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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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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自然资源和规划

让每一寸土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记者 戴绯绯 通讯员 郑晓红

平湖喜获嘉兴市耕地保护
目标责任制考核“三连优”
■通讯员 郑晓红

近日，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2021年
度全市扩大有效投资暨项目推进等工作考核结
果的通报，平湖获得嘉兴市 2021年耕地保护目
标责任制考核优秀。这是我市连续 3年获此殊
荣，更是我市全面压实耕地保护责任、扛稳粮食
安全重任、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充分体现。

我市通过严格实行“数量为基础、质量为核
心”的耕地占补平衡，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坚
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打造了保
护更有力度、建设更显成效、监管更加全面的耕
地保护格局。

创新以奖代补和“田长制”示范村等耕地保
护新模式，进一步激发村级耕地保护积极性。在
嘉兴市率先出台《平湖市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办法
（试行）》，为我市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设施农业用
地审批备案提供了政策保障。

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打好“永久基本
农田连片整治”这张关键牌，有效增加耕地面积，
提升耕地质量等级，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促进农业
增效和农民增收，推动耕地高水平保护建设。

PINGHU ZIRANZIYUAN HE GUIHUA

C4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

平湖版

田野“守护者”

我市在加强耕地保护中全面推行

“田长制”，每一位田长都成为田野的

“守护者”。巡田时只要一发现问题，

他们就会拿出手机拍下照片，按照要

求及时反馈相关情况，充分发挥了村

级一线“瞭望哨”的作用。

■摄影 周 平 沈义杰

我市全力推进
“标准地+承诺制”改革

■通讯员 王克勤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结合实际，全力推进
“标准地+承诺制”改革，并取得明显成效。

目前，我市工业用地全部实行“标准地”模式
出让，明确拟出让地块能耗、环境、容积率、亩均
税收、投资强度等各项用地条件和产出标准，以
土地“亩均产出”为核心，由企业对标竞价，进一
步落实企业投资项目自主权和主体责任，提升土
地综合利用水平，构建新型招商模式和良好的营
商环境。今年以来，共出让工业用地13宗，面积
290.3亩，均以“标准地”模式出让。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推行“标准地+承诺制”
改革，通过对土地开发强度约定、企业亩均效益
评价和环境要素综合管控，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同时，土地相关指标更
加精细化、透明化，企业拿地后，经承诺可直接核
发建设工程许可证，建成后按照既定标准与法定
条件验收即可，进一步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
本，为项目尽早开工、尽早建成、尽快投产、尽快
达产奠定基础。同时，探索建立建设项目全流程
监管平台，将所有建设项目办理事项、监管事项
纳入平台管理，做到审批与监管无缝对接。此
外，强化事中事后监管，防止出现管理真空，杜绝
一供了之、一签了之，确保项目真正落地到位。

“小田”变“大田”
构筑美丽城镇“田园梦”
■通讯员 周 涛 张其良

为切实提升耕地质量，实现永久基本农田集
中连片、规模种植和高水平保护，今年以来独山港
镇发挥资源和区位优势，大力推进永久基本农田
集中连片整治工作，启动实施了独山港镇小营头
村等2个村的“千亩方”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
治项目。整治和修复后的水田将连成片，有效提
高地力，增加水稻亩产量，土地利用效率也将极大
提高，从源头上实现粮食增产增收。通过进一步
优化耕地布局，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本次整治涉及独山港社区、小营头
村，项目区面积 133.5728公顷（2003.59亩）。同
时，独山港镇始终坚持数量、质量、生态、空间“四
位一体”原则，加强耕地碎片化整治，提高耕地、
永久基本农田连片度及质量，耕地功能恢复
2.4977公顷，耕地质量等别提升28.9983公顷，建
设用地复垦3.2092公顷。另外，该镇积极探索农
业发展新模式，完善配套设施，努力实现耕地数
量、质量、生态有机融合，增加农业效益，引导项
目区农产品高品质提升。

近年来，独山港镇着力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与生态修复工程上下功夫，推进自然资源各种

“元素集合”“要素集聚”“政策集成”，加快农业、
田园综合体和未来乡村建设，打造幸福景观社
区，使农村更加生态宜居宜业。美丽环境、美丽
经济、美丽生活交相辉映，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正
以铁腕之力描绘美丽城镇“田园梦”。

2020年，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

联合下发了《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八不准”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农村建

房用地行为。《通知》列出的八种情形，

每一种情形的表述虽然简单，却涵盖了

多种违法情形。对于不同的违法行为，

需要根据具体的违法事实，依法作出处

罚。

一、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房

《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永久基本农田经依

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

用或者改变用途，农村村民建住宅亦不

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为此，《通知》明

确“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房”，并将

其摆在 8类乱占耕地建房情形的首位，

以突出不准乱占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

农田建房的总要求。

二、不准强占多占耕地建房

《土地管理法》规定，超过批准的数

量占地建房，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

地论处。强占耕地建房行为未经合法

审批，多占耕地建房行为超出了合法批

准的面积，均应明令禁止。

三、不准买卖、流转耕地违法建房

《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用途

管制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用

于建房等非农业建设。以买卖、流转耕

地等方式建房，改变了耕地的农用地性

质，应明令禁止。

四、不准在承包耕地上违法建房

《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规定，

承包经营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和

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

地的义务，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

用于非农业建设。因此，《通知》明确不

准在承包耕地上违法建房。

五、不准巧立名目违法占用耕地建房

乡村振兴、美丽乡村、新农村建设、

设施农业等涉及非农业建设的，均须依

法办理用地审批手续。《通知》针对这些

情况作出禁止性的规定，旨在防止再出

现以各种名义未经批准占用耕地搞休

闲、旅游、养老等非农业产业。

六、不准违反“一户一宅”规定占用耕地建房

《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一户

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

出租、赠予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

予批准。违反“一户一宅”规定占用耕

地建房，应明令禁止。

七、不准非法出售占用耕地建的房屋

违法占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特

别是耕地建的房屋属于违法建筑，相关

买卖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不能办理不动

产登记。因此，应予以禁止。

八、不准违法审批占用耕地建房

农用地转用手续等用地审批须由

有权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及法定程序作

出。单位或者个人非法批准占地建房

的，批准文件无效。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创新机制加强耕地保护

广陈“千亩方”永久基本
农田集中连片整治重实效
■通讯员 沈 超

广陈镇结合省级农业经济开发区的实际情
况，于今年启动实施了山塘村“千亩方”永久基本
农田集中连片整治项目。

该镇以土地利用现状为依据，编制了“千亩
方”“万亩方”潜力调查工作底图，对潜力重点区
域开展实地踏勘，走访了解农民意愿。自然资源
所牵头组织镇相关部门和设计单位，多次下村对
接“千亩方”拟实施区域，积极对接上级部门，邀
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耕保科实地指导项目选
址工作，最终确定项目选址在山塘村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核心区域内。

该镇成立了以镇长为组长的“千亩方”永久
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工作专班，定期召开项目
推进例会，从组织保障、资金配套等方面支持山
塘村“千亩方”项目。坚持规划优先，以山塘村村
庄规划为依据，将未来乡村、全域旅游、生态农业
设施、现代农业产业等有机结合，打破原有道路、
田埂、排灌体系，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整治需要，进
行系统谋划、全盘整治。强化生态修复设计理
念，积极推进农业高效节水灌溉、农田氮磷生态
拦截沟渠、农田尾水“零排放”循环灌排系统等生
态工程设施建设，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田
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乡村生态功能。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今年 6月 25日是第
32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节
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旨在让全社
会树立节约用地、保护耕地的意识，像保
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让每一寸土地都
成为丰收的沃土。

为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上下齐心，通过全面推行

“田长制”等举措，强化党政同责，压实主
体责任，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
控耕地“非粮化”，守住耕地红线，保证粮
食安全。

结合实际实施“田长制”

打出层层落实“组合拳”

政府成为耕地保护“第一责任人”，农
民成为耕地保护“第一守护人”，一种“大
家管大家用”的共同责任机制逐步形成，
这就是当下一种时髦的耕地保护机制“田
长制”。今年，我市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
耕地保护“田长制”的实施意见》，在全市
范围内全面推行耕地“田长制”。截至目
前，我市已全面落实市、镇、村三级田长人
员，全市合计有 4名市级田长、32名镇级
田长、74 名村级田长和 235 名村级巡查
员，并对全市所有三调耕地按照网格划
分，将保护任务落实到责任人、责任地块
和责任网格。通过“田长制”，建立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耕地保护机制，实现
保护责任全覆盖。

小小田长，大大责任。新仓镇友联村
干部叶天伟是同事口中一名认真负责的
村级巡查员，他总是积极到田地间督查，
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拍照记录下来并汇报
给上级领导。“我们做的是比较基层的工
作，很烦琐也很细小，但是对于未来新农
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意义深远。每次的‘打
卡’我都会亲自实地到达，去发现耕地保
护中存在的问题。每当在‘浙政钉’小程

序里面看到自己村的排名比较靠前时，也
会很有工作成就感，更加激发了自己积极

‘打卡’和提醒村干部‘打卡’的工作热
情。”叶天伟告诉记者，友联村的田长制工
作之所以能够得到群众的广泛认可，一方
面是因为田长们自身都非常有责任心，另
一方面也和当地重视农用地整理项目有
关。合理的开垦耕地和优质的土地环境，
十分有利于吸引优质的农业项目落户。

很多像叶天伟这样的村级巡查员，每
天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负责耕地保护巡
查，监督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及时报告和
处置违法违规占用或破坏耕地行为。同
时，市级对各镇街道做好巡查“晾晒”，各
镇街道与各村建立钉钉群实时“晾晒”巡
查进度。在“田长制”层层抓落实的机制
下，织密了一张耕地保护网。

贯通“耕地智保”应用场景

使出数字化治理“杀手锏”

“耕地智保”，“人防”是基础。为扎实
做好耕地保护工作，我市成立了“耕地视
联智保”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工作专班，
统筹推进应用场景建设。此外，值得一提
的是，自“耕地智保”工作开展以来，曹桥
街道在各村级田长、巡查员以及自然资源
所的多方努力下，在全市镇街道中连续 4
周率先完成巡查“打卡”任务。据了解，曹
桥街道按照要求建立了街道主任任总田
长、各村党组织书记任村级田长、村干部
任网格巡查员的三级田长组织架构。巡
查员按照上级要求，每周定位巡回“打
卡”，检查各村耕地保护情况，确保耕地保
护落到实处。同时，曹桥自然资源所指定
1名工作人员与巡查员共同组建“耕地智
保”专项工作推进群组，互联互动，双重保
障“耕地智保”工作顺利推进。

“耕地智保”，“技防”是关键。通过对
耕地资源进行排摸踏勘，建立完备的耕地
信息体系，利用铁塔高位视频资源和AI识
别算法优势，将耕地管理业务数据和前端
摄像机视频感知数据进行有效融合。通过

将“铁塔视联”智慧感知嵌入“耕地智保”，
充分发挥高位视频监控、人工智能识别算
法等独特核心资源优势，实现自然资源管
理部门监管视角的延伸。同时，结合“田长
制”实行定点巡查上报，运用“技防+人防”
的工作机制，达成耕地保护数字化管理的
目的。各镇街道自然资源所就“耕地智保”
具体操作方法对村级田长、巡查员分别进
行统一指导培训、个别指导说明、实地操作
使用指导等，确保各村田长、网格都能熟练
运用“耕地智保”系统完成巡查“打卡”任
务。自然资源所联络员对于田长和巡查员
在“耕地智保”线上系统操作中出现的小问
题，及时给予指导回应。对于系统技术性
方面的问题，搜集反馈给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的联络人员进行处理。

与此同时，以村为单位，互通互助。
村组内的成员可以互相提醒协助完成任
务。自然资源所联络员定期关注“耕地智
保”任务完成情况，对完成效率高的巡查
员实时给予表扬激励，对巡查任务略慢的
田长和巡查员进行友好提醒并帮助解决
问题。

定睛关注永久基本农田

巧用连片整治“连环招”

“小田”变“大田”，汇成“千亩方”。为
全面贯彻落实上级相关政策和文件精神，
切实提升耕地质量，实现永久基本农田集
中连片、规模种植和高水平保护，今年我
市将全面完成去年2个“千亩方”项目的整

体验收，项目面积 4000亩。新立项 3个
“千亩方”和 1个“万亩方”项目，项目总面
积 1.8万亩，目前已完成县级论证并通过
了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选址复核，整
体进度处于嘉兴市前列。

“泖河村等 3个村‘万亩方’永久基本
农田集中连片整治项目，是我们今年的主
打项目，也是全市唯一一个‘万亩方’项
目。通过耕地恢复、垦造耕地、建设用地
复垦，可使项目区内农田生态更为集中连
片，有利用于粮食功能区的保护，实现藏
粮于地。”新埭镇自然资源所副所长李凡
告诉记者，该项目区位于新埭镇东北部，
涉及泖河村、兴旺村、姚浜村。项目区均
位于城镇开发边界之外，历来以农业为
主，基础种植条件良好。项目区内土地已
基本流转给种粮大户承包，土地种植情况
整体较好，为规模种植和现代化农业生产
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整治后项目区耕地
（粮食）种植面积达到 7124.79 亩，占比
67.40%，与整治前相比，增加了粮食种植
面积686.47亩，项目区内耕地连片度大幅
提高。

为加强耕地质量建设，稳妥推进耕地
“非农化”“非粮化”整治，我市通过实施“百
亩方”“千亩方”“万亩方”永久基本农田集
中连片整治，形成布局集中连片、农田设施
完善、生态美丽良好、适合规模种植和现代
农业生产的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进一步
夯实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基础，切实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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