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科技 

 2 

建筑施工管理 
第 2 卷◆第 2 期◆2020 年 2 月 

贫困山区土地整理复垦项目实施的实践与探索 

——以四川省平昌县为例 

胡元琼 

（四川省平昌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四川平昌   636400） 
 

摘要：本文以四川省平昌县实施土地整理复垦项目为实例，，分析探究实施土地整理复垦项目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主要体会和优化贫困山区

县土地整治复垦策略，旨在为贫困山区土地整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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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多，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土地利用面临

的突出问题是一方面人口不断增加，为确保粮食安全，解决十几亿

人的“吃饭”问题，现有耕地数量不能再减少；另一方面，我国正

处于工业化中期，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及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

还要占用部分土地，而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又受到数量少、质量差、

开垦难度大和生态环境问题等因素的限制，潜力非常有限。因此，

土地整理复垦是解决我国土地利用问题的必然选择。只有通过土地

整理复垦，充分利用闲置土地、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促进经

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缓解当前用地紧张的状况。为此，笔者在

调查分析基础上，结合四川省平昌县土地整理复垦项目实施的实

际，就贫困山区县现阶段土地整理复垦项目实施的实践与探索作以

下探究。 

1 贫困山区县目前土地整理复垦项目实施的主要成效 
我国深度贫困的地区与土地整治重点项目区地理位置大致重

叠，四川省平昌县因地制宜实施土地整治复垦项目，不但有效改善

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环境，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而且

破解了因资源匮乏、条件落后、能力不足所导致的贫困难题，同时

有助于贫困山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目标。 

1.1 土地整理复垦整体成效显著。近几年的实践证明，贫困山

区农村土地整治复垦实现了项目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扶贫效益、

社会效益相统一。2007 年以来，平昌县共实施了土地整治项目 74

个，其中社会投资项目 28 个，有力助推了平昌县脱贫致富奔康。（见

图 1） 

平昌县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实施情况统计表 

实施年度 
项目个数

（个） 

建设规模 

（万亩） 

预算投资 

（万元） 

新增耕地 

（万亩） 

整治山坪塘 

（座） 

新建蓄水池 

（口） 

整建渠道 

（公里） 

田间道（公

里） 

生产路（公

里） 

2007 年至

2020 年 
74 82.54 115607.09 8.34 1079 1592 441.26 973.13 429.01 

（图 1） 

1.2 土地利用率和生产效能增强。通过实施土地整治复垦，对

田、水、路、林、村实行综合整治，对宜农未利用地进行开发，对

低效利用土地进行整理，对废弃土地或自然灾害损毁土地进行复

垦，通过坡改梯、小改大、薄改厚，田块、地块归并，从而减少田

土坎面积，挖掘耕地潜力，增加耕地面积，改善耕地质量，提高土

地利用率和农业生产效能，进 

而增强了农户收入。（如图 2） 

 
（图 2  2017 青凤凤山村土地整治项目一角） 

1.3 群众从项目中增收。土地整治项目涵盖范围较广、规模较

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平昌县坚持以当地受益群众投工投劳为主、

专业施工队伍为辅的施工模式。适宜群众性施工的工程，如土方开

挖、土地平整、现有表土的堆放、道路施工、渠系施工及地力培肥

等采取投工方式，由受益农户集体来完成，取得工资，切实增加收

入。对于专业性强的工程则由施工队伍完成。 

1.4 改变了农村生活生产条件。项目建设后，改善了平昌农村

道路、水利、村落等基础设施条件和村民生活、出行，农业生产、

排灌，农业物质、产品运输等条件，同时，新获得的耕地占补平衡

指标用于项目用地和交易流转，将有力助推脱贫攻坚。比如，平昌

县西兴镇光明村、坦溪镇跃进村在优先保证土地平整目标的同时，

着重农村道路工程，精准实施基础设施扶贫，新建、硬化社道路共

计 18.2 公里，新建蓄水池 11 口，整治山坪塘 4 口，新建渠堰 3000

米，通过土地整治结束了不通水泥路的历史，有效解决了行路难、

灌溉难等问题。（如图 3） 

 
（图 3 跃进村三社土地整治道路工程） 

1.5 农业产业化趋势明显。通过实施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结合

平昌县新村建设，进行“巴山新居”改造、新村环境综合治理和农

业结构调整以及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有力地推动农村社会经

济发展。在驷马、元山、白衣等镇部分项目区，结合土地整治项目

实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集体土地流转承包，由土地整治带动的农

业产业化已初见成效。 

2 贫困山区县实施土地整理复垦项目的主要体会 

作为国家贫困县的四川省平昌县，实施了十多年的土地整理复

垦项目，从这些年的实践与总结来看，主要以下体会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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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土地整理强度越大，综合性越强，对农村建设的促进作用

就越大，对其影响程度也就越深。从近几年全县实施的土地整理复

垦项目来看，凡是资金投入少、规模小、整理内容单一的项目，没

有形成田、水、路、林、村的系统综合整治模式，因而在对农村新

村发展的促进作用上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二者间耦合度较弱，起

到的综合作用并不强烈。 

2.2 土地整理对文明新村建设的各项子因素均有不同的影响。

全县已完成土地整理项目前后，生产发展、管理民主、生活宽裕的

变动系数差异较大，其中生产发展变动系数最大，生活宽裕变动系

数最小。 

2.3 土地整理的效果也仅仅在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方面有较大

的体现，其他方面并不明显。土地整理对农村的生产发展有最直接

的且明显的促进作用，然而农村的生产发展与农民生活宽裕之间存

在一定的滞后性。 

2.4 土地整理复垦对文明新村建设乡风文明和管理民主没有直

接的影响作用。但通过生活宽裕等方面间接影响着文明新村建设的

人文环境，其作用在文明新村建设中甚微。 

3 贫困山区县优化土地整理复垦项目实施的主要策略 
针对平昌县实施土地整理复垦的情况，提出优化贫困山区土地

整理复垦项目实施的以下策略。 

3.1 要突出综合实施。贫困山区实施土地整理项目应具有综合

性，保证田、水、路、林、村的全面整治，集中资金加大项目的设

置，提高整理标准，扩大整理范围，保证土地整理高效运行，配合

文明新村建设，才能全面推动新农村建设与发展。 

3.2 要突出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改善。土地整理复垦，除了对基

本农田的整治之外，还应对文明新村居民点等村庄建设进行统一的

整体规划整理，完善基础配套设施，改善农民居住微观环境；在土

地整理项目进行之前，可对项目区进行生态环境评价，根据当地实

际生态状况的好差及分布情况，再对土地整理进行规划设计，使其

的设计更符合可持续的要求，更有利于农村生态保护；同时，要有

效运用生态景观学的理论，加大土地地块的整理，合并田块，重新

划分农田格局，在一方面解决土地破碎化问题的同时，另一方面，

要加强林网建设，营造整体景观格局，改善农民居住的宏观环境，

保证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村生态的同步发展。 

3.3 要突出产业结构调整。贫困山区实施土地整治复垦，除了

改善土地的质量，提高土地综合生产能力之外，更应该注重将土地

类型、生态景观、民俗风情等与特色产业相结合，改变传统的种植

模式和经营模式，使得农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农业生产效益得到

最大化的提高，农民的收入得到更进一步提高。 

3.4 要突出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应通过多种宣传形式，加大土

地整理和文明新村建设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对土地整理的认识和

理解，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尊重农民的意愿前提下，进行土

地整理项目的推进，避免出现群众与干部关系紧张、群众与群众之

间权属纠纷等问题。 

3.5 要突出高起点科学规划。实施中，要注重发展农业集约经

营，提高农业整体效益。积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行集约化

生产、产业化经营、品牌化营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农业经

营水平。要注重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核心竞争力。要注重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要注重加大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力度，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步伐，

大力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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