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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工作的意见
攀仁府〔2016〕72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坚守耕地红线、确保实

有耕地面积基本稳定、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和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等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现就我

区耕地保护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高度重视，严防死守耕地红线

（一）充分认识耕地保护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耕地是我国最

为宝贵的资源，保护耕地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对维护社会稳

定、促进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耕地保护工

作作出重要批示，提出：“必须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

保护好，绝不能有闪失，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近年

来，我区通过严控建设占用耕地、强化基本农田保护与建设、大

力推进土地整治等措施，有效保护了耕地，提高了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但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匮乏、占补平衡任务艰巨的基

本区情没变，耕地保护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各乡镇、区属各部门



- 2 -

要充分认识耕地保护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将耕地保护作为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强化责任意识、忧患

意识，坚持保护优先、节约集约利用，以更加扎实的措施确保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地生根”。

（二）切实履行耕地保护责任。各乡镇、区属各部门要按照“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要求，把

耕地保护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区、乡镇、村三级层层签订耕地

保护责任书，层层明确目标，层层落实责任，严守耕地红线。各乡

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

本行政区域内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负总责；区国土资源

部门主要领导是耕地保护的主管责任人，要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执

行力，确保耕地保护各项政策措施和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区发改、

农牧、监察、财政、住建、规划、林业、交通、水务等部门是耕地

保护的共同责任人，必须切实履行好各自职责，形成合力；依法享

有耕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耕地承包经营人，应承担起保

护和合理利用耕地的义务，坚决制止和杜绝撂荒、闲置、改变用途

及其他破坏耕地的行为。确保我区完成耕地保有量14675 公顷和基

本农田面积12277 公顷的目标任务。

二、加强管控，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

（一）强化规划计划管控约束作用。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的整体管控作用和年度计划的约束作用，强化用途管制，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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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节约集约。坚持农地农用，农业结构调整不得改变耕地用途，

严禁以农地流转之名违规搞非农业建设，不得以发展生态观光农

业为名在基本农田范围内种植非农作物，严禁占用基本农田挖塘

养鱼、种植林果、建绿色通道及其他毁坏种植条件的行为。严格

控制设施农用地，设施农业用地要尽可能利用农村存量建设用地

和非耕地，不得占用基本农田。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分配与耕

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节约集约用地水平等相挂钩。对耕地

保护责任不落实、土地整治项目开展不力、节约集约用地水平不

高的乡镇，相应减少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尤其是占用耕地指标。

（二）严格建设占用耕地审批。严格执行占优补优、先补后

占规定，引导建设不占或少占耕地，确需占用耕地的应避开质量

等级较高的耕地，并采取措施对耕作层土壤进行剥离再利用。强

化建设用地预审，严格项目把关。预审时需提出补充数量质量相

当的耕地的安排，并作为通过预审的必备条件，补充耕地达不到

规定要求的，不得通过审查。各乡镇要加强宅基地管理，严格按

照 30 平米/人标准（5 人以上按 5 人计算）审批宅基地，控制农

村居民点建设用地总量。因地质灾害搬迁、子女合理分户、重点

项目建设征占等原因需新申请宅基地的，各乡镇要提前谋划、积

极引导、科学选址，严禁占用基本农田。新宅基地上房屋建好后，

要督促农户将旧宅基地复耕，确保“一户一宅”政策得到落实。

（三）促进各类建设节约集约用地。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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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见》（川办发〔2014〕

84 号）的部署要求，严控总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高效

率，综合运用规划调控、标准控制、执法监管等手段，全面推进

城镇、工矿、农村、基础设施等各类建设节约集约用地，切实减

少建设占用耕地，不断提升节地水平和产出效益。在具备条件的

地方对农村建设用地按规划进行区位调整、产权置换，促进农民

住宅向集镇、中心村集中，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居民点整合撤并和

小城镇建设。区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共同推动节约集

约用地工作。发改、经信等部门要对建设项目行业准入、投资规

模、投入产出强度等审核把关，从严监管；城乡规划部门要严格

核查建设项目开发建设强度执行情况；林业部门要严把占用征收

林地审核关；税务部门要探索建立城镇土地使用税与节约集约用

地相挂钩的税收调节机制；统计部门要对节约集约用地与经济运

行趋势进行统计分析；国土资源部门要严格土地执法，认真做好

建设用地批前审查、批后监管工作。

三、规范管理，坚持耕地数量质量并重

（一）严格划定和永久保护基本农田。各乡镇要按照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确定的基本农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任务，严格划

定永久基本农田，经划定的基本农田要上图入库、落地到户，实行

严格管理、永久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二）加大耕地补充和质量建设力度。健全耕地质量评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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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监测体系，开展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和补充耕地质量

等级评定工作。积极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增加耕地补充来源，

逐步开展全区耕地后备资源调查，有序推进工矿废弃地和采煤塌

陷地的复垦利用。强化后续培肥，切实提高补充耕地质量。各乡

镇要将本辖区内土地整治项目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列为

政府年度工作任务，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支持参与项目

建设，项目验收后要加强后期管护。

四、落实责任，严格耕地保护监管监督

（一）执行乡镇领导干部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离任审计制

度。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任期届满或因晋升、调任、转任及

其他原因离开领导岗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在经济责任审计时，

实施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一并审计。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对

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不合格、土地管理秩序混乱、年度管辖范

围违法占用耕地严重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依据《违反土地管

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

资源部令第 15 号）有关规定，启动党政领导问责制，对党政主

要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实行问责追究。

（二）加强违法查处，形成部门合力。加强对违反规划计划

扩大建设用地规模、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结构调整中大量损坏耕

地和基本农田等违法行为的执法检查。逐步建立区国土、区农牧

与区法院、检察、公安、监察等多部门的联动协同机制，形成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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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合力。充分发挥行政执法监管、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

督作用，构建全方位、多渠道、网络化的耕地保护监管体系。逐

步建立耕地保护社会监督员制度、协管员制度、群众举报信访制

度，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形成全区监管保护耕地的良好局面。

（三）加强耕地保护宣传教育。在开展常规宣传的基础上，

将耕地保护进党校、进课堂、进农村、进社区，增强全区的耕地

资源忧患意识；普及耕地保护法律法规，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

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增强全区保护耕地的共同责任

意识，让耕地保护蔚然成风。

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

2015 年 5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