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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实践策略研究分析

张永健　田　璐　史明明　刘靖宇

中国地质调查局乌鲁木齐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目标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设环节，对实现新型农业技术改革、战略

目标实现具有重要影响。高标准农田建设更加强调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从农田与水利、与景观道路等的协调性方面

出发，充分注重农田建设与自然环境的统筹规划。本文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实践策略展开论述，具体分析高标准

农田建设相关理论、原则以及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具体策略建议的给出，奠定基础的同时，也在助力乡村经

济振兴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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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is a very important link under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realiza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reform and 

strategic goals.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emphasizes harmony and unity with the environment. Starting from 

the coordination of farmland with water conservancy and landscape roads, it pays full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farmland construction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strateg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standard farmland, and specifically analyzes the relevant theorie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t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specific strategic suggestions but also helps realize the strategic goals of rural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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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建设目的是保证中国的粮食产量和粮食

安全、提升农田等级、增加农民收入，在乡村振兴发展

目标中，农田建设是关键的一环，高标准农田建设，既

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又要与生态环保相适应，以切实

满足乡村经济振兴发展、自然环境保护、优化需求为目

的，合理开展项目选址规划、方案设计以及后期管理等

工作，以保证相应目标的有效实现。这一过程中，相关

部门负责人需要充分关注建设落实情况，在做好宣传教

育工作的基础上，能够严格按照规划方案进行，结合阶

段性人口、资源以及环境条件等的变化，合理调整实施

计划，由永久基本农田改造逐步推进至一般农田，实现

农业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充分挖掘农业经济潜在

的增长能力，促进农业与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理论概述及原则

高标准农田建设活动的开展，需要有相关理论基础

的支持，并在充分坚持相应原则的基础上有效进行。

（一）相关理论

高标准农田建设，首先要明确“何为高标准农田”，

要清楚高标准的要求。在具体了解高标准农田前，需要

明确“耕地”的概念，其属于一种土地类型，是能够生

产粮食、确保满足人们生活基本需求的一种土地类型。

且随着现代社会农业技术的创新发展，耕地建设逐渐成

为新的改革目标，以匹配农耕技术、满足农业发展需

求。高标准农田是建立在传统耕地基础上，通过对土地

进行合理改造，促使土地平整、肥沃，且能够借助现

代技术设施提高生产力、抗灾能力，方便农业实现现

代化、规模化发展目标的一种新型土地农田形式。高

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会更多应用现代管理理念，充

分结合市场经济特点与生态环境保护需求，提升农业

经济水平 [1]。

（二）建设原则

高标准农田建设期间，应该首先注意遵循以下两项

原则：

1、基本性原则

基本性原则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叙述，方便对

其进行深入了解。

首先，要遵循土地保护与利用并行原则。也就是一

方面要坚持土地保护、治理、质量提升，一方面要坚持

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为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合

理扩大耕地面积奠定基础。在全面落实耕地保护政策的

同时，阶段性、实质性调整规划方案，以满足实际需求，

提高土地利用率 [2]。

其次，统筹性规划、推动土地规模化整治工作，确

保农田建设计划的有效落实。

再次，需充分认识并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具体农田

建设活动中，应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做好土地调

研工作，在充分掌握地质特点、农田环境条件的基础上，

结合乡村发展建设需要，进行针对性整治，保证农田建

设质量、数量，践行农田进行与环境相适应，并能够协

调发展，保障农户利益 [3]。

最后，农田建设与社会力量相结合，以充分保证农

田改造计划落实。在充分明确相关建设标准、要求的前

提下，集合地方社会力量，科学有序地落实农田建设创

新工作，有利于切实保障乡村振兴、农业经济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实现。

2、合法性原则

合法性原则主要是指，农田建设活动应该依照相关

法律规定进行，满足规定标准，切实执行相关农田法律

政策，以确保农田建设规范、合理。首先需要研究国内

的农田法律政策，尤其是土地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遵

照环境保护、水土资源保护以及农田保护等制度，合理

规划、设计农田建设方案。其次，依照相关法律规定，

合理构建土地管理模式，以确保农田管理合法、依规。

最后，争取、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资金投入力度，以高

标准农田建设吸引资金、引进人才，确保农田改造计划、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顺利进行 [4]。

二、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存在的问题

在具体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活动的过程中，主要存

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规划不科学，项目选址不当

农田建设规划缺乏一定的科学性，更多注重实体工

程建设，却忽略了配套设施投入及相关条件的满足，致

使农田建设工作很难有效开展。如农田防护、土壤改良

以及项目选址等工作，落实不到位，严重影响了工程建

设实效发挥。如项目规划中，一些基础性部门为体现自

身工作指标的落实程度，常盲目性开展相关工作，选址

随意、农田基建不完善、指标不符合规划要求等现象时

有发生，最终使得申报项目地质条件不符合农田建设要

求，很难满足高标准农田建设经济效益达标要求。

（二）宣传不足，支持率不足

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逐步满足农村地区民众的经济

需求，且提升其生活质量，因此应该得到地区农户的大

力支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由于宣传不到位，使农

户没有完全认识到农田建设的优势，致使其参与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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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打折扣，也就没有见到预期的支持效果。一方面宣传

范围较为局限，宣传深度不足，甚至为尽快落实项目建

设工作，部分地区选择“代下申请书”的方式，忽略农

民的真实意见，最终也没有得到农户的全效支持 [5]。

（三）方案设计不合理，调整困难

建设方案设计得不合理，也是较为突出的一类问题

之一。如设计人员工作时间短，很难对地区农田实况进

行充分了解，更难保证现场勘察质量，以致方案设计不

合理。除此之外，设计单位过于注重农田建设美观性体

现，而忽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使其“徒有其表”，也

不利于农田建设质量保证。设计缺乏民意调查的支持，

常出现方案设计与现实需求不符情况，也会阻碍农田建

设工作落实与调整。

（四）质量管理不足

质量监管不到位，主要是指农田建设期间，相应管

理工作配合落实不足，是建设质量难以充分满足土改需

求。如农田建设项目承接单位资质不足，为后续相应的

管理问题出现埋下伏笔，尤其是施工质量难以保证的情

况下，相应生态环保要求、农业经济发展需求等，都很

难得以实现、满足。除此之外，村委管护落实不到位，

经费欠缺等，也都会严重影响农田建设工作的落实 [6]。

（五）土壤条件研究不足

农田建设工作中，未充分考虑土壤条件的适用性，

致使建设不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部分地区农田建设重

视基建，却忽视土壤条件研究，致使由土壤质量问题引

发的问题频频发生，严重影响农田建设效率、效果。如

农药、化肥等使用过量导致土地板结，土壤受污染、质

量受损等，都不利于农田建设项目活动的具体开展。

三、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实践策略研究

鉴于对上述内容的了解，现就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实

践策略，给出以下几点建议，以保证农田建设质量提升，

保证合理推进乡村经济振兴发展目标的实现。

（一）统一农田标准要求，提升规划质量

农田建设规划质量提升，还需进一步统一农田标准

要求，为规划落实奠定基础。统一标准实际是指在传统

农耕活动的基础上，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相关内容做统

一规划、处理，如高标准农田的评判标准，需要充分结

合地区地质条件、气候环境等情况进行统一，并在统一

的基础上，按地区不同设置弹性标准，以保证落实因地

制宜原则。除此之外，还要充分征求民众意见，确保统

一化标准的合理性，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奠定统一标准化

基础 [7]。

（二）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为进一步争取农民群体的支持，还需做好农田建设

宣传教育工作，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合理扩大宣传教育

范围，为切实赢得农民的支持做好充足准备。如在建设

活动具体开展前，应该首先就相关政策进行宣传教育，

引导农民争取认识农田建设工作，能够意识到农田改革

建设给自身带来的利益保障，以此赢得群众基础。在初

步接受的情况下，结合建设项目活动的不断深入，引导

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农田建设给社会、环境以及自身生

产、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进一步赢得农民群众支持，

确保农田建设活动有效落实。

（三）优化制定施工方案

进一步优化施工方案，有助于提升农田建设质量，

确保施工安全。首先依据建设规划用地标准，进行实地

考察、勘测，确定土壤条质量、水文地质条件、气候环

境因素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保证方案制定符合现实

需求。其次，对地质、环境条件相对特殊地区，应给予

特殊关注，如针对干旱地区，注重农田灌溉设施设计建

设、道路建设，以保证农田生产经营便利。或者针对气

候湿润地区，注重土壤、土质改良，为农业生产提供更

好的地质条件等。

（四）重视后期养护，优化管理模式

重视农田建设与管理，保证后期养护能够满足农田

改造需求，保证切实发挥出农田建设实效，还需进一步

优化管理模式。如在招标阶段，就重视对承包企业单位

资质进行严格审查，确保其能够满足后期建设需要。在

此基础上，对于农田建设期间相关工程活动的施工情况

予以关注、管理，尤其是建设后期的养护管理问题，更

要引起注意。明确管护责任主体，保障责任落实，敦促

相关人员落实管理工作；加强经费维护，确保经费运用

合理，为农田建设提供经济保障，且能够降低村委经济

压力，有助于激发农民参与积极性。

（五）加强科技创新，融入生态理念

现代社会农田建设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持，尤其

是在生态环保理念逐渐深化、落实的情况下，农田建

设工作开展，更要融入科技、生态理念。利用现代数字

技术，对农耕活动如水肥管理等进行模式改进，如加强

水肥一体化建设，借助视频监控设备等，监测土壤水肥

含量，观察作物生长状态，并对病虫害进行预防性监测

等。保证水肥灌溉合理、病虫害防治合理，改善土壤肥

力，强化防治环保性体现。除此之外，还可以借助现代

科技，建设农田建设推广平台，实现产销一体化，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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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面的农业技术培训、农产品检验，到农业集成化、

规模化发展等，进行一条龙服务，整体确保农田建设

经济效益提升，保证农民利益，确保农业经济稳步发

展。利用现代科技进一步强化项目监管，保证农田建

设质量 [8]。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业经济发展应该与环境相协调，不能

一味发展粗放型经济，关注环境保护、加强高标准农田

建设，应该成为乡村振兴、农业经济发展的重点内容。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逐步推进过程中，针对各类潜在、

突发事件，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在充分解决相应常规性

建设问题的同时，保持生态警觉性，促进农田建设与经

济、环境之间相互协调发展，才能切实保证高标准农田

建设有序进行。农业部门相关负责人还需充分重视农田

建设工作的开展情况，时刻以高标准要求相关参建方，

合力共建乡农田、水利、环境协调体系，共同助力乡村

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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