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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PREFACE

     

      

耕地保护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国以民为  
本，民以食为天，土为粮之母。耕地是粮食安全
的载体，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我国一
件头等重要的大事，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最根本
的是保护耕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是
基础，粮食是关键。土地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具
有不可移动性、地域性、整体性、有限性特征，
耕地遭污染和破坏，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因此
，通过严格耕地保护，保证对耕地的永续利用，
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关于市县耕地保护国土空间专项规划
编制的工作提示》要求，编制《沅江市耕地保护
国土空间专项规划（2021-2035年）》，着重
解决好耕地、耕地占补平衡、耕地后备资源开发
利用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与布局、永久基本农田
储备区等重大问题。
      耕地保护国土空间专项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和深化同级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的重要手段。规划范围包括沅江市全
域国土空间，规划基期年为2020年，目标年为
2035年，近期至2025年。



规划背景

 资源背景

 耕地保护现状

 形势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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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资源基础

全市大致呈“三分水面三分洲，三分垸田一
分丘”的地类格局。

耕地呈现“总体结构优、利用程度高、分

布多样化”特征。



1.2 耕地保护现状

78.71万亩

旱地水田

9.97万亩

88.68万亩

耕地总数

上一轮耕地保有量目标：
            86.73万亩

上一轮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76.61万亩



1.3 形势与挑战

确保耕地“实

至名归”要求

严格用途管制

应对粮食安全

危机要求严守

耕地红线

应对资源环境

约束趋紧要求

创新保护机制

践行人民至上

理念要求突出

保护农民利益



总体要求

 指导思想

 规划原则

 规划目标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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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有关耕地保护的大政方针和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统筹发展和安全，严守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

落实粮食主产区责任，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防止“非粮化”，科学编制市县级耕地保护国土空

间专项规划，从规划源头管控好耕地红线，处理好

耕地占补平衡，为构建全市耕地保护“三位一体”

格局奠定基础。



底线管控，以补定占

2.2 规划原则

统筹协调，有效衔接

上下传导，强化约束

同步编制，压茬推进



2.3 任务目标

2025年

 

1 严格耕地保护目标管理，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2 强化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稳定优质耕地布局。

 3 拓展农产品生产空间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

 4 稳妥有序推进耕地恢复引导耕地集中布局。

2035年考核指标

耕地保护目标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规模
补充耕地任务量
粮食播种面积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87.54万亩
78.40万亩
0.78万亩
1.57万亩
108.23万亩
8.79万亩

86.83万亩
78.40万亩
0.78万亩
1.57万亩
108.99万亩
78.40万亩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

 从严控制建设占用耕地

 统筹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空间布局

 加强特殊区域耕地保护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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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3.1 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

带位置下达
耕地保护任务

严格落实
建设占用耕地占补平衡

全面落实
年度耕地“进出平衡”

3.2 

稳妥有序恢复
耕地保护目标缺口

从严控制建设占用耕地

一

三

二

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责任

加强土地规划管理和用途管制

严格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保护

以节约集约用地缓解建设占用耕地压力



3.3 统筹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空间布局

统筹优化农用地空间布局

严格实施耕地用途管制

3.4 加强特殊区域耕地保护和利用

生态保护红线内耕地

城镇开发边界内耕地

河湖管理范围内耕地

待建高标准农田耕地

严格管控类耕地

136.29公顷

250.48 公顷

1975.87公顷

79.65公

7760.24公顷

顷



强化永久基本农田
特殊保护



 科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

 强化永久基本农田管护

健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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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科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4.2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

1 科学评价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

2 分类巩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

3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要管制与激励并重

4 守住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

三区三线划定永农52267.18

开展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的日常监管

公顷

科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520.00公顷



4.3 优化永久基本农田空间布局

4.4 健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机制

完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机制

构建永久基本农田动态监管机制

强化执法监督和保护考核机制

4.4 强化永久基本农田管护

       按照“总体稳定、布局优化、严格管控”的要求

，在确保耕地数量有增加、质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

空间布局有优化的前提下调整永久基本农田布局。
——推进永久基本农田上图入库整优化在“      
       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的基础上对全市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进行调整
优化。本次永久基本农田调出主要为将划定不实、质量不优、布局不
合理地块进行调出，根据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下发的部下发耕地卫片图
斑、划定不实数据、月清三地两矿、各乡镇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不实上
报情况以及重大项目无法避免永久基本农田情况，在实地踏勘核实基
础上确定全市永久基本农田调出1630.68公顷。全市拟在永久基本农
田以外的区域选取交通便利、土壤肥沃、灌排设施较齐全的优质耕地
调入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1630.68公顷。预调整后，沅江市永久基
本农田落实面积不变，做到永久基本农田数量未减少、质量未降低。



4.5健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机制

强化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考核机制

完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机制

构建永久基本农田动态监管机制





 分类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

 切实规范耕地占补平衡



严格耕地用途管制

严格落实耕地进出平衡

严肃处置违法违规占用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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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分类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

一般
将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外的耕地划为一般耕地。

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

       

永久基本农田

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要重
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特别是保障水稻种植面积
。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非
粮食生产功能区。

。

耕地



5.2 切实规范耕地占补平衡

大力实施土地整治，落实补充耕地任务

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责任，
完善耕地占补平衡责任落实机制

充分发挥财

严格补充耕地检査验收

政资金作用

加强对耕地占补平衡的动态监管

占一补一

占优补优
占水田补水田

先补后占

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



5.3 严格落实耕地进出平衡

5.4 严肃处置违法违规占用耕地

严格落实“耕地转出”要求

严格规范“耕地转进”地类

耕地“进出平衡”备案监管系统管理

多措并举，压实耕地保护属地监管责任

强化科技支撑，创新和完善监管方

加强部门协调联动，严肃惩处
违法占用耕地行为

式

明确耕地违法违规占用管控规则

马来xiangba子？
Square

马来xiangba子？
Square

马来xiangba子？
Square

马来xiangba子？
Square



保障重要农产品生产空间

 优先保障粮食生产空间

 切实保障“菜篮子”生产空间

 大力拓展农产品多样化生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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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优先保障粮食生产空间

稳定水稻生产空间

     优化其他粮食作物生产空间
大力发展种植马铃薯,甘薯等旱地作物

6.2 切实保障“菜篮子”生产空间

构建城镇圈农业保障生产空间

拓展现代设施农业生产空间

优化渔业水产品生产空间



6.3 大力拓展农产品多样化生产空间

提升基地辐射示范带动能力

建立健全农产品监管体系

强化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
布局和建设



切实加强补充耕地管理

 积极拓展补充耕地空间

 加强补充耕地开发计划管理

 划定补充耕地重点区域

 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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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积极拓展补充耕地空间

整合现有耕地周边
可开发资源潜力

     以现有耕地为核

心，将耕地周边的零

星分散、面积较小的

其他草地、裸土地、

沙地等宜耕后备资源

地块和废弃农村宅基

地、采矿用地等可复

垦的低效建设用地，

作为耕地周边补充耕

地潜力来源。

合理划定
后备资源

     根据地块植被状

况、地形坡度、灌溉

排水条件、有效土层

厚度等情况，综合考

虑与居民点的相对海

拔高差、交通、水利

等因素，并剔除城镇

开发边界与生态保护

红线范围内的地块，

合理划定耕地后备资

源。
0.27 3.65万亩万亩

1 2 耕地



7.2 加强补充耕地开发计划管理

探索推进农村“房前屋后”零散土地的创新利用

加强对闲置、低效的零散耕地、农用地的统筹利用

7.4 推进

7.3 划定补充耕地重点区域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合理确定补充耕地任务

到2035年，全市需要落实补充耕地任务

1.57万亩

以“空心房”为核心推进农村存量建设用地整治



8

稳妥有序推进耕地恢复

 科学划定恢复耕地空间

 实行恢复耕地年度计划管理

 确定耕地恢复重点区域

 建立耕地恢复长效机制



8.1 科学划定耕地恢复空间

8.2 实行耕地恢复年度计划管理

     

果园 1.85万亩

茶园 0.00万亩

其他园地 0.37万亩

乔木林地 0.21万亩

竹林地 0.01万亩

灌木林地 0.03万亩

其他林地 1.40万亩

1.70万亩

明确可恢

复耕地数

量和分布

积极引导

统筹推进

耕地恢复

开展可恢

复耕地资

源评价

总计 5.95万亩

坑塘水面

养殖坑塘 0.41万亩

           结合益阳市2023年下达的恢复耕地任务，布
设恢复耕地项目13个，恢复总面积为200公顷（0.
3万亩），主要分布在黄茅洲镇、茶盘洲镇、南大
膳镇。主要实施期限为5年，从2023年开始，至
2027  年完成。



8.3 确定耕地恢复重点区域

8.4 建立耕地恢复长效机制

划定恢复耕地重点区域

加强管护

对标恢复

成立专班



着力提升耕地质量

 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有序推进旱地改造水田工程

 全面推进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

 稳妥提升耕地土壤固碳能力

 科学防治和利用污染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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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着力提升耕地质量

科学防治和利用污染耕地

稳妥提升耕地土壤固碳能力

有序推进旱地改造水田工程

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全面推进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

因地制宜、科学规划     严格把关、规范管理

强化管护、加强监督

严格执行占用耕地监管流程

稳妥推进耕作层剥离再利用

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   
开展作物轮作与种植覆盖作物

    

深入开展土壤环境质量调查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管控   污染土壤的修复

明确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任务（7760.24公顷）
合理安排建设时序 加强建后管护加强考核评估



健全耕地保护管控体系

 贯彻落实耕地保护基础制度

 全面推行田长制

 健全耕地保护综合监测体系

 构建耕地全程一体化管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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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健全耕地保护管控体系

明确主要工作目标

落实田长

02

制主要任务

全面推行田长制

健全耕地保护综合

监测

03
体系

采用“引进吸 收+自
主研发”模式

加快推进铁塔视频监

测技术攻关

开发图斑信息下发乡

镇（街 道）村系统

构建耕地全程一04
体化管控体系
从规划源头强化耕

地管控

严格实行一张图管控

贯彻落实耕地保护01
基础制度

坚决落实耕地保护

党政同

严控各类非农建设

占用耕地

严格落实耕地占补

平衡和进出平衡责

任

马来xiangba子？
Square

马来xiangba子？
Square

马来xiangba子？
Square



重大工程安排

 土地开发重大工程

 旱改水重大工程

 耕地恢复重大工程

11



11 重大工程安排

一 土地开发重大工程

耕地恢复重大工程

二

三

（街道）均有涉及，主要分布在胭脂湖街道、阳罗洲镇、新湾镇。
实施期限为13年，从2023年开始，至2035年完成，规划期内分阶

       根据沅江市补充耕地任务1046.67公顷（1.57万亩）和耕地
后备资源情况进行土地开发建设，布设土地开发重点项目7个，全
市乡镇

段实施。

       恢复耕地重大项目规划期共有13个，恢复总面积为200.
00公顷，预计可有效恢复耕地面积180.00公顷，实施期限为

5年，从2023年开始，至2027

       通过对旱改水资源潜力数据分析，旱改水工程共布设5个，建设
规模251.43公顷（0.38万亩），全市乡镇（街道）均有涉及，主要分
布在草尾镇、南嘴镇、茶盘洲镇。实施期限为13年，从2023年开始
，至2035年完成。

年完成。

旱改水重大工程



强化规划实施保障

 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加强规划传导和计划实施

 加快科技支撑和信息化建设

 加强耕地保护机制探索创新

 挖掘和传播耕地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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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强化规划实施保障

 加 强 组 织 领 导 , 层 层 落 实 责 任

 强 化 落 实 各 部 门 责 任

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强 化 与 规 划 年 度 计 划 衔 接

 强 化 与 规 划 年 度 计

加强规划传导和计划实施

 探 索 自 然 资 源 智 慧 审 批 新 模 式
 打 造 “ 自 然 资 源 全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大 流 程 ”

 建 设 自 然 资 源 智 慧 政 务 服 务 平 台

 建 立 地 理 信 息 数 据 共 享 机 制

加快科技支撑和信息化建设

 以 实 施 “ 田 长 制 ” 创 新 耕
  地 保 护 责 任 落 实 机 制

 以 基 本 农 田 异 地 保 护 创 新

  耕 地 保 护 总 量 平 衡 机 制

 以 破 解 “ 三 化 ” 难 题 创 新

  耕 地 保 护 长 效 推 进 机 制

加强耕地保护机制探索创新

 建 立 农 耕 文 化 保 护 名 录
 保 护 好 传 统 民 居 和 自 然 村 落

 重 视 农 耕 文 化 的 保 护 、 参 与 和 体 验

 上 下 同 心 ， 构 建 弘 扬 优 秀 农 耕 文 化

  的 培 养 体 系

挖掘和传播耕地的文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