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威海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2024 年耕地保护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

威自然资发〔2024〕13号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市政府有关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耕地保

护工作决策部署，市委、市政府已将耕地保护工作纳入市级督查

检查考核，进一步压实各级扛稳扛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全市将

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确保全市耕地面积“只增不减”、

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非耕地“只减不增”等目标任务。现将《2024

年耕地保护工作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威海市农业农村局

2024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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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耕地保护工作实施方案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关键之年，是实施“十四五”

规划攻坚之年。按照市委、市政府“大抓经济、大抓基层、大抓

落实”工作要求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精神，对 2024 年

全市耕地保护工作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为实现我市耕地数量有序

增加、质量稳步提升，现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耕地保

护和粮食安全，立足严守资源安全底线、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等工

作定位,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耕地保护督导检查工作。同时，结合

“春耕”“秋种”等时间节点重点开展阶段性“专项行动”，通过

走访宣传、内外业督导检查等方式，不断压实各级党委政府耕地

保护责任，确保实现全市耕地面积“只增不减”、永久基本农田

范围内非耕地“只减不增”总目标。

二、督导检查内容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将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耕地保护督导检查，内容包括：耕地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及撂荒整改恢复情况；土地整治项目

新增耕地后期管护情况等。

（一）耕地保护工作开展情况。一是了解各区市、开发区及

镇（街）耕地保护工作总体部署情况，包括遏制新增问题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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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措施，化解存量问题计划安排等；二是了解各区市、开发区

及镇（街）耕地保护宣传情况，包括受众群体、组织次数和发放

相关材料情况等；三是落实“田长制”情况，通过与二级田长、

三级田长座谈交流了解耕地保护存在困难和建议；通过巡田上报

发现问题及解决办法，了解耕地保护采取措施；通过山东省空天

地一体化监测监管系统巡田情况,了解各级田长巡田履职情况；

四是了解各区市、开发区及镇（街）在耕地保护工作中先进经验

做法，结合实际情况在全市推广学习。

（二）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及撂荒整改恢复情况。一

是检查 2023 年各类存量问题整改恢复现场。对“复而不耕”、

整改不彻底的问题图斑实行“台账化”管理，督促责任单位恢复

耕种；对尚未整改的存量图斑督促继续整改，有序恢复耕种。二

是督导检查新增问题图斑整改情况。结合 2023 年国土变更调查

“一上”成果中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非耕地”图斑和 2023 年

第四季度遥感监测发现的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疑似“非耕地”图

斑以及卫片下发的问题图斑等，稳妥有序推进整改恢复耕地工

作。三是检查撂荒地有效利用情况。组织镇（街）、村（居）全

面开展撂荒地摸排，逐地块落实粮油作物种植情况，消除 10 亩

以上成方连片撂荒地，做到应种尽种。

（三）土地流转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对《威海市农业农村

局 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加强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

农村土地风险防范工作的通知》（威农字〔2023〕52 号）下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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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合同签订情况进行检查。通过土地流转合同了解工商企

业等社会资本流转土地情况，实地查看流转土地种植属性，是否

严格按照流转合同约定使用土地，对存在违法违规使用耕地的情

况，责令整改到位。

（四）土地整治项目后期管护情况。检查耕地占补平衡专项

整治自查情况，随机抽取自查的土地整治项目地块，查看是否出

现新增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情况。同时开展土地整治项目

新增耕地“回头看”，对近三年来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耕种情

况现场查看，对后期管护不到位的图斑，向相应责任单位下达整

改通知书，责令整改到位。

三、重点行动督导检查工作计划

（一）“三八”妇女节——“巾帼护田”春季行动。3 月上

旬—5 月中旬，市自然资源局将联合市妇联在“巾帼护田”试点

村中大力宣传耕地保护政策，引导群众牢固树立节约用地、保护

耕地意识。

（二）“春耕”季节——“春耕好时节 耕种田野上”行动。

3 月上旬—5 月上旬，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对

各区市、开发区及有耕地保护任务的 70 个镇（街）、村（居）开

展“春耕”实地督导检查。一是了解“春耕”期间耕地保护工作

部署情况。二是检查“田长制”落实情况。三是检查各类问题图

斑整改恢复情况。四是检查撂荒地有效利用情况。五是检查土地

流转合同签订情况。六是检查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后期管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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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三）“全国土地日”专项行动。6 月中旬—6 月下旬，

结合自然资源部全国土地日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一是“标

语入户”，将永久基本农田“一不得、四严禁”、一般耕地“五不

得”、农村建房“八不准”等内容，指导基层严格按照国家法规

开展耕地保护政策宣传。二是将耕地和新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布

局图以及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等系列通知

在村务公开栏进行张贴，要让村干部明白哪些区域要管好，让群

众知晓哪些区域不能乱占和改变种植用途。

（四）“秋种”时节——“秋种保民生 复耕护未来”行动。

9 月上旬—11 月下旬，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对

各区市、开发区及有耕地保护任务的 70 个镇（街）、村（居）开

展“秋种”实地督导检查。结合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卫片执法和

遥感监测发现的问题图斑整改工作，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督导行

动，督促问题图斑加快整改；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

障法》实施后，各区市、开发区的落实情况等。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工作小组。成立以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主要负责人为组长，市农业农村局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分管负责人为副组长，各相关科室、单位为成员的工作小组，工

作小组成立耕地保护工作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耕地

保护监督科，具体负责耕地保护督导检查安排。下设耕地保护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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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检查工作组，抽调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农业农村局等单位

人员组成，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驻第一组和市委督查室工作人员

进行指导，开展内外业督导检查。

（二）凝聚行动合力，压紧压实“七个方面”。各单位要切

实履职尽责，密切配合，保证督导检查顺利进行，取得实效。各

区市、开发区要从压紧压实耕地保护“七个方面”，进行源头管

控，压实责任，确保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非耕地“只减不增”；

通过拓宽恢复耕地渠道，确保耕地面积“只增不减”。一是结合

春秋种植两季，特别是非粮食农业作物种植时间节点，加强督导

检查，压实镇（街）、村（居）巡田看管责任。二是对社会资本

流转的土地种植属性进行监管约束，严加看管，防止耕地流出。

三是指导各区市、开发区与各镇（街）签订耕地保护责任书，压

实耕地保护责任。四是做好撂荒地种植工作。五是结合辖区耕地

后备资源分布、新增耕地潜力等实际情况，积极开展新增耕地工

作，同时做好后期管护。六是做好各类存量问题图斑和新增问题

图斑整改工作。七是对我市已种植的西洋参，收获后引导群众逐

渐恢复种植粮食作物后通过变更调查由园地变更为耕地。

（三）建立长效机制，压实耕地保护责任。耕地保护工作已

列入市级督查检查考核，市委督查室将定期对各区市、开发区耕

地保护工作进行通报提醒，内容包括耕地保护工作开展情况、先

进经验做法、发现问题图斑及整改情况、风险提醒等。各区市、

开发区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针对耕地保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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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时进行梳理总结、跟踪落实，研究分析解决问题办法和意

见建议，找准“难点”，疏通“堵点”，切实做好耕地保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