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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主战场之一，近年来，

大安市按照“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原则，围绕“保障粮食

大安全，新增产能十亿斤”的工作目标，探索形成了盐碱地开发治

理“大安模式”，为国家提供了苏打盐碱地综合治理“大安方案”，

向全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交出了“大安答卷”。

大安市现有未利用地面积185.04万亩，占总幅员面积的

25.41%，多为苏打盐碱土，在全市18个乡镇境内均有不同分布。

大安市始终坚守耕地保护红线不动摇，坚定落实上级下达的耕地

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等指令性任务，耕地数量稳中有

增。2024年度，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有量任务327.40万亩，实际保

护面积356.89万亩，多保护29.49万亩；上级下达的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任务249.12万亩,实际保护面积249.70万亩，多保护0.58

万亩。通过实施盐碱地土地整治项目规模持续扩大，大安市耕地

质量逐年提高。实施“以水定地、集中连片、生态改良、良种自育、

现代化生产经营”五位一体的改良方式，探索形成了盐碱地治理

“大安模式”，充分发挥耕地后备资源优势，加大了盐碱地开发整

治力度。实施新平安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项目，改造耕地

2.04万亩，腾退建设用地0.09万亩，新造水田2.25万亩，治理退

化草原0.90万亩，栽种和改造林地0.12万亩，实现了耕地增加、

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生态增效，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多

赢的效果。

大安市作为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国家试点，坚决

把抓好粮食增产作为头等大事，总结推广“大安模式”，全面提升

“四良一智”综合效能，顶格推进“国家试点项目”，建好“一院一基

地”，办好“一馆一论坛”。

2025年6月25日第35个全国“土地日”

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

在被誉为“黄金玉米带”的黑土区，梨树县用十五年光阴书

写了一部黑土保护与现代农业转型的史诗。从耕地退化警报

到“梨树模式”走向全国，从传统耕作到全程机械化，这片土地

上的变革正如盛夏的庄稼般蓬勃生长。

守土有责：筑牢黑土保护的铜墙铁壁
20世纪过度开垦导致梨树县黑土层厚度从开垦初期的

80-100厘米降至20-30厘米，土壤有机质含量约2%。

面对生态警报，梨树县打出耕地保护组合拳：划定耕地保

护目标355.55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309.98万亩，保护

率已达91.29%，分别较上轮规划增长13%、15%，有力保障了黑

土耕地的数量和空间基础。在吉林省率先推行田长制，建立了

县、乡、村三级田长制体系，356名田长和1028名网格长及工作

人员适时开展巡田，形成了全流程、全链条、全覆盖的耕保监管

网络。

执法有力：织密耕地保护的法治屏障
梨树县扛稳扛牢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连续四

年（2021-2024）保持在四平市“第一方阵”佳绩。创新实施“占

黑土补黑土”机制，2021年以来67个建设项目全部实现耕地占

补平衡，确保黑土资源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通过构建“县乡村社”四级网格化监管体系，打出卫片执

法、专项整治组合拳，违法占用耕地比例实现断崖式下降——

从2021年4.9%降至2024年0.03%，近五年以来，136起违法占

地案件全部立案查处，形成“不敢占、不能占”的强大震慑。

创新有为：“梨树模式”解码农业可持续发展
在梨树县全国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一

场农业技术革命正悄然进行。由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

李保国、张旭东教授团队研发的“梨树模式”，通过秸秆覆盖、

免耕播种、轮作休耕等技术集成，构建起黑土地保护的“安全

屏障”。

科技赋能让传统农艺焕发新生。在梨树县黑土地保护示

范基地，已经开始利用互联网设备实时监测土壤墒情，无人机

巡田系统自动识别病虫害。采用该模式的田块在2022年极端

气候下，较传统耕作方式亩均增产8%，节水30%，减少化肥使用

量20%。如今，“梨树模式”已推广至东北四省区接近1亿余亩

耕地，相关技术规程被列入农业农村部全国主推技术之一。

正如梨树县委书记所说：“保护好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

熊猫'，我们这代人要当好种地人，更要做好护地人。”在这片希

望的田野上，一场关乎国家粮食安全的绿色革命正迸发出磅礴

力量，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着梨树智慧。

公主岭市：

严守耕地红线 夯实“黑土粮仓”
今年6月25日是第35个全国“土地日”，公主岭市以“节约

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为主题，通过科技赋能、制度创新、生

态修复等多元手段，探索出一条黑土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协同发

展的特色路径。

高效节地：坚持规划引领与分类管控

公主岭市始终坚持将节约集约理念贯穿国土空间规划，确保

所有开发项目达到资源高效利用。严格用途管制，科学合理安排

新增建设用地，年度利用计划做到向重大基础设施、重大项目、民

生工程用地倾斜。加快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通过协商收回

等方式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从而减少土地浪费并提升区域经济

活力。鼓励地下空间利用，促进功能混合布局和设施共享，在商

业和工业区实现多功能整合，使土地利用效率最大化。

互促共进：确保耕地“量”“质”齐升

通过实施黑土地保护项目，耕地质量等级稳步提升。公主

岭市2024年完成秸秆全量粉碎翻压还田23.81万亩、保护性耕

作175.17万亩，推广玉米与大豆等轮作7.03万亩。开展全域

耕地恢复工作，实现耕地总量净增加。成立市级恢复耕地专

班，牵头统筹推进流出耕地恢复工作，建立各乡镇街道主要领

导督导、自然资源部门业务指导、乡镇村小组协同发力的工作

机制，2024年全市新增耕地1.99万亩。

制度创新：压实三级“田长制”责任

严格落实市、乡、村三级田长责任体系，全市共设置田长

517名、网格长1212名，配套《田长制巡查制度》等6项制度，实

现耕地保护责任到人、到地块。科学运用卫星遥感、田长巡查

等手段，织密耕地保护防护网，重点从规划管控、落实机制、严

格监管等方面，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工作，坚决防止耕地“非农

化”“非粮化”。2024年开展田长巡查8000余次，制止破坏耕地

行为30余起。

黑土重生：高效耕作层土壤再利用

高效结合高标准农田“田块整治”专项任务，利用已剥离耕

作层土壤，对玻璃城子镇、大榆树镇等8个重点区域1.14万亩

劣质耕地，通过实施土地平整、客土回填、地力培肥等系统性工

程措施，配套建设衬砌明沟、田间机耕路，形成“田成方、路成

网、沟相通”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格局。二十家子镇通过修复工

程新增耕地190亩，为黑土地保护与现代农业发展探索出可复

制的“公主岭模式”。

新平安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项目整治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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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吉林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

和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始终站在“国之大者”的高度将耕

地保护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落实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着力完善工作机制，切实采

取“长牙齿”的硬措施，牢牢守住了耕地保

护红线。全省圆满完成“三区三线”划定任

务，划定耕地红线保护面积10944万亩，划

定永久基本农田8202万亩。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结果表明，吉林省是全国5个耕地增

加省份之一。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第一

次提交调查数据成果显示，全省实际耕地

面积11179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面积8205

万亩，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耕地保有量和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建立健全耕地保护责任考核机制。逐

级开展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足额下达

耕地保护任务，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责任。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吉林省

市（州）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

法》，加强对市（州）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

履行情况的考核。制定了考核方案，明确

考核内容、时间安排、评分标准和考核步

骤，由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人社厅、农业农

村厅、统计局共同实施考核工作。考核结

果由省政府印发。在此基础上，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

责任制考核工作的最新要求，积极研究

制定我省考核方案，从严推进耕地保护

责任落实。2023年度省级党委和政府落

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取得

全国优秀等次，得到国家在相关资金安排

上的支持。

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新一轮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中划定耕地保护红线10944

万亩，较上轮规划超出1844万亩，增幅居全

国第3位。划定永久基本农田8201万亩，

保护任务较上轮规划多出821万亩，保护目

标任务全部上图入库。科学开发西部盐碱

地等耕地后备资源，“十四五”以来，累计垦

造新增耕地约38万亩。“十三五”时期耕地

保护责任目标考核结果，我省排名居全国

第4位。目前全省实有耕地面积11179万

亩，居全国第4位，人均耕地约4.7亩，是全

国平均水平3倍多。

改革占补平衡管理制度。占补平衡中

耕地数量和质量补充不到位，归根结底是

制度漏洞。我省在改革政策中明确提出，

调整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方式，将非农建设、

造林种树等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

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建立省级统筹、市级

负责、县级落实的工作机制，坚持市（州）范

围内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质量稳定，切实强

化耕地总量管控，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管

理责任，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加强补充耕地实施管理。规范补充耕

地实施管理是做好占补平衡工作的关键环

节和有效手段。我省改革政策明确，补充

耕地坚持以恢复优质耕地为主、新开垦耕

地为辅原则，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

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国土调查成果中各类非耕地地类，

均可作为补充耕地来源。实际工作中，补充耕地可以通过

项目或非项目形式产生。同时，进一步优化了补充耕地指

标认定方式，由原来的四级认定流程简化为二级认定，省级

对入库补充耕地随机开展抽查复核，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

也体现权责对等。

严格规范补充耕地指标的使用管理，对落实耕地保护

主体责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耕地占补

平衡制度改革背景下，我省全面推进补充耕地实施的全流

程信息化监管，建立全省统一管理平台，完善补充耕地指标

挂钩和核销出库管理。清晰划分指标市域

内统筹和跨市域调剂的适用情形和原则，

进而规范指标使用和统筹调剂管理，妥善

解决保护与保障的用地矛盾，确保耕地总

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突出规划总

量管控，防止城镇建设用地无序扩张。强

化计划指标管理，严格落实“增存挂钩”机

制，统筹安排新增和存量建设用地，切实发

挥指标效益。强化政策引领，制定出台强

化批而未供土地源头预防、加强闲置土地

处置、支持和鼓励低效用地再开发意见等

多部政策文件。建立全省批而未供、闲置

土地、低效用地“一张图”，向招商主管部门

共享数据，优质地块优先用于招商引资项

目落地。源头遏制新增批而未供土地，盘

活批而未供面积未达到当地上一年度供地

面积70%以上的，暂停受理新增建设用地审

批，国家、省重点项目、基础设施和民生项

目除外。严格新增建设用地申请成片开发

方案审查，原则上新增工业项目必须使用

批而未供土地，今年年初以来核减非必要

新增建设用地申请579公顷。突出闲置低

效用地存量挖潜，灵活运用政策工具，从鼓

励开发、促进转让、规范收购收回方面盘活

闲置存量房地产用地，长春市凯利商住项

目通过分期开发、分期办证、抵押贷款，成

功“救活”企业，盘活闲置土地2.31公顷，补

缴全额出让金3亿元。长春市欧亚南三环

项目部分商服用地低效闲置，通过分割宗

地、转让开发、作价入股等政策，盘活低效

用地0.8公顷，激活企业沉淀资金0.8亿

元，案例在全国推广经验。对闲置低效工

业用地，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成功将长春市

纳入全国第二批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在

分割宗地开发或转让方面等享有更大政策

空间，在空间复合利用、用途合理转换、容

积率奖励、规划指标跨空间单元统筹等政

策上享有更多自主权，探索“工改工”与“工

改商”“工改住”联动改造。加强开发区用

地审核，优化开发区用地布局，对批而未供

土地规模大、土地闲置率高的，坚决核减不

合理用地。提高单位土地亩均产出效益，

明确高质量发展核心指标体系，推行工业

用地“标准地”出让。严格执行工业用地控

制标准，规范超标准、无标准建设用地项目

节地评价审查，建立建设项目节地案例

库。过去五年，全省累计处置存量土地

3.56万公顷，减少新增建设用地对耕地的

占用。

有效维护土地管理秩序。强化府院联

动、行政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贯通协同，细

化实化违法占用耕地行为行刑衔接、非诉

执行措施落实。在全国率先出台《黑土地

保护执法实施办法》，七部门联合开展黑土

地保护执法，做到常态长效监管。落实“长

牙齿”的硬措施，严格执法监管，实行耕地保护“网格化”监

管，全省设立网格长、网格员4.3万名，织密织牢监管网络，

实时开展耕地动态巡查，对违法占用耕地做到“零容忍”，

2023年全省土地卫片执法违法占用耕地面积2745亩，较

2022年下降了83.8%，土地利用秩序持续向好。

公主岭市玻璃城子镇田块整治后。

大安市：

守护耕地生命线 织密粮食安全网

公主岭市大榆树镇田块整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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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树县：

沃野良田护根基 黑土保护谱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