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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与利用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发

展、生态恢复等愿景的重要基础。树立“大食物观”，系统谋

划耕地保护与利用工作，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统

筹协调好发展与安全、保护与保障的关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等重要论述

精神的扎实举措，是全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

住耕地保护红线、夯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粮食安

全基石的关键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丽水市多山地丘陵，耕地资源稀缺，必须牢牢守住耕地保

护红线。研究编制《丽水市耕地保护利用规划（2023-2027

年）》（以下简称《规划》）是丽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进一

步强化耕地保护与利用的有力举措，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成

为“全面展示浙江高水平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绿色发展成果

和经验的重要窗口”提供有力的资源保障。

前言|PREFACE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要求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落实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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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基础

1.1 形势与背景

1.2 现状与本底

1.3 成效与调整



面临形势

1.1 形势与背景

➢ 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异常严峻。

➢ 粮食安全问题逐渐政治化。

➢ 将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提升到新

的战略高度。

➢ 构建差别化耕地用途管制制度，

形成“现状耕地-稳定耕地-永久

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

功能区”金字塔形耕地保护格局。

➢ 全面落实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党政

同责。

➢ 加强用途管制，规范占补平衡，

强化土地流转用途监管。

➢ 按照“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的定位要求，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建设。

➢ 建立耕地保护价值实现机制，建

立符合县域特色的特色农业产业

利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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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现状与本底

全市整体呈现 “以林为主、耕地较少” 的资源格局

全市山地面积众多，呈“’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多
田少”地类格局

全市耕地质量总体处于中高等水平，呈现“东南高、
中部较低”的分布格局

丽水市现状地类结构图

建设用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其他用地

耕地：1228K㎡
（184.2万亩），
占比7%

国土空间现状



1.2 现状与本底

耕地与恢复地类现状

二调耕地（2018变更）：262万亩

三调耕地（2020变更）：184万亩

稳定耕地
169万亩

不稳定耕地
15万亩

梯田
120万亩

坡耕地
39万亩

耕地
流出
较大

“三调”为即可恢复
76.11万亩

二调为耕地

“三调”为工程恢复
13.91万亩

标注恢复属性地类分布图



1.2 现状与本底

耕地质量情况

耕地质量总体处于中高等水平

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

➢ 耕地质量总体处于中高等水平，平均耕地质量等别为10等，最高耕地质量等

别为7等，仅占3.7%，无低等地。

➢ 丽水市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成果中划定为严格管控类的耕地0.036万亩，主要

分布在龙泉市。

现状耕地质量等别分布图 严格管控类的耕地区域分布图

耕地面积与坡度

➢ 耕地立地条件差，破碎化程度高，农业生产空间分散



1.2 现状与本底

优质农田建设情况

丽水市粮食生产功能区

317.52平方千米（44.98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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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高标准农田

920.7平方千米（138.11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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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成效与挑战

取得成效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落实耕地保护优先序，将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任务足额带位置分解下达，做到优先划定、应划尽划、应保尽保。全市共
划定150.22万亩永久基本农田，足额完成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并实
现上图入库、落地到户。

有效保障粮食安全
我市通过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综合开发、低丘缓坡综合开发利用、粮食生产
功能区建设和土地整理等农田建设工程，农田基础设施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
基本实现“旱能灌、涝能排、路相通、渠相连”的建设目标。我市累计建成
高标准农田138.11万亩，建成粮食生产功能区44.98万亩，为稳定和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硬核举措多管齐下

我市高度重视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工作，坚决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
依托国土资源遥感监测“一张图”和综合监管平台，实现了耕地保护信息化
管理，推动实现横向联动、纵向联通、信息共享、全程监管，有力支撑了耕
地保护各项工作，促进了耕地保护规范化、精细化。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和进出平衡，稳妥推进耕地功能恢复，稳步增加耕地总量。

土地整治基础夯实

我市持续推进“千万工程”，十三五期间开展了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
程59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达22800.60公顷，耕地质量提升5611.19公顷，
旱改水面积3437.05公顷，新垦造耕地面积5010.10公顷；建设用地复垦面
积5696.65公顷，建设用地整治盘活946.04公顷，建设“四好农村路”达
1436.31千米



1.3 成效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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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成效与挑战

面临机遇

耕地保护更加鲜明

规划基础更加扎实

科技支撑更加有力

政策引领更加强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耕地保
护的极端重要性，要求“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全面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耕
地保护责任”,“中央要和各地签订耕地保护‘军令
状’，严格考核、终身追责，确保十八亿亩耕地实至
名归”.

《丽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已
进入最后攻坚，当规划批复后，将成为我市空间发展
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
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科技攻关是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深入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支撑。近年来，遥
感、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为
自然资源管理与业务发展提供重要动力。

多部门出台政策保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合理用地需求，为农村产业发展壮大留出用地空间。
政策引领下，资本下乡引入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
推动农地利用规模化、现代化，高质量推进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市场驱动更加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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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

与目标任务

2.1 指导思想

2.2 目标任务

2.3 控制指标



坚持量质并重 从严落实耕地保护

坚持严格执法 依法依规实施监督

坚持系统推进 统筹开展耕地治理

坚持永续利用 全面保障粮食安全

指导思想

粮食生产安全底线

全面落实
耕地保护长效机制

全面建立
农业产业发展基础

全面夯实
国土空间治理能力

全面提升

2.1 指导思想

规划目的

规划原则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认识进入

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时代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忠实践行“八八

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贯彻落实耕地保护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国

土空间规划为引领，切实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为目标，构建保护有力、集约高效、监管严格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牢牢

守住耕地保护红线，构筑坚实的自然资源与绿色空间基础。



至2027年，全市耕地保护取得显著成果，全面落实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立保护与共富相协调的耕地保

护利用新思路，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构筑坚实的资源基础。

2.1 目标任务

总体目标

耕地保护得到有效落实

01 02 03

✓ 耕地保护目标
不少于
176.20万亩

✓ 永久基本农田划
定面积不少于

   150.22万亩

✓ 高标准农田和粮
食功能区总量

不降低

落实保护责任

严守耕地红线

优化农业结构

推进高效利用

健全体制机制

强化用途管制

开展系统治理

重塑新型格局

构建监管体系

推行常态管控



2.3 控制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2027年 单位 指标属性

1 耕地保护目标 176.20 万亩 约束性

2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150.22 万亩 约束性

3 高标准农田建成面积 166.98 万亩 约束性

4 粮食生产功能区建成面积 44.98 万亩 约束性

5 新增万亩以上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片数 1 片 预期性

6
新建数字农业工厂和数字化改造规模种

养基地累计数
30/200 个 预期性

7 口粮自给率 94.2 % 预期性

8 生态造地面积 2.35 万亩 预期性

9 旱地改水田面积 0.56 万亩 预期性

10 设施农业机械化率 35 % 预期性

11 优质表土用于垦造耕地项目覆土比例 80 % 预期性

12 恢复耕地功能面积 1.53 万亩 预期性

主要规划控制指标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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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耕地和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3.1 从严落实耕地保护目标

3.2 严格耕地用途管制

3.3 全面深化田长制

3.4 健全地方法律法规



3.1 从严落实耕地保护目标

◼ 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带位置逐级分解下达，

作为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刚性指标，逐级签订耕地

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书。

按有关规定落实补划，补划应做到“数、线.图”一

致，确保能落地、可考核、可追责。

◼ 严肃开展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
核实处置

坚持“总体稳定、局部处置”的原则，全面查清耕地

保护目标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中因农业结构调整

等原因形成的非耕地，区分不同情形分类处置，积极

稳妥进行恢复整改和调整补划，确保耕地保有量和永

久基本农田划真划实

◼ 建立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机制

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健全补充和更新完善资

料档案，及时补充更新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和界

桩等，强化耕地保护共同责任。

结合田长制，建立网格化管理新模式，与“自然资源

执法监管信息平台”有效衔接，确保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任务落到实处。



3.2 严格耕地用途管制

规范耕地“占补平衡”

严格管控“进出平衡”

严肃处置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

强化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

➢ 强化耕地“占补平衡”主体责任，构建“县域补充、市域平衡为主体，

国家统筹、省级统筹适度支持”的补充耕地机制，落实补充耕地全过程

监管。

➢ 统筹实施各类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历

史遗留工矿废弃地复垦等，多渠道落实补充耕地任务。

➢ 分类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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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严格管控一般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 。

➢ “进出平衡”实行以县域自行平衡为主、市域或省域范围内统筹落实为

辅。

➢ 坚决遏制新增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和“耕

地智保”“浙农田”等数字化建设应用场景，构建“人防”+“技防”

的耕地保护新格局，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全

面建立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增违挂钩”制度。

➢ 加强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管理，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

➢ 严格规范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调整，在土地综合整治等相关建设中必要的

配套建设涉及少量占用或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的，要在项目区内予以

补足，难以补足的，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在县域范围内同步落实补

划任务。



3.3 全面深化田长制

深入构建田长制责任体系

落实田长制主要任务

助推田长制落地见效

 深化省、市、县、乡村五级田长和村级耕地保护巡查员责任制，对于违法违规占用耕

地的，一律倒查田长和巡查员履职情况、一律倒查铁塔探头监管情况。

 严格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强化耕地保护绩效考核，完善奖

惩机制。

 坚决落实耕地保护目标责任，把保护任务足额带位置逐级分解下达，纳入耕地保护

“一张图”管控。

 扎实提升耕地质量，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

 全面构建“天空地网”一体化综合监测体系，实现全程监测监管。

 明确责任主体，精准下达工作任务，确保交办的问题事事有回应、件件能落实。

 鼓励改革创新，推动田长制成员单位部门联动，基层将田长制与林长制、河长制相结

合，形成“三长协同”的抓落实工作体系。

 明确田长制各责任单位责任，协同解决耕地保护难点、重点问题。制定田长制考核办

法，激发基层田长履责的内生动力。



3.4 健全地方法律法规

建立地方耕地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积极推动《浙江省耕地保护条例》研究编制工作，在全面系统梳理现有耕地保护

法律法规和最新保护要求的基础上，建立与《耕地保护法》相适应的地方法律法规体

系，准确把握新时期全省耕地保护面临的新形势与新要求，进一步推进耕地保护制度

化、规范化。

加强耕地保护政策研究

加快推进“三权分置”制度下的耕地保护政策研究，完善健全农村流转土地经营

权管理办法，明确流转区域、管理责任、审查程序、监督管理等内容。

探索经营权市场价值实现机制，以此推动集体土地统一流转、统一经营，在此基

础上深入推进耕地“非粮化”整治

健全耕地保护督察考核机制

加大耕地保护督察力度，重点督察市县党委、政府耕地保护主体责任落实、耕地

保护工作机制建设、建设用地审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耕地占补平衡和违法用地监

管等情况，并督促按时保质完成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工作。



04
促进耕地空间

布局优化

4.1 促进耕地空间布局优化



4.1 促进耕地空间布局优化

“一核、三区、一带、多点”
一核

三区

一带

多点

河谷盆地耕地集聚区、松谷盆地耕地集聚区、低山丘陵耕地集聚区

环中心城区耕地集聚区

以莲都区、缙云县、青田县为主的集中连片耕地聚集区域

多个耕地集中分布重点保护点

集中在碧湖盆地、松古盆地、壶镇盆地以及河谷盆地等产粮区。

为瓯江流域农耕文明带



05
引导国土综合整

治，明确保护利用潜力

5.1 大力实施土地整治，稳步增加耕地数量

5.2 稳步推进提质工程，着力提升耕地质量

5.3 积极开展生态修复，推动耕地生态建设

5.4 合理优化用地布局，引导耕地进出平衡

5.5 农田产能分类管控，落实产能占补平衡



5.1 大力实施土地整治，稳步增加耕地数量

耕地功能恢复地块分布图 宜耕后备资源分布图

至2027年：

耕
地
功
能
恢
复

新
垦
造
耕
地

建
设
用
地
复
垦

新增2.67万亩

主要分布于松阳县、
云和县、缙云县、
庆元县

新增1.43万亩

主要分布于松阳县、
云和县、缙云县、
庆元县

总规模9.12万亩
补充耕地6.97万亩
主要分布于松阳县、
云和县、缙云县、庆
元县



5.2 稳步推进提质工程，着力提升耕地质量

“百千万”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潜力分布图

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潜力

百千万亩方连片整治潜力

1片，1.60万亩
（耕地1.21万亩）

万亩方

161片，30.01万亩
（耕地16.76万亩）

千亩方

百亩方
4211片，101.93万亩
（耕地62.15万亩）

“旱地改水田”重点区域

0.56万亩
松阳县、青田县、龙泉

市、庆元县

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

全市优质表土用于垦造耕地项目比
例达80%以上



5.3 积极开展生态修复，推动耕地生态建设

耕地土壤生物多样性分布图

土壤条件综合改善 — 土层厚度

181.89万亩，主要分在
景宁县、龙泉市、青田县。

50cm
以下

57.52万亩，主要分在缙
云县、遂昌县、莲都区。

50cm-
100cm

100cm
以上

4.67万亩，主要分在遂
昌县、缙云县、莲都区。

耕地生物多样性提升

土壤生物多样
性不丰富区

耕地土壤污染修复治理

严格管控
类的耕地

0.036
万亩

龙泉市

98.70
万亩

景宁县、莲都
区、云和县



5.4 合理优化用地布局，引导耕地进出平衡

丽水市宜进宜退耕地潜力分布图

2.67万亩

规划拟退出不适宜耕种的耕地

2.67万亩

规划拟将其他农用地恢复为耕地

➢ 主要位于景宁县、云和县、龙泉市等县市的坡耕地地区。

➢ 主要位于松阳县、遂昌县等县平原、盆地地区。



5.5 农田产能分类管控，落实产能占补平衡

新建粮食生产功
能区

化肥农药使用量

新建高标准农田
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率

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

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率

科技进步对粮食
单产的贡献率

粮食自给率

8.60亩 零增长

9.36亩 95%以上

0.594 90%以上

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 84.2%

构建完善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体系



06
积极部署重

大行动和重点工程

⚫ 七大行动



6.1 百千万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专项行动

市域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分布图

➢ 至2027年积极开展不少于22片“百亩方”、60片“千亩方”、1片“万亩

方”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区，整治后集中连片耕地规模达到10.74万亩。

➢ 贯彻落实省级下达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任务

➢ 切实加强耕地质量建设，稳妥推进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整治

➢ 实现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规模种植和高水平保护

➢ 保障丽水市粮食安全。

实施成效



6.2 土地整治专项行动

市域跨乡镇土地整治项目分布图

村庄整治

推进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旱地改水田耕地质量提升、耕地后备资源开发以及农田基础设施
建设

农田整治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产业发展要素保障

生态修复

推进人居环境、河湖水系、水土流失等方面的整治修复



6.3永久基本农田划区定界行动

市域永久基本农田分布图

现场勘察

展工作底图制作，影像图上边界校核，预标注界桩点位，预设置标识牌点位。

内业处理

结合实地边界情况对预设的界桩点位进行调整

界桩及标识牌制作、埋设

进行界桩及标识牌制作并进行统一编号和埋设。



6.4 耕地功能恢复专项行动

市域耕地功能恢复地块分布图

耕地保护责任
目标

223.84万亩

耕地保有量

现有耕地面积 184.21万亩

176.2万亩 缺口：39.63万亩

➢ 规划期末耕地功能恢复面积5.43万亩



6.5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与设施农业用地
     保障专项行动

耕地质量提升

设施农用地保障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新型农业科技支撑

粮食生产功能区
高标准农田建设

⚫ 全力提升耕地质量，充分挖掘盐碱地综合利用潜力，稳

步拓展农业生产空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 发展设施农业，可有效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

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

⚫ 解决水资源危机势在必行，高效节水灌溉模式有效地节

约了水资源，同时提升了水资源利用的实效性

⚫ 高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 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以提升粮食种植面积、稳定

粮食产量为首要目标

➢ 区域内耕地质量全面提升

➢ 粮食生产功能区、高标准农田、永久基本农田逐步实现“三区合一”

➢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农田生态环境质量和耕地质量

调查监测水平明显提高

➢ 构建起更为完善的耕地质量提升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

实施成效



6.6 补充耕地专项行动

市域宜耕后备资源分布图

强化粮食安全背景下耕地保护制度完善

通过规划引领、建设管控等措施，实现土地整治从立项到验收的全程有序开展。

生态垦造

加强土地整治项目后续管护工作，加强粮食安全背景下耕地保护制度完善

➢ 实施路径



6.7 农业产业空间布局优化专项行动

1、以集中连片为导向，统筹推进农用地优化提

升

2、以“大搬快聚”为牵引，统筹推进村庄优化

提升

3、以城镇有机更新为突破，全力推进城镇存量

建设用地盘活利用

4、以“腾笼换鸟、凤凰涅槃”为抓手，统筹推

进低效工业用地整治

5、以绿色发展为要求，系统治理生态环境

6、以价值转换为目标，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

推进共同富裕

以土地整治六大整治目标推动多田套合，优化农业生产空间



07
强化规划

实施保障措施



07 强化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建立健全党政同责、分级负责的责任体系

坚决扛起耕地保护的重大政治责任

• 压实各级党委政府耕地保护责任，严格考核，从严追责问责，形成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地区粮食安全和耕

地保护工作负总责，督促班子成员和相关部门落实工作责任，建立调度和督导机

制，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分认识实行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极端重要性

• 实以“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硬任务硬责任，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强化共同责任机制

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耕地保

护共同责任机制。



深化规划实施传导

切实维护农民权益

加强耕地保护国土空间专项规划传导体系构建

配套建立规划传导、实施管理和监测评估机制，形成“规划—实施—监督—维护”的闭环管
理，确保规划有效落实

强化与规划年度计划衔接

落实耕地保护专项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指标分解纳入年度指标体系。加强规划
实施管理与评估，构建全省耕地保护“一张图”，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
信息系统，作为耕地保护开发利用活动的管控依据。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实施耕地保护 农民权益保障

07 强化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发挥市场调节机制

◆ 建立省域内跨区域补充耕地指标交易市场，促进完善市场交易机制，更加有效、合理配
置土地资源；

◆ 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

◆ 建立耕地保护社会资本参与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耕地开发、建设、整治和保护工作，
充分发挥市场在耕地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加强支撑技术创新

藏粮于技

强化科技支撑引领，通过加快农业科技改革创新，提高耕
地保护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程度

健全耕地管控体系

构建市、县、乡、村级田长体系

大力实行种业振兴行动

有关部门领导

深化耕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全面推进全省耕地保护监测体系建设，全面、
动态、及时、准确掌握全省耕地现状和变化情况。

07 强化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完善规划编制体系 健全实施监督体系 压实党委及部门责任

完善规划评价机制

加强耕地保护宣传

推广经验

示范引领

媒介宣传

落实参与

曝光违法

提高意识

推广文化

乡村振兴

07 强化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