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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出消息，2024 年枣
阳市粮食产量预计达
到25.94亿斤，同比增
长2%，特别是夏粮面
积 150.25 万亩、总产
56.94万吨，居全省第
二。

耕地是粮食生产
的“命根子”。作为全
省有名的农业和产粮
大市，枣阳牢牢守住
带位置下达的239.68
万亩耕地保有量和
207.74万亩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任务两条红
线，严格耕地保护“党
政同责、终身追责、刚
性考核、一票否决”要
求，构建市、镇、村三
级耕地保护工作格
局，把耕地保护责任
压 实 到“ 最 后 一 公
里”。通过“清单化”
落实任务、“梯级化”
压实责任，枣阳筑牢
耕 地 保 护“ 思 维 底
线”，形成全市耕地保
护工作强大合力。在
2024年公布的全省耕
地保护考核中，该市
位列15个优秀县市的
第一方阵。

守住耕地，集约节约是关键。
枣阳既是全国产粮大市，又是全

国经济百强县市。近年来，枣阳市通
过盘活存量用地、提高亩均投资强度
等措施，节约集约利用好每一寸土地。

位于枣阳市环城办事处约354亩
的地块，土地原开发企业倪氏国际因
资金困难，计划将南侧约150亩土地过
户给湖北蓝带啤酒有限公司。

倪氏国际和湖北蓝带均是枣阳市
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为保障项目顺利
进行,枣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
情况后,主动向企业介绍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转让预告登记的办理流程,
提供政策指导。根据《湖北省优化营
商环境先行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制
定《枣阳市土地使用权转让预告登记
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依法为企业办理
土地转让预告登记,并在收到申请资
料1个工作日内完成了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转移预告首次登记。

双方于2023年9月签订《国有土
地使用权过户协议》,在枣阳市政府大
力支持下,湖北蓝带啤酒有限公司按
照新的工业标准实施25万千升啤酒改
扩建工程,项目总投资5亿元,建成后
的厂区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有效盘活
了存量低效用地,提高了土地利用

率。同时新增100个工作岗位,建成后
预计销售收入9亿元,税收5600万元。

“既要项目落地，又要守住耕地红
线。我们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做
好高水平保护。”枣阳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耕地保护监
督股相关负责人说。

重大招商项目一律进园区，严格
执行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指标控制，严
格审核规划选址、产业类型、用地规模
等情况，及时“叫停”不符合国土空间
规划和国家产业政策的“三高”企业准
入，避免新出现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闲
置浪费等现象。

集中清理，盘活存量，摸清家底，
编制土地数据地图和招商地图，标注
批而未供土地、供而未建土地和闲置
土地。用大数据给土地“画像”，建立
数据库，一键查清全市企业土地利用
现状，精准掌握全市土地利用动态。
集中清理存量用地，大力整顿“批而不
用”“多占少用”问题。

制定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方案，
通过精准招商、闲置厂房租赁、增资扩
股、互事整合等方式集中精力清理和
盘活存量用地。近年来，共消化处置
批而未供土地5000多亩，处置闲置土
地3000多亩。

枣阳市琚湾镇罗棚村，一块50多
亩的小麦田长势正好。

“这里原来全部被种上了杨树，经
过整改，恢复成耕地，今年夏季种的玉
米大获丰收，冬季小麦长势也好。”12
月23日，冬日暖阳下，罗棚村村支部负
责人说。

罗棚村50亩耕地流失，种上了杨
树。今年耕地保护督察工作开展后，
镇村两级迅速行动，找到相关村民，算
起了经济账。“杨树8年成材，一亩杨
树卖不到1000元。而这些耕地种一
季玉米，一季小麦，最差收入也可到
1500元。如果流转给种田大户，一亩
也可收入500元左右，比种树强。”算
好了账，村民们纷纷配合起来，很快
50亩田被整成了一块大田租赁给种
田大户，今年夏季玉米亩产达700多
公斤。

枣阳市兴隆镇陈楼村3500多亩
水田前几年常常因“干渴”减产，一些
村民干脆在地里种上苗木，全村耕地
流失面积达到200多亩。2023年枣阳

市在该村实施了高标准农田改造项
目，对堰塘清淤修筑，整修沟渠。村民
周树德说，“把原来流失的耕地都种植
了水稻，荒地变良田。亩均产量都在
1400斤以上，比历史最高年份还高出
10%。”

2024年以来，枣阳市开展了上半
年耕地流失专项排查、2024 年土地
卫片执法专项排查、耕地后备资源专
项排查、15度以下林地资源专项排
查。结合各类专项行动，摸清耕地底
数。委托技术机构，全面负责耕地流
出、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土地卫
片执法工作，确保任务不重复、沟通
无障碍、数据无差异。以此制定了

“把握时点、先急后缓，上下联动、各
负其责，统筹考虑、以出定进，统一标
准、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精准施策
制定问题整改方案，全面督导落实整
改工作任务。枣阳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两年来，枣
阳市有6000多亩耕地流出问题已整
改到位，恢复了耕种。

12月下旬，走进枣阳市吴店镇徐
楼村，田成方，路成行，地里的小麦长
势正好，灌溉沟渠和塘堰正在整修。
远处，一排排别墅民院错落有致。

“这是国土整治项目带来的改
变。”

吴店镇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
2023年开工，涉及白水、凉水、徐楼、
五口和李寨五个行政村，总面积为
6.77万亩。项目总投资超6亿元。预
计产生耕地指标3735亩，其中，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耕地指标
514.29亩，土地开发（占补平衡）项目
耕地指标2703亩，提质改造（旱改
水）项目水田指标518亩。

“村里变漂亮了，路也修好了。
污染严重的养殖塘堰变成了漂亮的
风景湖，旱地变成了高效农田，还建
成了党群服务中心。”凉水村村民小
张说。

据介绍，该项目共包含13个子
项目，其中地方政府配套实施4个子
项目，总投资5885万元，包含G234
国道环境整治工程、“四好公路”改造
项目、美丽乡村建设项目、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社会资本投资9个子
项目，总投资5.467亿元，包含高效农

田整治项目、土地开发项目、提质改造
（旱改水）项目、增减挂钩项目、搬迁安
置房屋建设工程、党群服务中心建设
项目、智慧农业建设工程、居民点污水
处理、环境改善工程和生态林地保护
工程。

枣阳实施以国土整治为平台的耕
地补充项目建设。坚持数量与质量并
抓，全面推进国土综合整治，全面启动
补充耕地项目，通过实施土地整治项
目，对零星土地、低效园地、残次林地、
废弃坑塘、沟渠等宜耕后备资源进行
开发，以时间换空间，多途径新增耕
地。

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只是枣阳补充
增加耕地的一种方式。通过统筹优化
耕地林地布局，按照“宜耕则耕、宜林
则林”原则，通过优化耕地、林地、园地
布局，推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小
田”变“大田”，逐步解决耕地碎片化、
非粮化问题，实现良性稳定发展。
2024年以来，枣阳共报备入库水田指
标 12591 亩，共报备入库旱地指标
4067亩，增加粮食产能479.5706万公
斤，形成全市耕地占补平衡强大保
障。近年来，获得耕地指标省级补偿
资金5136万元。

年初，枣阳市民通过12345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反映，枣阳市琚湾镇郑
岗村有人违法占用耕地搭建钢构
棚。枣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积极
响应，与属地相关部门组建联合执法
专班，现场取证、调查。经核查，市民
反映问题属实，依法对该村龚某某违
法占用土地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今年以来，我们多部门联动查处
乱占耕地违法行为”。枣阳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执法部门负责人说。

今年，枣阳市审计局在开展领导
干部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中，重点关注
耕地“非粮化”整治情况。审计人员通
过数据比对问题图斑、实地查看图斑
现场等方式，审查永久基本农田是否
违规占用、耕地是否闲置荒芜、土地性
质是否违法变更，提高了各级干部对
耕地保护的认识。

枣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纪委
监委、公安、法院、检察院、审计、农业
农村部门同频共振、同题共答，形成耕
地保护的强大合力，构建“上下协同、
纵横交错、社会参与”的耕地大保护格

局。通过健全长效机制，为规范管理、
及时发现、快速制止、严肃查处新增违
法占用耕地行为提供了更有力的政策
支撑。让广大群众明利弊、守底线，构
建了“不敢违、不能违、不想违”的耕地
保护新格局，努力形成全社会严守耕
地红线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
觉。近年来，共向农业农村部门移交
案件线索85宗，向公安机关移交涉嫌
案件线索11宗。

通过深入宣传农村乱占耕地建
房“八不准”、防止耕地非农化“六严
禁”、严格用途管制“五不得”、永久基
本农田“四严禁”等政策法规，以及违
法占用耕地整治的案例，以案释法加
强警示宣传，敲响耕地保护警钟，传
达“零容忍”的态度和决心。同时，结
合“人防+技防”，综合采用“实地查”

“天上看”“网上管”“随手拍”等方式，
织好全监管“地网”。坚持治标与治
本相结合，堵漏洞、补短板、强弱项，
严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坚决遏制
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耕地“非粮
化”。

集约节约用地 用好每寸土地

耕地流失整改 让荒田变良田

实施土地整治 补充增加耕地

严管耕地问题 形成保护合力

吴店镇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实施后，凉水村对占补平衡项目进行了土地平整。

9月4日，在枣阳市熊集镇杜岗村，村民们
正在忙碌着收割田里的稻谷。据村民介绍，今
年风调雨顺，水稻亩产可以达到1800斤左右。

李寨村占补平衡项目土地平整后地块李寨村占补平衡项目土地平整后地块。。

枣阳市南城办事处后湖村高效农田整治。

枣阳小麦丰收。

董楼村“找回”的耕地丰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