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党政办公室

关于印发《达州高新区2023年耕地恢复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区级相关部门（单位）：

《达州高新区2023年耕地恢复实施方案》已经管委会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达州高新区技术产业园区党政办公室

2023年6月20日



达州高新区2023年耕地恢复实施方案

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党工

委管委会关于严格耕地保护的决策部署，严守全区耕地红线，确

保2023年度耕地总量不减少、农用地内部“进出平衡”,全面完成

2023年耕地恢复任务，结合达州高新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

护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扛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

向，统筹做好流出耕地整改和恢复补充工作，以实际行动牢牢守

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为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

粮仓”贡献达州力量。

二、工作目标

坚持以“2023年度耕地总量不减少、农用地内部‘进出平衡’,

全面完成2023年耕地恢复任务”为总体目标，根据市级下达高新区

2023年恢复补充目标任务，结合各地预判2023年耕地流出和近两

年耕地流出实际，统筹确定全区本年度耕地恢复目标任务4000亩。

为常态化开展流出耕地整改和恢复补充，将年度总体目标任

务按5个阶段分解，各地应于4月、6月、8月、10月、12月底前完



成阶段性目标任务(详见附件),超额完成阶段性任务的，下一阶段

恢复补充任务相应扣减；未按时完成的，追加至下一阶段任务。

自规分局根据2023年度自然资源综合动态监测和耕地卫片监督等

情况，适时调整年度耕地恢复任务。恢复任务首先在乡域范围内

落实；在乡域范围内确实无法落实的，在确保完成上级下达的耕

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目标前提下，经管委会同意，可在区

域范围内落实。

三、主要步骤

(一)恢复整治阶段(2023年5月—12月)

严格落实耕地恢复主体责任，对年度不符合耕地和永久基本

农田管理规则流出的，原则上就地整改恢复为耕地；对已纳入耕

地恢复潜力图斑，要充分尊重农户、土地使用人的意愿，分期分

类、稳妥有序恢复整治。恢复整改后现状必须符合耕地特征且具

备耕作条件，对复耕后拟实施园粮套种、林粮间种的，须达到《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规定的耕地认定标准。

(二)验收确认阶段(2023年5月—12月)

管委会组织党政办、自规分局、数字经济局、纪工委监察工

委机关、财金局等部门及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按职

能职责对恢复地块耕地数量和质量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移交当

地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进行后期管护，防止再次撂荒。结合

土地整治或高标准农田建设一并实施的，按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管理相关规定执行，要及时将验收后恢复补充的耕地



纳入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地类和面积最终认定以年度国土变更调

查结果为准。对25度以上坡地、公益林地、生态保护红线、饮用

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河湖范围内、自然保护地、林地一张图范围

等不符合耕地流入要求的，不得纳入耕地恢复补充成果验收。

(三)后期管护利用阶段(长期坚持)。

严格落实恢复耕地的利用优先序，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发

展粮食(谷类、豆类、薯类)生产，一般耕地应主要用于粮食和棉、

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对外出务工或无力耕种

农户，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引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统一托管经营

兜底，确保每年至少种植一季以上粮食作物。将恢复耕地纳入日

常监管和田长制巡田范围，引导耕地规范流转，建立违法违规占

用耕地新发展林果业有奖举报制度和情况通报机制，防止耕地“

非农化”“非粮化”。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切实加强耕地恢复工作组织领导，

统筹做好组织动员、力量调配、责任分工、目标细化、进度安排

等工作，确保按时按质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二)强化资金保障。此次耕地恢复工作，按1500元/亩的补助

标准进行一次性补助，由区财金局直接将补助资金拨付给实施乡

镇（街道）。各地要统筹落实耕地恢复资金，综合撂荒地治理、

种植园地分类优化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治等政策措施，

建立奖惩激励机制，统筹用好相关涉农资金支持复耕复种。



(三)注重方式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决杜绝“简单化”“

一刀切”,尤其不能采取脱离实际、违背群众意愿行为，强行毁树

还田、平塘复耕等错误做法，确保相关工作经得起历史检验。加

强分析研判和风险防控，强化舆论引导，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和群

众诉求，努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四)强化督导检查。恢复补充任务完成情况以自然资源厅锁定

的日常变更调查数据成果为准，从5月底开始实行双月进度通报，

连续两次未达到进度要求被通报的，在当年度耕地保护党政同责

考评中予以扣分。每半年对完成情况较差的地方及耕地净流出严

重的地方，将对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政府（办事处）负

责同志约谈警示。自规分局牵头，会同数字经济局等部门配合，

党政办、纪工委监察工委协助参与，强化耕地恢复工作适时调度、

督促指导，对问题突出、进度缓慢的乡镇(街道)进行挂牌督导，原

则上每两月开展一次督察督导，重点督促各地落实耕地保护主体

责任，落实专项经费用于耕地恢复补充和常态化开展耕地恢复相

关工作情况，确保恢复耕地数量真实、质量可靠。

(五)严格考核奖惩。对未完成年度恢复任务引起辖区耕地总量

减少的，不得参与耕地保护党政同责评先评优，耕地总量减少缺

口转入下一年度第一季度整改恢复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