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公安县埠河镇杨潭村，方方正正的
稻田里，村民正在种下油菜籽。“这里以前
是残次林，农民抛荒后种上了树，现在全
部复耕了。”镇耕地保护领导小组负责人、
镇长郑涛说。该村实施补充耕地整治项
目，包括低效林地恢复耕地、零碎田块整
大田、完善基础设施，既增加了土地面积，
又提升了质量。

近年来，公安县委、县政府始终把保
护耕地、遏制“非农化”“非粮化”作为一项
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县委书记严广超强
调，公安县作为粮食大县，粮食安全是安
身立命之本，各乡镇主要负责人要亲自督
办调度抓落实，始终把耕地保护工作抓在
手上、放在心上、落实到行动上，将耕地流
失整改和寻找潜力耕地资源工作作为各
地当前的重点核心工作，坚决守好耕地保
护红线，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为守护好耕地，全县建立了县镇村三
级耕地保护责任目标体系，成立了由县、
乡（镇）两级政府一把手为组长，自然资

源、农业农村、财政、统计等部门负责人为
成员的领导小组，全面推进耕地数量、质
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坚持从严管控、
用养结合，推动耕地保护责任实现全覆
盖，耕地撂荒现象得到遏制，超额完成了
省定粮食播种面积，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
耕保工作先进单位。

同时，将耕地保护纳入纪委、巡察政
治监督清单，督促各乡镇党委、政府主要
负责人签订责任书，把耕地保有量、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和落实“两个平
衡”、违法占用耕地作为刚性指标严格考
核，实行“一票否决、终身追责”；督促相关
职能部门全面摸清存量，稳妥推进“三区
三线”划定成果非耕地处置工作，按照耕
地流向分类清理耕地保护红线范围内的
非耕地。通过逐级压紧压实责任，全县上
下耕地保护政治意识、责任意识明显增
强。2023 年全县原地恢复整改耕地
14591亩；2024年1至10月，全县整改恢
复耕地9551.09亩。

两年恢复耕地2.4万余亩

既要保护耕地又要农民增收

每一块耕地都种上粮食

“撂荒地整改变成了良田，既
保护了耕地，又带来了经济效益，
增加粮食产量，还带动了村集体收
入。”近日，在公安县黄山头镇栗树
窖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工人驾
驶挖土机、推土机等机械设备忙着
对土地进行平整作业，一块块方正
的农田连片呈现。同时，强化统筹
安排，积极整合各类涉农资金，科
学利用耕地后备资源，大力实施土
地开发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旱
地改造为水田项目建设，让每一块
耕地都变成种粮的好田。

近年来，以县政府为主导，督促
各乡镇把粮食生产功能区落实到地
块，引导种植目标作物，保障粮食种
植面积；组织开展粮食生产功能区
划定情况“回头看”，对粮食种植面
积大但划定面积少的进行补划，对
耕地性质发生改变、不符合划定标
准的予以剔除并及时补划；引导作

物一年两熟以上的粮食生产功能区
至少生产一季粮食，种植非粮作物
的要在一季后能够恢复粮食生产；
不得擅自调整粮食生产功能区，不
得违规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建设种
植和养殖设施，不得违规将粮食生
产功能区纳入退耕还林还草范围，
不得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超标准建
设农田林网，不得在粮食生产功能
区内发展非农、非粮农业产业。

此外，公安县严格限制农用地
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
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各项建
设用地做到不占或者少占耕地，在
建设用地审查报批中，对未落实耕
地占补平衡的，一律不予审查报
批。同时，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相关制度，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力
度，增加土地开发整理资金投入，
推动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实现
占补平衡。

严守耕地红线动真格
“这块耕地问题图斑怎么整

改，有哪些困难？”“这类问题图斑
如何整改，要尽快恢复耕种条
件。”……每到一处现场，公安县纪
委监委干部都向乡（镇）村负责人
详细了解情况，探讨解决方法。

近年来，全县建立了县、乡
（镇）、村三级耕地保护监察网络，
做到县级有自然资源和农业执法
监督检查专班，乡镇有动态巡查工
作人员，村组有推选产生的协管
员，并根据保护工作需要，及时调
整、补充巡查人员和协管员。县长
刘春霞表示，建立耕地保护长效机
制、健全耕地执法联动协调机制、
激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共同监
督是做好耕地工作的“压舱石”。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执法专班
每月定期开展耕地保护情况巡查，乡
（镇）所每周定期巡查并有记载，做到
日常巡查与定期检查相结合，事前预
防与事后查处相结合，奖惩办法与保
护效果相结合，深入全县258个行政
村，对乱占耕地建房、基本农田“非粮
化”等情况开展“拉网式”排查。

同时，县纪委监委、县委巡察

办、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充分发挥
“组地巡”联动优势，形成耕地保护
合力，采取“人防+技防”相结合的
方式，建立健全耕地网格化巡查和
动态监测预警机制，扎紧耕地流出
的纪律防线；建立问题发现与分级
处置机制，对耕地减少量较大、耕地
流向存在倾向性问题的，及时组织
核实、处置、整改，实现“早发现、早
报告、早处置”。目前，已开展监督
检查60余次，现场核实图斑面积近
10.3万亩，推动整改问题953个，恢
复应种未种耕地图斑1586块。

此外，今年来县纪委监委累计
查处耕地保护领域履职不力典型案
件3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9人，
在全县形成了严格管控耕地“非粮
化”高压态势。通过做深做实案件
查处“后半篇文章”，发出纪检监察
建议书3份，将问题查办与整改提
升有机贯通结合，督促相关主责单
位建立健全土地管理、项目监管、动
态巡查、联合办案、考核考评、举报
监督等制度机制10项，进一步补齐
了机制短板、堵塞了制度漏洞，有力
保障了全县耕地保护成效。

秋分时节，公安县麻豪口镇崇湖国家
湿地公园内，水鸟翻飞。

“早些年崇湖可不是这个样子。现
在环境变好，收成更好。”谈到崇湖今昔变
化，麻豪口镇麻口村村民陈庆祥说，他在
崇湖片区承包180亩虾稻田，不少农户像
他一样通过绿色种养实现脱贫致富。

麻豪口镇黄岭村有耕地 9616 亩，
92.9%的耕地都是虾稻田，长期以来，大多
数农户直接耕种承包地，田块零散，管理
困难。2023年，黄岭村抓住高标准农田项
目建设契机，采用“小田改大田、大户带小
户”模式，发动群众将碎片化、零散化土地
集并。

经过改造，全村2103块小田被改造
成562块大田，增加水稻种植面积226亩、
集体机动田325亩。“村里的主导产业是稻
虾，田整好后，每亩可提升粮食产量30公
斤、小龙虾增产15公斤，每亩平均增收
400元。”村支书龚道平介绍，“今年村集体
收入达到105万元”。

麻豪口镇党委副书记王波说，开展
国土整治和小流域综合治理以来，公安
县将崇湖流域内4个村的土地划分为4
个片区、86个小单元，对14条沟渠进行
分类施策，昔日“望天收田”变身稳产高

产田，4000 家农户走上虾稻产业致富
路。

崇湖流域型全域国土整治建设规模4
万亩，目前流域内13个村集体经济平均收
入超过44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5万元以上。

作为全省47个粮食主产县市之一，
为巩固粮食生产大县地位，公安县深入贯
彻省委、省政府“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部署，坚持适度超前、适度规模原则，按
照大田块、大交通、大水利、大产业思路，
科学规划设计，加快推进项目落地。截至
目前，全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覆盖16
个乡镇的203个村，建设规模达142.2万
亩。

在开展耕地流失图斑整改工作过程
中，我们充分征询了群众的意见，综合考
虑交通水利用地、重大项目预留地等情
况，与农业、水利、交通、财政、产城集团
等部门进行充分论证，推动耕地保护与
农民增收矛盾有效化解，做到了既保护
耕地、粮食安全，又让农民增收、农村富
美。

2023年，公安县整理大于50亩田块
6285块，新增耕地面积1.5万亩，亩均增产
110公斤以上。

陡兴场互通匝道桥处陡兴场互通匝道桥处，，一派丰收景象一派丰收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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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生态的现代农

业新图景正徐徐展

开。

公安县位于湖

北省中南部，地处

江汉平原腹地，与

洞庭湖接壤，号称

鱼米之乡。国土变

更调查成果显示，

公安县国土总面积

338.54 万 亩 ，2023

年末全县耕地总面

积 200.90 万亩，比

上一轮土地利用总

体 规 划 （2006—

2020）公安县耕地

保有量任务 181.36

万亩增长了 19 万

余亩。

2023 年，省自

然资源厅通报表扬

公安县为年度耕地

保护任务完成情况

突出地区之一，并

给予了 600 万元的

奖励资金。2024年

全省对 15 个耕地

保 护 成 效 突 出 县

（市区）给予奖励，

公安县位于第一方

阵，再获 800 万元

奖励资金。

放眼望去，尽是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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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竹垱镇石桥村开展国土综合整治。

公安实施小田改大田，大户带小户。

麻豪口镇流域型国土综合整治效果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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