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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
施方案》，明确到 2035年，力争将具备条件的
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累计改
造提升 4.55亿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3
亿亩。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根本在耕地，建设高标准农田是一个
重要抓手。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文
成说，高标准农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农
田质量、产出能力、抗灾能力、资源利用效率
等方面有优势。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
产能一般能提高10%左右。

截至 2024年底，我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
农田超过 10 亿亩，建成各类田间灌排渠道
1000多万公里，农田抗灾减灾能力有了明显
提升，实现了大灾少减产、小灾能稳产、无灾
多增产，为全国粮食连续多年丰产增产提供
了重要支撑。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高质量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此次发布的实施方案
里，对如何建设高标准农田进行了部署：

在建设标准方面，提出以“一平”（田块平
整）、“两通”（通水通路）、“三提升”（提升地
力、产量、效益）为基本标准，合理确定不同区
域、不同类型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和投入标
准；

在建设内容方面，提出因地制宜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统筹开展田、土、水、路、林、
电、技、管综合治理，将建设重点放在田内。
新建项目优先开展田块整治、田间灌排体系、
田间道路和电力设施配套等基础建设，着力
提高农田保水保土保肥能力、抵御旱涝灾害
能力、机械化耕作便捷水平；改造提升项目按
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补齐田间设施短板
弱项。因害设防，合理采取岸坡防护、防风
防沙等工程措施，提高农田防护和水土保持
能力；

在建设布局方面，提出优化高标准农田

建设空间布局和时序安排，优先在东北黑土
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以及
粮食产量高和增产潜力大地区开展建设；严
格限制在生态脆弱区、沿海内陆滩涂等区域，
禁止在25度以上坡耕地、严格管控类耕地、生
态保护红线（红线内集中连片梯田或与保护
对象共生的连片耕地除外）、退耕还林还草还
湖还牧区域等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

方案还依据区域资源禀赋、耕作制度和
行政区划等，将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分为东
北区、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东南区、西南
区、西北区、青藏区等7个区域，并分别明确了
工作重点。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朱晶认为，方案既要
求合理确定建设标准，又强调因地制宜推进、
分类施策，有利于针对性破解农田生产障碍
因素，建设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
现代化良田。

高标准农田既要建设好，也要管护好，以
发挥其持续助力粮食生产高产稳产的作用。

方案提出分级压实高标准农田属地运营
管护责任，明确运营管护内容和标准；各地可
结合实际探索高标准农田运营管护模式。此
外，方案还明确严格保护高标准农田，严禁
擅自占用；经依法批准允许占用的，各地要
及时落实补建，确保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
低。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为了实施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方案对永

久基本农田补划调整、水资源配套、资金投入
等进行了专门部署，并提出坚持和加强党对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领导，实行中央统筹、省
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群众参与的工作机
制。

专家表示，方案不仅明确了各方责任，还
强调积极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农民群众等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
和运营管护，落实农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
权，有利于全方位调动积极性，夯实粮食安全
基础。 据（新华社）

建设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解读《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逐步把永久基本农
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
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全文如下。

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建设高
标准农田是一个重要抓手。为推动
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
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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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以提高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生产能力为首要任务，完善高
标准农田建设、验收、管护机制，优
化建设布局，明确建设时序，加大投
入力度，做到新建和改造并重、数量
和质量并重、建设和管护并重，真正
把具备条件的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
农田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
稳产的现代化良田，进一步夯实粮
食安全根基。

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力争累
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3.5亿亩，累计
改造提升 2.8亿亩，统筹规划、同步
实施高效节水灌溉，新增高效节水
灌溉面积 8000 万亩；到 2035 年，力
争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
建成高标准农田，累计改造提升4.55
亿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3亿
亩。

二、建设安排

（一）建设标准。以“一平”（田
块平整）、“两通”（通水通路）、“三提
升”（提升地力、产量、效益）为基本
标准，合理确定不同区域、不同类型
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和投入标准。
国家标准突出旱涝保收、抗灾减灾、
产能提升等基础性、通用性要求，省
级层面细化制定田块整治、灌排设
施、田间道路、地力提升等具体要
求，市县级层面制定简便易行、通俗
易懂、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形成层
次分明、上下衔接、务实管用的标准
体系。

（二）建设内容。因地制宜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开展田、土、

水、路、林、电、技、管综合治理，将建
设重点放在田内。新建项目优先开
展田块整治、田间灌排体系、田间道
路和电力设施配套等基础建设，着
力提高农田保水保土保肥能力、抵
御旱涝灾害能力、机械化耕作便捷
水平；改造提升项目按照缺什么、补
什么原则，补齐田间设施短板弱
项。通过客土填充、表土剥离回填
等措施平整土地，合理调整农田地
表坡降，改善农田耕作层。结合日
常农业生产加强土壤改良培肥，切
实提高耕地地力。因害设防，合理
采取岸坡防护、防风防沙等工程措
施，提高农田防护和水土保持能
力。鼓励高标准农田经营主体自主
推进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墒情虫
情自动监测、智慧气象服务等信息
化建设。

（三）建设布局。优化高标准农
田建设空间布局和时序安排，优先
在东北黑土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
利灌溉条件地区以及粮食产量高和
增产潜力大地区开展建设，可不局
限于永久基本农田。严格限制在生
态脆弱区、沿海内陆滩涂等区域，禁
止在 25度以上坡耕地、严格管控类
耕地、生态保护红线（红线内集中连
片梯田或与保护对象共生的连片耕
地除外）、退耕还林还草还湖还牧区
域等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有条
件地区开展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示范。

（四）建设分区。依据区域资源
禀赋、耕作制度和行政区划等，将全
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分为 7 个区域。
东北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以及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市、通辽市、
兴安盟、呼伦贝尔市 4盟（市），重点
加快完善农田灌排设施，加强田块
整治和黑土地保护。黄淮海区包括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5省（直
辖市），重点着力提高灌溉保证率，
完善现代化耕作条件。长江中下游
区包括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
北、湖南 6省（直辖市），重点突出田
间设施现代化配套升级，开展旱、
涝、渍综合治理。东南区包括浙江、
福建、广东、海南4省，重点在尊重农
民意愿前提下逐步改善田块细碎化
问题，增强农田防御暴雨能力。西
南区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
南 5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加强
水平梯田改造建设，完善田间道路，
补齐工程性缺水短板。西北区包括
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含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5省（自治区），以
及内蒙古中西部8盟（市），重点加强

田块整治，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破解
“卡脖子”旱问题。青藏区包括西
藏、青海 2省（自治区），重点完善农
田防护设施，改善机械化作业条
件。各地要细化建设分区，分类施
策，针对性破解农田生产障碍因素。

（五）分级规划。构建国家、省、
市、县四级规划方案体系，指导有序
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家制定总
体规划方案，强化战略部署，农业农
村部依据本方案制定分区分类建设
指南。省级出台本区域规划方案，
细化建设空间布局、时序安排、建设
标准和保障措施，分解落实建设任
务，并抄送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水利
部。市县级以县域为单元出台具体
实施方案，明确待建任务、建设内容
和工作进度安排。

三、建设管理

（六）项目实施。各地要加强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储备，扎实做好
项目前期工作。坚持申报和下达相
结合，科学合理确定、统一分解下达
年度目标任务。规范项目建设程
序，提高项目审批效率，避免重复审
批、多头审批。严格落实项目法人
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
合同管理制、项目公示制。落实工
程质量管理属地责任，严把选址、立
项、招标投标、建材、施工等各环节
关口，严肃查处偷工减料、工程造假
等质量问题以及招标投标中的违法
违规行为。严格农田建设相关单位
资质条件要求，限制有违法违规失
信行为记录的单位和个人参与。

（七）资金监管。各地要根据预
算管理、财政国库管理等制度规定，
严格按时限分解下达高标准农田建
设资金，合理调度库款，依据合同约
定和项目建设进度支付，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加强资金日常监管、预
警监控、专项核查，对预算下达不及
时、未按项目建设进度支付等问题，
及时提醒和纠正，坚决防止出现以
拨代支、套取截留、挤占挪用等问
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在县
级财政部门或乡镇的国库单一账户
下设置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专门子
账户，实现专账监管、专账调拨、专
账清算，真正把资金用到耕地上。

（八）竣工验收。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要及时完工并组织竣工验
收。严格验收环节质量控制，落实
县级初验、市级验收、省级抽验程
序，将是否符合项目设计要求、能否

有效提升旱涝保收能力和粮食产能
以及试用结果、群众满意度等作为
验收的重要依据。项目验收后，及
时明确工程设施所有权，由政府投
入形成的原则上归项目区土地所有
者所有。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档案管理。

（九）全程监督。建立健全农田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体系。建立
高标准农田工程质量例行检查制
度，国家和省级开展常态化抽检，及
时公布抽检结果，通报典型问题。
完善监督机制，强化纪检、督查、审
计、农民群众和媒体监督，用好工程
质量监督服务电话、“农田建设随手
拍”小程序等监督手段。依托全国
农田建设综合监测监管平台，及时
将项目立项、实施、验收、使用等各
阶段相关信息上图入库，强化全流
程监管。加强农田建设行业管理服
务，引导从业主体依法成立行业协
会等服务和自律组织。开展高标准
农田建设从业机构信用评价，加大
违规失信行为惩戒力度。推动健全
农田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四、运营管护

（十）运营管护主体。分级压实
高标准农田属地运营管护责任，明
确运营管护内容和标准。对于公共
设施，县级政府要定期组织开展检
查和维护，相关行业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加强对灌溉排水、输配电等工
程设施运营管护的监管和指导，确
保责任落实到位。按照责权一致、
责能一致原则，在乡镇履行职责事
项清单中，明确高标准农田运营管
护方面的履职事项。对于田间地头
日常使用率高的小型农田水利设
施，支持高标准农田经营主体通过
自主投工筹资、购买服务等方式开
展日常运营管护。加强对运营管护
人员的技术指导、培训服务和监督
管理。

（十一）运营管护模式。各地可
结合实际探索高标准农田运营管护
模式。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委
托行业机构等方式，对水闸、泵站、
电力设施等技术性较强的设施设备
进行专业化维护。鼓励开展工程质
量保险，支持承保机构组织专业力
量对设计、施工、监理等主体进行监
督，防范工程质量风险，及时理赔解
决工程运营管护问题。

（十二）保护利用。严格保护高
标准农田，严禁擅自占用；经依法批
准允许占用的，各地要及时落实补

建，确保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损毁高标准农
田设施，对因灾损毁的高标准农田，
纳入年度改造提升建设任务及时修
复或补建。加强农田后续培肥和质
量监测，防止地力下降。严禁将污
水、生活垃圾、工业废弃物等排放、
倾倒、存放到农田。

五、政策协同

（十三）永久基本农田补划调
整。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规
则，完善补划、调整程序。对资源禀
赋好、生产潜能大、不在永久基本农
田范围内耕地上建成的高标准农
田，按要求及时划为永久基本农
田。对不符合高标准农田建设立项
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暂缓开展建
设。结合国土空间规划评估调整，
依法将不符合划定要求的地块调出
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区因配套建设农田基础设施需少
量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建设前后
项目区内耕地面积原则上不得减
少，确需少量减少的，由县级政府组
织编制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
案，并由其自然资源部门按规定履
行备案程序，加强信息共享。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区按农用地管理的
农田基础设施不纳入用地审批范
围。

（十四）水资源配套。统筹实施
高标准农田和灌区建设。坚持节水
优先、量水而行、以水定地，合理确
定灌溉发展规模及布局，与水资源
承载能力相适应。科学有序推进不
同类型水源工程建设，强化田间工
程与水源工程、骨干水利工程配
套。加快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
及现代化改造，在水土资源条件适
宜地区新建一批现代化灌区。全面
推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提升
农田灌溉排涝能力。

（十五）资金投入。健全高标准
农田建设和运营管护多元化投入机
制。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为高标准
农田建设提供资金保障，省级政府
承担地方投入主要责任。允许安排
地方政府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高标
准农田建设。发挥政府投入引导和
撬动作用，在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
债务的前提下，探索通过贷款贴息
等方式有序引导金融、社会投资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投入建设。鼓
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
的前提下，加强信贷资金支持农田
建设。 (下转03版）

中办国办印发《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

遗失声明
牛天福于 2025年 3月 20日

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220323194409014214,本人已申
请新证，原证已失效。自见报之
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
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因权利人将以下不动产登

记证书（证明）遗失，现申请补
发，经初步审定，根据《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
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逾期我
中心将补发新证，注销原证。

李绍军、王玉华因保管不
善 ，将 房 屋 所 有 权 证SY00005088、SY00005089 号 遗
失，该房屋坐落在伊通满族自治
县大孤山镇升礼村疙瘩屯，建筑
面积 78.00平方米，集体土地使
用权证丢失，面积 330.00 平方
米。

伊通满族自治县不动产登
记中心 2025年4月2日

遗失声明
因权利人将以下不动产登

记证书（证明）遗失，现申请补
发，经初步审定，根据《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
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逾期我
中心将补发新证，注销原证。

李春生、杨义秀因保管不
善，将不动产登记证吉(2020）伊
通 满 族 自 治 县 不 动 产 权 第0000654号遗失，该房屋坐落在
营城子镇北侧 19号楼 1层 1门，
建筑面积148.20平方米。

伊通满族自治县不动产登
记中心 2025年4月3日

遗失声明
因权利人将以下不动产登

记证书（证明）遗失，现申请补
发，经初步审定，根据《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
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逾期我
中心将补发新证，注销原证。

伊通满族自治县景台镇五
台子村村民委员会因保管不善，
将房产权证 201117024号遗失，
该房屋坐落在景台镇五台子村
七队，建筑面积142.10平方米。

伊通满族自治县不动产登
记中心 2025年4月7日

遗失声明
吉林省双子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
开户许可证，开户行：吉林九台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
发 区 分 理 处 ， 账 号 ：0710437051015200004808，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房屋所有权人：周伟，房屋

坐落于东丰县拉拉河镇万福村
一组（万·一），住宅，建筑面积：45.26平方米，房产证号：吉房权
东拉字第 0428 号，私有房屋所
有权证丢失，特此声明。

房屋所有权证公告作废
房屋所有权人：粮食加工

厂，房屋坐落：南街 27，幢号:26,
房号：1，结构：混合，房屋总层
数：4，所在层数：1-4，建筑面积：1041.30平方米，用途：办公，房
产证号：031140。

因保管不善将上述房屋产
权证丢失，申请登报声明作废。

声明人：徐文广2025年4月1日
遗失声明

档 案 编 号 ：030390730105001，房屋坐落：东
丰镇东风路人事局住宅小区 73
栋，房屋权利人：孙德付，身份证
号码：220421194204290015，共
有人情况：共有人张秀兰，幢号：73，房 号 ：1- 5- 1，建 筑 面 积 ：96.48，所有证号：SY001935。特
申请登报遗失声明作废。

声明人：孙德付2025年4月7日
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陈军 身份证号：220322197105070062。 对 坐 落
于梨树县西街公路段楼1单元4
层 401 室的不动产申请办理继
承登。规划用途:住宅。面积83.67平方米。现根据《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和《不动产登
记操作规范（试行）》之规定，对
该申请进行审查并予公告。如
对该申请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
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我机构。逾期无人
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
机构将予以登记并颁发《不动产
权证书》。
特此公告。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梨
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邮编：136500

联系电话：0434-5252018，5252002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2025年4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