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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耕地保护工作所面临的困境及解决策略分析

吴明亮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崇川分局　江苏南通　226006

【摘　要】在新形势下，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坚守生产红线，保障耕地保护工作的开展。在开

展耕地保护工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本文从征地的角度浅析如何科学合理的开展耕地保护并提供相应

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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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经济越发繁荣的今天，城市规划用地和耕地用地不可

避免的产生了冲突。是重经济还是重粮食生产，很多人没

有一个定性。国家发文明确规定，守住18亿亩生产红线，

是耕地保护工作的工作核心。城镇化的发展固然重要，但

人民需要吃饱，需要建立稳定的供求关系，才能在吃饱的

同时，实现经济增长质的飞跃。

1　耕地保护的重要性

1.1　耕地保护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耕地是粮食生

产的载体，其保护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的供给能力。在人

口持续增长、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背景下，耕地的减少和

退化将直接影响到粮食的产量和质量，进而威胁到国家的

粮食安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最根本的是保护耕地。人

民只有解决生理需要，才能进行上层建筑的建设，才能更

好的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

1.2　耕地保护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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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破坏性等特

征，耕地遭污染和破坏，具有一定的不可再生性。因此，

通过耕地保护工作的开展，保障对耕地的永续利用，有利

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3　耕地保护对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在新形势下，耕地保护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其对生

态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耕地，作为“田”的

存在，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更是整个生态系统

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人、山、水、林、田、湖”

这一生态系统中，耕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既是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

的基础支撑。因此，耕地保护必须以保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防止水土流失等为前提，保护耕地就是保护生态   

环境。

2　耕地保护发展现状和面临的困境

2.1　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农田被大量征用以供

建设用地，这一现象在很多地区已成为常态[1]。在这个过程

中，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和有效的监管，导致耕地被无序

占用，甚至出现了以低价征地和强买强卖的不正当行为。

在部分地区，政府对于耕地保护的重视程度不足，相较于

经济发展，耕地保护往往被置于次要位置。这种政策取向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耕地面积的减少。一旦耕地面积缩减

到一定程度，将对国家的粮食产量构成严重威胁。

2.2　耕地保护观念落后

在平原地区，由于地势平坦，耕地广阔，现代化的农业

机械如拖拉机、收割机等可以大规模应用，极大地提高了

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然而，在丘陵和山地区域，地形

复杂多变，耕地多呈阶梯状分布，坡度较大，这使得大型

农业机械难以进入和操作，限制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

此外，“山上水田”的利用方式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种

土地利用方式在雨季容易导致水土流失，对土地的后续利

用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原因在于：一方面，农民普遍文化素养不高，对于耕地

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们可能更注重眼前的利益，而

忽视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教育培

训和技术支持也是导致保护观念落后的重要因素。

2.3　耕地撂荒严重

在新形势下，耕地保护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其中

耕地撂荒现象尤为突出。退耕还林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政

策，旨在恢复生态、改善环境，对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然而，耕地撂荒则不同，它不仅意味着土地资

源的浪费，还可能对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当前，我国许多地区都存在耕地撂荒的现象。一方面，随

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事

非农产业，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足，耕地无人耕种。另一方

面，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种地收入有限，农民辛勤劳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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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得收益往往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相比之

下，外出务工的收入更为可观，几个月的工资就能够购买

一年的生活必需品，这种经济上的诱惑使得越来越多的农

民选择放弃耕种，土地撂荒问题愈发严重。

3　耕地保护的解决策略

3.1　守住生产红线

在当前经济发展和土地资源利用的新形势下，耕地保

护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守住生产红线，即确保耕

地面积不低于18亿亩，不仅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

也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政

府必须发挥其在耕地保护中的领头作用，在宏观层面上制

定和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确保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和有效管理。同时，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政府应引导企

业优先考虑利用已开发土地或未利用地，而不是盲目占用

耕地，避免无序扩张导致的耕地流失。此外，政府应当建

立健全耕地保护机制，可以在不减少耕地面积的情况下，

提高耕地的产出效率，确保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

衡。最后，政府可以通过媒体、教育和社区活动等多种渠

道，普及耕地保护知识，增强公众的耕地保护意识，形成

全社会共同参与耕地保护的良好氛围。只有重视耕地保护

工作，守住18亿亩这个具有整体性的生产红线[2]，才能让经

济稳定增长，才能让社会更加和谐。

3.2　明确征地条件

使用者须明确征地是否属于《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

条规定的情形，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基本农用田；    

（2）基本农田以外超过三十五公顷；（3）其他农田超过

七十公顷的须经过国务院批准才能进行征用。其中，如何

认定是否属于“政府组织实施的”、是否符合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是否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是否符合自然资源部成片开发标准，都需要建立相应的标

准和制度体系。明确征地条件，以《土地管理法》为指导

思想，保障耕地保护工作的正常开展，守好耕地红线。

为确保征地和耕地保护工作之间的有效推进和统筹发

展，进一步减少二者共同建设带来的矛盾，应当从坚守耕

地生产红线的角度出发，实施合理规划，科学推进征地布

局，对不同区域实施科学规划，确保不占耕地[3]。

3.3　完善征前程序

3.3.1　确定评估主体，增加审查主体

增加审查主体的主要目的是监督社会评估主体在评估

过程中的行为、程序是否合法、合依据，结论是否合理。

假若不合理，就该责令其改正，若不更正，则需更换评估

主体。

3.3.2　履行征前相关公告程序的标准

征地前，需在相关单位的网站、公众号等公共媒体和

线下公文栏目展示有关征地的各种通知、报告等形式的

公文，让有关单位及个人明确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在公告

持续期间，不得以其他名义对征地进行更改，不得偷换概

念，转而去占用农田用地，还需监察部门对此公告持续期

间进行监察，多方监督。还应履行征前签约，签订合同前

理应完善相应的合同，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

3.4　落实相关费用

在新形势下，耕地保护不仅需要政策和法律的支撑，还

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落实相关费用是确保耕地

保护政策得到有效执行的关键环节。第一，征收补偿费用

（直接补偿、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的足额到位是

保障耕地保护顺利进行的前提。政府应当建立严格的征收

补偿费用核算和支付机制，确保这些费用的合理性和及时

性。第二，征收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保障费用（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等）应当专项用于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这些

费用应当一次性足额存入指定账户，确保专款专用，防止

挪用或滥用，从而保障被征收人的长远利益。第三，征收

补偿费用应当在征收前一次性足额支付，要求相关部门加

强资金管理，避免因资金不到位导致的征地工作延误，确

保资金的及时到位和有效使用。第四，建立和完善行政复

议制度，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对于

已签订征地协议的农民，如果事后认为协议内容不合理或

补偿不到位，应当提供行政复议的途径。

综上，为了确保上述措施的有效实施，政府、企业以及

公众需发挥各自的优势，以财政审计、第三方评估、公众

监督等形式，确保征收补偿费用使用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结束语:

在新形势下，耕地保护已成为我们共同面临的紧迫任

务。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征地绝不应成为某些人谋取私

利的工具，而是应该成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

众利益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推进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将耕地保护放在首位，

确保人民能够获得充足和优质的食物供给，这是经济稳定

和快速发展的基础。同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

作，坚守耕地生产红线，确保每一寸土地都能得到合理利

用和有效保护。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也是实现

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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