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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自然资源和规划

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记者记者 汤智娟汤智娟 石晓晨石晓晨 通讯员通讯员 时时 逸逸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严守耕地红线强化耕地保护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严守耕地红线强化耕地保护

PINGHU ZIRANZIYUAN HE GUIHUA

C4 平湖版

激励性保护激励性保护：：建立建立““以奖代补以奖代补””新机制新机制
2020年年末，市耕地保护和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与生态修复领导小组根据新出台的《平湖市镇

（街道）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完成了对各

镇街道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并对考核结果

进行了通报，钟埭街道、广陈镇、新仓镇获评考核

优秀单位。“为鼓励先进，对于考核优秀的单位，我

们根据我市耕地保护以奖代补机制分别予以 80
万元、70万元、50万元的奖励，激励各镇街道以先

进单位为榜样，切实增强耕地保护工作的责任感

和紧迫感，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生态修复和耕地保护科副科长郑晓红介

绍说。

让保护耕地者不吃亏，让耕地保护优秀者得

表扬获实惠，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着力构建耕

地保护新格局的重要突破口。去年我市出台了

《平湖市耕地保护以奖代补机制实施办法》（以下

简称《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和健全耕地保护补

偿机制。与原耕地保护以奖代补实施文件相比，

新出台的《实施办法》按照耕地保护差别化补偿的

原则，增加了补偿资金按因素挂钩方式测算分配

额度，包括粮食生产保障、土地执法监察、土地整

治项目建设管护措施等，使得耕地保护目标落实

更加精准化、具体化。

在补偿模式上，新的耕地保护机制将普惠性

补偿与绩效导向激励相结合，最大限度调动耕地

保护主体的积极性。普惠性补偿是指按照一般耕

地面积和永久基本农田面积测算的基数金额考虑

考核挂钩因子系数，并根据全市基数比例浮动；激

励性补偿则是在当年度耕地保护补偿资金总额中

提留 500万元，专项用于安排给耕地保护工作表

现突出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持续激发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保护耕地的能动性。其中的 300万元，

用以激励耕地补偿挂钩因子评分最高的前十名村

级集体经济组织和当年度在耕地保护工作中被评

为“耕地保护先进组织”荣誉称号的村级集体经济

组织；其余200万元，将耕地保护前三名的镇街道

中所有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纳入激励性补偿范畴，

按照 80万元、70万元、50万元的奖励数额分别发

放至镇街道，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具体奖励数额由

所在镇街道统筹决定。

独山港镇韩家庙村耕地面积数量位居全市第

二，为保护耕地，村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去年在耕

地保护以奖代补资金挂钩因素考核中，该村一共获

得209万元的奖补资金，成为我市获得奖补资金最

多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普惠性奖励一共189万
元，获得‘耕地保护先进组织’荣誉称号20万元，加

在一起总共是 209 万元，占了村经常性收入的

42%。”说起耕地保护带来的收获，韩家庙村党委书

记马志华绽放着笑容，而更令他欣慰的是，耕地保

护以奖代补资金将为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开展

农田基础设施修缮、地力培养、耕地保护与管理等

与耕保直接相关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保障，也为实

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动力。

不仅是韩家庙村因为保护耕地获得了丰厚的

奖励，去年我市共足额发放耕地保护以奖代补资

金 6088万元，其中普惠性奖励总额 5588万元、激

励性奖励总额 500万元，惠及全市各个耕地保护

先进单位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涉及补偿面积为

一般耕地41万亩、永久基本农田36万亩。以奖代

补资金挂钩因素考核的实行，真正实现了“谁保

护，谁受益”的目标，充分调动了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保护耕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保障我市粮食

生产安全注入了有力的“强效剂”。

除了最暖心的奖补机制，也有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为加强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去年

我市还在全市范围内建立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田长制”，打造“永农保护”升级版。建立“田长

制”，重点是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落实到责任

人、责任地块和责任网格，着力加强永久基本农田

管控，多措并举实现永久农田保护责任全覆盖，形

成各镇街道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密切合作、分工

负责、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在年度耕地保护以

奖代补因子考核中，田长的责任落实情况和考核

情况都将作为重要依据，通过制度倒逼，进一步夯

实耕地保护责任，提高耕地保护主体的积极性和

有效性。”郑晓红说。

耕保补偿资金申报工作部署会耕保补偿资金申报工作部署会

耕保责任书签订耕保责任书签订

耕地，是民生之本，是发展之基，是粮食之母，以肥沃的躯体，养育着一方人。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有效保护好耕地，为子孙后代守牢“饭碗田”，让每一寸

耕地成为丰收的沃土，一直都是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坚守的重要使命与责任担当。

“我们始终秉承‘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的理念，因地制宜，加大耕地保护力度，切实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党委书记、局长徐海飞说。刚刚过去的2020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切实强化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落实，实施以奖代补激励新机制，加大土地整治力度，增强执法

监管能力，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构筑起坚实的资源基础和保障，交出了一份精彩的耕地保护答卷。截至去年年底，我市耕地面积42.087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36.172万亩，两项指数均高于省定保有量目标。

一个个成果数据的背后，不单是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夜以继日的辛勤耕耘和汗水挥洒，更蕴藏了一套源于实践、行之有效的耕地保护方法。

连绵成片的万顷良田、整齐划一的居民住宅、

特色鲜明的农业综合体……走进广陈镇龙萌村，

清新开阔、诗意翩翩的田园风光尽入眼帘。去年

龙萌村经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形成了农田集中

连片、建设用地集中集聚、空间形态集约高效的土

地空间新格局，为省级农业经济开发区插上了腾

飞的翅膀。

作为我市首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龙萌

村的蝶变正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倾注心力，锲

而不舍提高耕地保护水平，纵深推进乡村振兴和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缩影。自开展全域土地整治项

目建设以来，我市共有8个项目列入省级试点，总

实施区域面积约 23万亩。得益于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全市空间布局总体不断改善，现代农业发展

基础稳固夯实，农村发展建设用地保障水平大幅

提高，生态环境整治修复也得到极大改善。在全

域项目建设过程中，该局还积极回应群众期待，去

年共落实农民建房用地指标 670亩（其中计划指

标保障由目标任务的 6%实际增加至 41.3%），提

前超额完成建房服务保障任务，指标占比位居嘉

兴市前列。

乘着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东风，去年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践行保护耕地和保障发展“双箭齐

发”，强化土地整理，确保占补平衡。“重点通过加

快农村宅基地、工矿废弃地以及其他低效闲置建

设用地的整理，进一步优化农村建设用地布局结

构，提升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效益和集约化水平。”

市土地整理中心主任陆大卫介绍说。复垦行不

行，基层是基础，对此该局积极会同相关部门，为

各镇街道深挖复垦潜力、盘活零星土地资源出谋

划策，引导复垦地块与周边地块集中连片，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并及时组织开展建设用地复垦核查，

确保每宗土地复垦质量达到验收标准。如在

2019年度全市 90个村耕地保护综合排名位列第

一的新仓镇友联村，于去年的复垦挖潜中，瞄准村

域内搬迁宅基地，做到“应复尽复”，全年共涉及

34宗宅基地复垦地块，面积约 30.5亩，按照水田

标准进行复垦，共节省建设用地指标约8.5亩。

眼下，越来越多土地经过复垦复绿，从“沉睡”

中“苏醒”过来，焕发出新的生机，也装点了鸟语花

香的田园景色。截至去年年底，我市共完成建设

用地复垦项目县级验收 25个，涉及地块 1098宗，

新增耕地1626.92亩，完成率162.7%，其中通过嘉

兴市验收 1464.84 亩，完成嘉兴市目标任务的

122%。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在持续增补耕地数

量的同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还以农用地整治为

发力点，充分挖掘垦造耕地潜力，改造现有旱地，统

筹推进低效园地整理，扎实提升耕地质量。在此基

础上，探索多渠道造地改田新途径，挖掘耕地后备

资源潜力，盘活闲置、荒废耕地，一批批集中连片、

地块平整、沟渠通畅、耕作质量优秀的造地项目陆

续亮相，展现出“新”耕地的最美“芳华”。数据显

示，去年我市共完成垦造耕地项目 9个，面积 435
亩，全部通过嘉兴市级验收，完成率达217.5%；完

成旱改水项目7个，新增水田面积309.8亩；实施耕

地质量提升项目2个，面积2035.4亩。

新埭镇兴旺村西石庄宅基地复垦前新埭镇兴旺村西石庄宅基地复垦前

新埭镇兴旺村西石庄宅基地复垦后新埭镇兴旺村西石庄宅基地复垦后

现场督查现场督查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牢牢守住耕地

红线，就是守住子孙后代的“饭碗田”。在守卫耕

地的道路上，市自然资源行政执法队冲锋一线，

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方针，扎紧耕地保

护的“篱笆”，强化自然资源领域违法问题整改，

增强执法监管能力，真正筑牢执法监管“前沿阵

地”。

土地卫片执法是运用卫星遥感监测成果开展

土地执法检查的有力抓手。“从2019年起，自然资

源部下发土地卫片由年度下发转变为季度下发，

使得卫片执法工作全覆盖时效性更强，整改要求

也更加严格。”市自然资源行政执法队队长周亮告

诉记者。模式的转变增加了对执法者的考验，为

积极应对这一变化，执法队以卫星遥感为“眼”，以

卫片执法为“腕”，建立起“季度+年度”监测为主、

即时监测为辅的常态化卫片执法工作机制，严格

进行实地核查和问题判读，做到源头严防、过程严

管、后果严惩，切实将土地违法行为发现在初始、

解决在萌芽，维护全市自然资源管理正常秩序。

去年，共完成国家下发平湖市（含嘉兴港区）一、

二、三季度 267个土地卫片执法图斑的核查和督

促整改工作，核查总面积6284.4亩，涉及耕地面积

3355.22亩，切实给非法占用耕地行为戴上了“紧

箍咒”。

“严”字当头、“防”字当先，去年我市根据上级

会议精神和工作要求，开展了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专项整治，通过精细排摸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

管好管住“饭碗田”。为打好全面精准排摸头阵，

市自然资源行政执法队联合第三方公司，对上级

下发的37366个（不含嘉兴港区）疑似图斑进行了

数据分析、上图套合、内业数据处理等工作，确保

后续排摸工作无死角、无遗漏、无例外。其间，市、

局领导多次带队现场督导，加快排摸进度，市领导

小组办公室对排摸结果开展抽查，确保排摸见实

效。目前，排查上报的问题图斑均已经省、嘉兴市

审核组预审。

去年以来，执法队还针对国家自然资源督

查上海局下发的耕地保护督察问题清单，制订

整改实施方案，以例行督察的方式推进整改，

目前涉及的问题均已按要求完成。同时，对涉

及违法占用耕地建设的线索及时移交综合执

法部门立案查处，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倾

向。

“我们还继续做好‘三改一拆’深化巩固文章，

探索由管理向治理转变的‘平湖模式’，健全常态

长效管理机制，将耕地保护落实到监察执法的每

一个细节中去。”周亮说，去年我市在全省率先开

展了“无违建”治理指数评价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推动防违控违工作向更高水平迈进，“三改一拆”

工作不断向科技化、精准化、常态化迈进，试点经

验得了到省、市领导的支持与肯定。

站在“十四五”规划的历史新起点上，耕地保

护工作也将迎来新的挑战和机遇。“保护耕地任重

道远，我们将一如既往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切实保

障用地需求，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努

力争当建设‘重要窗口’最精彩板块新崛起之城的

‘排头兵’，为‘十四五’新征程开好局、起好步。”徐

海飞这样表示。

建设性保护建设性保护：：打造打造““土地整治土地整治””新格局新格局

管控性保护管控性保护：：扎紧扎紧““执法监管执法监管””篱笆墙篱笆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