据耕地保有量

目标任务落实耕地“进出平衡”。

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配合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区分局、区农业农

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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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期限：长期。

（五）加强耕地农业用途管控。按照耕地利用优先序，

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发展粮食产业，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

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农业农村部

门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土地集中连片耕种，所实施的

高标准农田应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并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严控

耕地流出为其他农业用地，设施农业项目选址应尽量不占或

少占耕地，避让用于占补平衡的新增耕地，严禁新增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建设破坏耕作层的有关种植、养殖业设施。

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

配合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区分局、各乡镇人

民政府

完成期限：长期。

（六）有序推进撂荒地利用。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关

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推进撂荒

耕地的利用。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强化政策

扶持、加强指导服务和宣传、规范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

等多种方式，改善撂荒地耕种条件，引导农民复耕撂荒地，

有序推进撂荒地利用。

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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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完成期限：长期。

（七）科学规划统筹。认真按要求开展“三区三线”划定，

优先将耕地保护和永久基本农田落实到空间规划“一张图”

上，在此基础上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能交水重大项目及其他

建设用地布局，从源头上减少占用耕地。各乡镇编制乡村国

土空间规划时，要以“三区三线”成果为准绳，促进资源合理

聚集，引导农房和公共基础设施等农村建设不占或少占耕

地。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严禁通过擅自调整规划规避永久

基本农田。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区分局

配合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完成期限：长期。

（八）认真落实督查督办意见。对于上级有关部门对耕

地保护专项督查提出的意见，纳入耕地保护党政同责考评内

容，按省级督查反馈问题整改验收标注及核销办法，多部门

联动认真落实整改。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区分局

配合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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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期限：长期。

（九）认真落实耕地保护有关文件精神。认真贯彻落实

《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工作目标任务及考评细则》《防止耕地

“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重点任务清单》《仁和区坚决制止耕

地“非农化”行为任务分工》《攀枝花市仁和区鼓励发展水稻

生产十条措施（试行）》等耕地保护有关文件精神。各乡镇

要通过加大耕地保护重要性宣传、引导鼓励种植、及时恢复

耕地流出土地等各种方式，严控耕地用途，全力保证各自辖

区内不再出现耕地净流出现象。

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配合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区分局、区农业农

村局。

完成期限：长期。

三、保障措施

（一）全面推行“田长制”。待省级“田长制”制度印发后，

按要求建立区、乡、村三级联动全覆盖的耕地保护网格化管

理体系，层层压实耕地保护责任。

（二）加大综合执法监督力度。各部门执法队伍要严厉

打击非法占用耕地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于乱占耕地建房、挖



- 8 -

湖造景、“大棚房”问题及时查处并复垦，强化案件和线索移

送机制，严肃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

（三）争取有关资金。各部门应加强与上级对口部门的

沟通，积极申报，争取高标准农田、土地整治等耕地保护有

关项目的投资。探索社会资本投资机制，多方争取资金支持，

提高仁和区耕地质量与数量，缓解耕地保护压力。

（四）开展引导宣传。各部门、各乡镇要加强自我学习，

提高认识，利用下乡、赶集、“全国土地日”等机会，采用各

种方式和渠道加强对群众宣传教育。充分发挥新闻监督和舆

论导向作用，对典型案件的查处进行公示，营造全民保护耕

地、坚守粮食安全底线的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