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县积极探索守好“责任田”

建立数字化耕地“一本账”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守好红线，先要摸清“家底”。

今年3月15日，市耕地保护建设工作
专班印发《关于加强源头治理坚决遏制违
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的通知》，部署开展违
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综合监测监管工作。

重庆重点围绕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
农田、耕地占补平衡、耕地进出平衡、违法
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等“一票否决”事
项，建立了耕地“一本账”，形成了包含各类
问题情况的七张报表。

以此为支撑，重庆对全市耕地进行精
细化管理，全面评估全市各区县耕地保护
情况，全盘研判当前耕地保护面临的形势，
全数分析冲击耕地红线隐患问题，实时掌
握数据变化、及时预判耕地流向、及早部署
相关工作。

同时，全面摸清耕地“非粮化”存量底
数，系统思考耕地保护和林业发展空间的
关系，分类处理退耕还林涉及耕地保护历
史问题、规范处理耕地保护和新增绿化造
林关系，充分保障耕地后备资源空间，纳入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为实现耕地
占补平衡、进出平衡、补足目标任务缺口夯
实基础。

闭环管理，及时监测预警。针对年度
国土变更调查滞后性问题，重庆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全力加强耕地监测监管和源头
管控，通过周调度、月评估、季监测对耕地
进行“跟踪式”监管，建立起一本“点、线、
图”相结合的“活账簿”。不仅根据自然资
源部土地卫片执法、耕地保护卫片、半年自
然资源监测和市级自然资源常规监测等动
态更新数据“点”，实时掌握耕地变化情况；
还深入分析往年耕地变化“折线”，提前预
判耕地流向趋势，避免出现耕地突然流出
情况；并探索建立实施“五色图”评价工作
机制，直观反映工作进度、问题类型、涉及
行业、区县排位等。同时，对照耕地“一本
账”数据反映突出情况切实找准问题、精准
分析研判、提出整改意见、细化具体措施，
确保及时预警、及时部署、及时整改。

明确责任，才能落实落细。重庆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坚持底线思维和问题导
向，不定期向各区县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
发送《提醒函》，做到及时预警、及时部署、
及时整改。

纵向，该局充分发挥全市各级耕地保
护工作专班统筹抓总作用，层层传导压力，
以督导倒逼落实，指导各区县对标对表开

展本地区耕地保护现状评估，逐步建立乡
镇耕地“一本账”，制定切实可行的严守耕
地红线实施方案，提升自主综合监测能力，
全面建立“人防+技防”的动态监测体系，实
现各类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查处、早整
改、早销号”。

横向，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进一
步加强与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以及农业
农村、林业等部门的联动协作，确保全市耕
地总量不减少，力争圆满完成年度耕地保
护目标任务。

随着守好耕地红线的意识深入人心，
重庆各区县也积极行动起来，结合实际探
索方法，坚决守好“责任田”。

4月10日一大早，永川区宝峰镇泸永
桥村耕地保护网格员杜贵兵来到本奠寺，
进行“回访”。

“2月中旬，我在巡田时发现有村民在
这儿私挖耕地扩建鱼塘，立即上报。镇上
和村里及时制止了这起破坏耕地行为。今
天我过来看看现场恢复情况。”

杜贵兵指着旁边的一块农田说，当事
村民已经反省了自己破坏耕地的行为，表
示要在恢复的耕地上种植水稻。

守好耕地，人是关键。2022年8月，永
川区耕地保护建设工作专班印发耕地保护

网格化动态巡查监管工作方案，建立了
“区、镇（街）、村（居）、社（组）”四级巡查监
管体系。其中，明确全区2881名耕地保护
网格员，对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及耕地
撂荒、破坏等情况进行重点巡查核实，打通
耕地保护“最后一公里”。

据悉，为进一步建立完善耕地保护网格
化动态巡查“发现、报告、核实、处置、销号”
全流程管理机制，加强统筹调度和问题分级
处置，永川区制定印发网格化动态巡查处置
流程图，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实行台账式管
理，按月更新上报。同时要求每名耕地保护
网格员每周至少巡田1次，对于巡查发现的
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制止和反馈，确实无法
当场制止的要逐级上报，为进一步开展问题

核查和分类处置工作提供线索。
截至目前，永川区耕地保护网格员累

计巡查7.6万余人次，制止、防范耕地“非农
化”“非粮化”行为360余起，耕地保护网格
化动态巡查监管工作初见成效。

加强巡查的同时，各区县也将数字化
手段应用于耕地保护，增强基层保护意识。

“扫了二维码，在手机上就能看到家门
口的土地是不是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砌
猪圈、种果树前‘扫一扫’就不会破坏耕地
了。”近日，奉节县竹园镇丰竹村村民陈良
秀在学会使用“奉耕码”后说。

“奉耕码”正是奉节县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组织开发的耕地保护专码。群众可扫描
二维码，查询永久基本农田、一般耕地、生态

保护红线，企业可以运用该码帮助项目选
址，执法人员可以通过该码加强耕地监管。

位于长江三峡库区腹地的奉节县，境
内山峦起伏,大部分耕地较零散，许多农户
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范围掌握不全，
修建房屋农舍时无意间侵占耕地的情况时
有发生。“奉耕码”的出现，让群众也能对耕
地“一本账”心中有数，十分实用。

今年4月，“奉耕码”发布当天访问量就
超过1万次，查询2900余次，有关部门接到
违法举报线索17起。为提高群众对“奉耕
码”的知晓率和使用率，当地政府综合运用
广播、视频、海报等形式进行宣传推广，奉
节还专门组建队伍进村入户手把手引导群
众使用，“奉耕码”已走入寻常农户家。

日前，在奉节县五马镇，夔茶生态农业
发展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也通过“奉耕码”查
看了周边的土地功能定位，为合作社计划
实施的500亩白茶种植项目考察选址。

该负责人坦言，以前，因为对土地性质
不了解，当地部分企业在项目选址时不慎

“踩”到耕地红线，走了弯路。现在有了耕
地保护专码，用地企业只需扫码、定位两个
步骤，就可足不出户直观查看生产、生活、
生态三大空间，在产业项目规划选址时可
轻松避让红线，加快了项目进度。

奉节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将会加大“奉耕码”宣传力度，吸收
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升级“奉耕码”，确保在
探索山区耕地数字化管理上取得新突破,牢
牢守住全县81.3万亩耕地保护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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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是第33个“全国土地日”，主题为“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
今年以来，我市逐级下达2023年耕地保护目标任务，同步下发区县党委政府耕地“一本账”及提醒函，表格式、清单化明确考核“红线”措施，进一步

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用实际行动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2664万亩，这是重庆的耕地红线。每一亩耕地，对重庆而言都是宝贵的资源，必须牢牢守住。而同时，重庆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分别占幅员面积

的75.8%和18.2%。耕地往往存在形态破碎、分布零散的问题，“管”起来并不容易。
迎难而上，重庆坚决把耕地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印发《关于加强源头治理坚决遏制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的通知》，以数字化赋能耕地综合监测

监管，上下联动，管好耕地“一本账”，严守区县“责任田”。

核
心
提
示

有了“一本账”，管好“责任田”，同时也要做好耕
地恢复补足工作，才能真正守住耕地红线。为此，重
庆推出了一系列举措。

市级层面，重庆组成守耕地红线工作组，赴区县
开展实地调研督导，帮助基层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问
题，督促区县完成耕地保护年度目标任务。

同时，组织开展耕地恢复补足专项行动，充分调
度基层力量，多渠道落实资金、强化队伍保障、狠抓工
作落实，有效控制了全市耕地持续减少的势头。

此外，重庆还摸清耕地“非粮化”存量底数，分类
处理耕地保护和林地管理历史遗留问题，统筹优化耕
地和林地空间布局规划，建立耕地后备资源数据库，
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为实现耕地占补平
衡、进出平衡、补足目标任务缺口夯实基础。

江津区就是在市级层面指导下，耕地恢复工作进
展良好的例子之一。2022年，江津区耕地恢复补足推
进有力有序，全年完成耕地恢复6.34万亩，在2022年
度实现耕地数量净增加，2022年现状耕地为112.45
万亩，较2020年净增加3700亩，较2021年净增加
7500亩。

这是如何做到的？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江津区委、区政府对耕地保护工作高
度重视，成立了以区长为组长的江津区耕地保护领导
小组（办公室设在区规划自然资源局），成立了以分管
副区长为组长的耕地保护建设工作专班统筹全区耕
地恢复补足工作。

江津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和各镇（街）也对标对表
分别成立了耕地保护建设工作专班，在区耕地保护领
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具体实施耕地恢复补足工作。区
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分管领导、联系领导多次带队深
入一线、深入田间地头调研全区实际情况，研究制定
政策、路径，指导基层稳妥、有序地开展耕地缺口恢复
补足。

同时，江津区出台以《关于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
的实施意见》为主，《关于实行全区耕地保护“网格化”
动态巡查监管的通知》等为辅的政策文件，健全了具
有江津特色的“1+3”耕地保护体系，从而全面规范全
区耕地恢复补足工作。

为了调动镇街、村社的主动性和农民群众的种
粮积极性，江津区还建立了耕保激励机制。江津区
2022 年恢复补足耕地中有0.8 万亩可用于占补平
衡，产生的新增耕地收益按照3.6万元/亩包干拨付
镇街作为耕地恢复工程施工及后期管护费用。根据
当年度全区耕地总量，在耕地后期管护利用激励资
金中，每年按3元/亩的标准落实“网格化”管理工作
经费336万元。

忠县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建立耕地“进出平衡”指
标有偿调节机制，筛选符合条件且长期稳定利用耕地
图斑，以乡、镇、街道为单元，建立耕地“进出平衡”指
标资源管理库，制定出台《忠县耕地“进出平衡”指标
有偿调剂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就指标生产、调剂、
价格等进行规范管理，确保有限的指标用在该用的地
方。通过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线上平台，忠县将耕地
211亩“进出平衡”指标有偿调剂给重庆泽润水务有限
公司，用于落实忠县黄钦水库扩建项目耕地永久淹没
区域“进出平衡”任务。

“目前，忠县耕地‘进出平衡’指标仅在县域内调
剂，优先解决重大项目、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等领域，
全力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用地保障。”同
时，忠县将指标调剂价款主要用于耕地恢复补足、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等耕地保护重点工作，全力遏制耕地

“非粮化”、防止“非农化”蔓延态势，切实扛牢耕地保
护政治责任。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重庆将严格落实刚性指标考核要求，实行“一票否
决”、重大问题终身追责。对耕地“一本账”反映的突
出问题，精准分析研判、提出整改意见、细化具体措
施，确保圆满完成年度耕地保护目标任务。

魏智兰 陈立德

建立耕地一本账 管好全市责任田
我市层层压实责任严守耕地红线

全市上下联动做好耕地恢复补足工作

南川区石溪镇南茶梯田 摄/汪新

石柱县临溪镇旭光村土地整治项目 摄/魏智兰

潼南区太安镇头滩村土地整治项目 摄/张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