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清政办规〔2023〕9 号

清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清流县 2023 年耕地进出平衡

总体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有关部门：

现将《清流县 2023 年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切实保障落实年度耕地进出平衡工作目

标任务。

清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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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送：三明市自然资源局、三明市农业农村局。

清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5月 1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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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工作背景

2019年 8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

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

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农用

地”，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土地管理法》的核心

和宗旨，强化了土地用途管制、三线管控、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地方耕地保

护责任等，对耕地保护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2020 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连续作出了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

耕地“非粮化”的决策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

衡的意见》明确了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总体要求，提出严格建设占用

耕地、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推进耕地质量提升和保护、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机

制、强化保障措施和监管考核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2021 年 11 月 27 日，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

发《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

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以下简称“通知”）指出，考虑到今

后生态退耕还要占用一部分耕地，自然灾害损毁还会导致部分耕地不能恢复，河

湖水面自然扩大造成耕地永久淹没等因素，不可避免会造成现有耕地减少。为守

住 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不再减少，有必要根据本级

政府承担的耕地保有量目标，对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实行年

度“进出平衡”，即除国家安排的生态退耕、自然灾害损毁难以复耕、河湖水面自

然扩大造成耕地永久淹没外，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

施建设用地的，应当通过统筹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

地整治为耕地等方式，补足同等数量、质量的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

2023年 3月 13日，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福建省水利厅、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文件、福建省林业局、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严格落实耕地

进出平衡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3〕8号）明确了耕地“进出平衡”的总体

要求，提出了严格耕地转出的管控、夯实耕地转入的责任、健全组织领导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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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具体措施，明确了耕地转入转出的情形及后续的动态监管。

1.2.工作目的

耕地“进出平衡”是统筹城乡建设、国土绿化、农业结构调整、农业设施建

设等占用耕地的补救措施，也是全面实施耕地用地管制、守住 18亿亩耕地红线

的创新之举。

通过编制《方案》，明确了 2023 年清流县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

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的规模、布局、时序和年度内落实“进出平衡”的

安排，确保完成本行政区域内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目

标。同时，强化了 2023 年清流县耕地“进出平衡”的统筹安排和日常监管，为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任务提供方向。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

地“非粮化”，严格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严格管控一般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

切实守住耕地红线。对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一般耕地转为园地、林地、草地等其

他农用地，以及农村道路、种植、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的，

应该通过统筹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整治为耕地等方式，补足同等数量、

质量的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确保年度耕地进出平衡。

（1）总量控制

按照坚决止住新增、稳妥处置存量的原则，细化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

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的管制措施，全面实施耕地用途管制。耕地转

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的，应当通过统筹林地、

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整治为耕地等方式，实现耕地“进

出”达到平衡，确保完成清流县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目标。

（2）以进定出

原则上以年度内园地、林地、草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转入耕

地的数量，作为一般耕地转出数量的管控底线，确保年度耕地进出平衡。

（3）先进后出

原则上应按年度计划落实先行转入耕地后，方予按照时序安排转出耕地；未

依完成转入耕地任务的，按照缺口面积相应核减转出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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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优进劣出

耕地转出应优先选择不稳定利用、质量较低、零星分散、不宜集中连片耕作

管护的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

用地，确需要调整的，合理确定耕地调出布局与规模，同步择优确定林地、草地、

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整治为耕地的方式和位置分布，补足同等

数量、质量的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确保调入的耕地与现有耕地在布局上集

中连片、在质量上等级相当、在生态上安全利用，实现优进劣出。

（5）严格管控

严格管控一般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引导农业内部结构

调整优先在现有低效园地、林地、草地等其他农用地上实施，农村道路、种植、

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尽量避让一般耕地，不占少占一般耕地。

对水库淹没区形成的水库水面占用一般耕地的，在建设用地报批前，先行落实耕

地转入。

1.3.工作范围

清流县耕地进出平衡包括耕地转出和耕地转入两个方面。其中：

（1）耕地转出指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一般耕地转为园地、林地、草地等其

他农用地，以及农村道路、种植、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2）耕地转入指园地、林地、草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等非

耕地整治为耕地。

实施耕地转出的主体负责落实耕地进出平衡，无法自行落实转入耕地地块的，

可请县、乡级人民政府帮助协调通过置换、补偿等方式落实。农民个体在未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在自己承包的一般耕地上调整种植结构、

实施农业设施建设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耕地进出

平衡。

1.4.实施期限

方案原则上在 2023年内完成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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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工作依据

1.5.1.法律法规、相关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年）；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

（6）《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财

综〔2011〕128号）；

（7）《国土资源部关于补足耕地数量与提升耕地质量相结合落实占补平衡

的指导意见》（国土资规〔2016〕8号）；

（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

〔2017〕4号）；

（9）《国土资源部关于补足耕地数量与提升耕地质量相结合落实占补平衡

的指导意见》（国土资规〔2016〕8号）；

（10）《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

电〔2020〕24号）；

（1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国办

发〔2020〕44号）；

（12）《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

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

（13）《福建省耕地保护责任落实年工作方案》；

（14）《福建省自然资源厅 福建省水利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林业

局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进一步严格落实耕地进出平衡的通知》（闽自然资

发〔2023〕8号）。

1.5.2.行业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

（1）《土地整理工程设计》（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编）；

（2）《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16）；



清流县 2023年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 总则

5

（3）《土地开发整治项目验收规程》（TD/T1012-2013）；

（4）《福建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勘测设计管理办法》；

（5）《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30600-2014）；

（6）《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2019年修正）；

（7）《土地整理工程设计》（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编）；

（8）《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9）《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28407-2012）；

（10）《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技术规范》（TD/T1048-2016）；

（ 11）《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15618-2018）。

1.5.3.其他资料

（1）清流县耕地恢复潜力调查评价成果；

（2）清流县 2022年耕地卫片监督图斑整改台账；

（3）清流县 2022年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成果；

（4）清流县地质灾害数据库；

（5）清流县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成果；

（6）清流县 2022年河道湖区管理范围；

（7）清流县 2022年度“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

（8）清流县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成果；

（9）清流县 2009-2019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

（10）清流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

（11）清流县 2020-2022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12）清流县历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

（13）清流县历年垦造水田项目范围；

（14）清流县历年补充耕地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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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情况

2.1.县域简介

清流县位于福建西部，武夷山南侧，闽江水系，九龙溪上游；东临永安，南

接连城，西南与长汀交界，西和西北与宁化毗邻，东北与明溪接壤。地处东经

116°38′~117°10′，北纬 25°46′~26°22′。全县土地总面积 18063.98 公顷，总人口

14.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11.12万人。全县共辖 7个建制镇 6个行政乡：龙津镇、

嵩溪镇、嵩口镇、灵地镇、赖坊镇、长校镇、温郊乡、林畲镇、田源乡、沙芜乡、

余朋乡、李家乡、里田乡。

清流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温和、寒冷适宜。具有水热资源地区间差

异大和小区立体型明显的气候特点，季风显著，气候类型多样。境内河流密布，

河流水系由四面向中部地带汇聚，水力资源丰富。地势从南北向九龙溪河谷倾斜，

大部分为中低山，呈西北高，中部低，东南部高的态势，地质切割深度可达 300-800

米。

图 2-1清流县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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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 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数据分析，清流县土地总面积 2709489.60

亩，其中：

（1）农用地 2599245.15亩，占土地总面积 95.93%；

（2）建设用地 73251.15亩，占土地总面积 2.70%；

（3）未利用地 36993.30亩，占土地总面积 1.37%。

表 2-1清流县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单位：亩

序号 类别 面积 占比

1 农用地 2599245.15 95.93%
2 建设用地 73251.15 2.70%
3 未利用地 36993.30 1.37%

合计 2709489.60 100%

2.3.农用地历史变化情况

对 2009 年~2018年清流县国土调查数据库成果分析，2009 年~2018年清流

县农用地面积逐年减少，从 2009年的 253.98 万亩到 2018年的 252.83 万亩，农

用地面积在 9 年间减少了 1.15 万亩。其中，耕地、交通运输用地、其他土地面

积逐年上升；园地、林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面积逐年下降。

图表 2-1 2009-2018年农用地面积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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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9 年~2021年清流县国土调查数据库成果分析，2019 年~2021年清流

县农用地面积逐年增加，从 2019年的 258.20 万亩到 2021年的 258.63 万亩，农

用地面积在 3年间增加了 0.43万亩。其中，2020年耕地面积有略微减少，2021

年耕地面积较 2020 年增加了 0.08 万亩且超越了 2019 年的耕地总面积；园地、

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其他土地面积逐年上升；林地面积逐年下

降。

图表 2-2 2019-2021年农用地面积变化图

2.4.耕地数量及分布情况

根据国家下发 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基础数据库显示，清流县耕地主要分

布在嵩溪镇、嵩口镇、灵地镇和赖坊镇。清流县面积为 2709489.60 亩，耕地面

积为 180875.40亩，占全域面积的 6.68%。全县耕地以水田和旱地占比为主，其

中水田面积为 176345.40亩，占耕地面积 97.50%，旱地面积为 4445.25亩，占耕

地面积 2.46%，水浇地面积为 84.75亩，占耕地面积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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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3清流县土地利用现状占比

表 2-2各乡镇耕地面积统计表

单位：亩

行政区
水田 旱地 水浇地 合计

面积 占比% 面积 占比% 面积 占比% 面积 占比%
龙津镇 16917.45 9.35 690.75 0.38 38.40 2.12 17646.60 9.76
嵩溪镇 23748.45 13.13 440.55 0.24 18.45 0.01 24207.45 13.38
嵩口镇 22020.30 12.17 558.45 0.31 0.00 0.00 22578.75 12.48
灵地镇 17726.70 9.80 562.35 0.31 4.20 0.00 18293.25 10.11
长校镇 14425.50 7.98 241.95 0.13 0.15 0.00 14667.60 8.11
赖坊镇 16506.30 9.13 159.00 0.09 9.30 0.01 16674.60 9.22
林畲镇 11955.00 6.61 613.50 0.34 12.75 0.01 12581.25 6.96
温郊乡 5120.10 2.83 136.65 0.08 0.00 0.00 5256.75 2.91
田源乡 8017.05 4.43 120.60 6.67 0.00 0.00 8137.65 4.50
沙芜乡 4870.50 2.69 134.40 7.43 0.00 0.00 5004.90 2.77
余朋乡 9899.55 5.47 160.20 8.86 0.00 0.00 10059.75 5.56
李家乡 15010.05 8.30 349.50 0.19 0.60 0.00 15360.15 8.49
里田乡 10128.45 5.60 277.35 0.14 0.90 0.00 10406.70 5.75
总计 176345.40 97.50 4445.25 2.45 84.75 0.05 180875.40 100.00

注：上表中的占比为各项占土地总面积的比值。

2.5.工程恢复与即可恢复地块情况

根据国家下发 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基础数据库成果，清流县即可恢复与

工程恢复地块分布在 121个乡村中，共计 4317地块，总面积 34675.88亩（2311.73

公顷）。其中，工程恢复 2212个地块，共计 16643.34亩（1109.56公顷）；即

可恢复 2105个地块，共计 18032.54亩（1202.05公顷）。

工程恢复中地类为园地的有 495个地块，共计 4941.53亩，占工程恢复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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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 29.69%；林地共计 1344个地块，面积 8254.00亩，占工程恢复总面积的

49.59%；水域共计 373个地块，面积 3447.81亩，占工程恢复总面积的 20.72%。

即可恢复中地类为园地的有 1299个地块，共计 15143.27亩，占工程恢复总

面积的 83.98%；林地共计 524个地块，面积 1782.55亩，占工程恢复总面积的

9.89%；水域共计 282个地块，面积 1106.72亩，占工程恢复总面积的 6.14%。

表 2-3 即可恢复与工程恢复地类面积统计表

单位：亩

地类 序号 地类名称
工程恢复 即可恢复 合计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园地

（02）

1 茶园 25 365.93 27 323.87 52 689.80
2 果园 170 1854.24 218 1432.89 388 3287.13
3 可调整茶园 / / 1 3.20 1 3.20
4 可调整果园 / / 127 1586.96 127 1586.96
5 可调整其他园地 / / 41 420.90 41 420.90
6 其他园地 300 2721.36 885 11375.45 1185 14096.81

小计 495 4941.53 1299 15143.27 1794 20084.80

林地

（03）

7 灌木林地 102 464.03 100 305.47 202 769.50
8 可调整其他林地 7 21.89 7 21.89
9 其他林地 282 2184.88 194 916.53 476 3101.41
10 乔木林地 624 4660.41 12 80.35 636 4740.76
11 竹林地 336 944.68 211 458.31 547 1402.99

小计 1344 8254.00 524 1782.55 1868 10036.55
水域

（11）
12 坑塘水面 288 1664.54 260 931.03 548 2595.57
13 养殖坑塘 85 1783.27 22 175.69 107 1958.96

小计 373 3447.81 282 1106.72 655 4554.53
总计 2212 16643.34 2105 18032.54 4317 34675.88

2.6.可恢复为耕地的农用地

以国家下发 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基础数据库成果为基础，扣除位于生态

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国家级及省级公益

林、沿海基干林带和湿地内的其他农用地，提取坡度 25度以内、土层较厚、土

壤适宜种植、土壤无重金属污染的其他农用地，得出清流县其他可恢复为耕地的

农用地面积共 22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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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可恢复为耕地的其他农用地面积汇总表

单位：亩

序号 地类 面积

1 园地 98.00
2 林地 122.00

合计 220.00

2.7.恢复耕地的资源潜力

恢复为耕地的资源潜力主要由工程恢复地块、即可恢复地块和可恢复为耕地

的其他农用地三部分组成，清流县可恢复耕地的资源规模为 34895.88亩，其中，

嵩溪镇恢复为耕地的资源最多，占全县的 23.52%；温郊乡恢复为耕地的资源最

少，占全县 1.79%。

表 2-5 各乡镇可复耕面积统计表

单位：亩

类别

镇名
工程恢复 即可恢复

可复耕的其他

农用地
合计 占比

温郊乡 201.35 410.81 11.97 624.13 1.79%
里田乡 450.51 298.61 6.82 755.94 2.17%
沙芜乡 655.80 178.94 3.98 838.72 2.40%
余朋乡 554.49 441.10 13.77 1009.36 2.89%
田源乡 695.68 827.56 11.12 1534.36 4.40%
赖坊镇 1369.08 1039.66 9.81 2418.55 6.93%
龙津镇 1841.62 731.39 29.90 2602.91 7.46%
长校镇 1715.11 1211.58 9.82 2936.51 8.42%
李家乡 853.06 2456.12 5.99 3315.17 9.50%
嵩口镇 1775.39 1619.88 20.01 3415.28 9.79%
林畲镇 1554.33 1848.19 34.04 3436.56 9.85%
灵地镇 1487.48 2302.06 13.08 3802.62 10.90%
嵩溪镇 3489.44 4666.64 49.69 8205.77 23.52%
合计 16643.34 18032.54 220.00 34895.88 100.00%

在实践中，应当优先将工程恢复、即可恢复地块作为耕地“进出平衡”的耕

地最大潜力来源。扣除 25度以上坡地、河道湖区范围内、批而未用、生态保护

红线范围内、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等不符合要求地块后，以剩余的恢复类地块作

为主要调查评价对象，形成全县容易恢复、较难恢复、难以恢复三类潜力地块数

据成果，并与国土调查数据库实现集成，为后续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实施耕地恢复

工作、落实新一轮规划期耕地保护任务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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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上一年度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落实情况

清流县 2022 年度“耕地转出”项目总面积 325.20 亩（21.6590 公顷），耕

地转入面积 332.85（22.2011公顷），转入耕地比转出耕地多 7.65亩（0.5099公

顷），以增加耕地保有量的保障系数。2022 年度“进出平衡”后清流县耕地数

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集中连片度不降低。

表 2-6清流县 2022年度耕地进出平衡统计表

单位：亩

乡镇 耕地转出 耕地转入 进出差值 进出比率

龙津镇 16.97 17.14 0.17 101.01%
嵩溪镇 95.74 96.46 0.72 100.75%
嵩口镇 23.71 24.72 1.01 104.27%
灵地镇 7.38 7.69 0.31 104.18%
长校镇 39.99 40.92 0.93 102.32%
赖坊镇 19.18 19.84 0.66 103.41%
林畲镇 6.35 7.45 1.10 117.33%
温郊乡 25.25 25.46 0.21 100.83%
田源乡 3.96 4.86 0.90 122.74%
沙芜乡 2.68 2.90 0.22 108.24%
余朋乡 13.74 14.71 0.97 107.09%
李家乡 51.87 52.26 0.39 100.76%
里田乡 18.39 18.44 0.05 100.30%
总计 325.20 332.85 7.65 1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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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出平衡实施方案

3.1.转出耕地

3.1.1.基本概念

“耕地转出”指一般耕地转为园地、林地、草地、坑塘水面等其他农用地及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耕地确需转出的，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及农业农村、林业、

耕地保护等相关专项规划，并优先转出难以长期稳定利用、质量较低、零星分散

的耕地。

3.1.2.转出要求

（1）需转出情形

①经依法批准的国土绿化（含绿化带，已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的除外）占用一

般耕地；

②新建水库淹没区形成的水库水面占用一般耕地；

③经依法批准的农村道路、种植、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以及坑塘、宽度≥1米的沟渠占用一般耕地；

④工商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农户等依法将通过流转获得

土地经营权的一般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

⑤农民个体在自己承包经营的一般耕地上调整种植结构，将一般耕地转为其

他农用地。

（2）禁止转出情形

①不得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园地、林地、草地等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②不得在一般耕地上挖湖造景、种植草皮；

③未经批准不得占用一般耕地实施国土绿化；

④不得违规超标准在铁路、公路等用地红线外，以及沟渠两侧、水库周边占

用一般耕地种树建设绿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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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明确转出的地块情况

（1）龙津镇

龙津镇地处清流县城区，东与嵩口镇、嵩溪镇相连，南与田源乡接壤，西、

北与宁化县交界。为提高镇区内人民出行便利度，利于当地群众日常耕作便利，

龙津镇申报转出 4个地块，总面积 13.36亩用以田间道路硬化，设施建设。

（2）赖坊镇

赖坊镇位于清流县东南部，北邻沙芜乡、田源乡，西接灵地镇，南与李家乡

毗邻，东与永安市罗坊乡接壤，距清流县城 56千米。为提升当地农村生产生活

通行便利度，赖坊镇东山村增加山组申报自然村道路拓宽 1.5m 项目，共转出 3

个地块，总面积 0.54亩。

（3）里田乡

里田乡地处清流县西南部，东邻田源乡，南与长校镇接壤，西与长汀县馆前

镇交界，北与宁化县安乐乡毗邻，距清流县城 21.5 千米。为了加快经济发展，

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里田乡田坪村申请转出 10个地块，总面

积 8.63亩用于设施农用地建设。

（4）嵩口镇

嵩口镇地处清流县中部，安砂库区上游，东与余朋乡毗邻，南与田源乡相邻，

西与龙津镇为邻，北与温郊乡接壤，距清流县城 8.5千米。为满足当地生产需求，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嵩口镇沧龙村申请转出 9个地块，总面积 11.54亩用于村内

环境改善、建设和设施农用地建设。

（5）温郊乡

温郊乡地处清流县东北部，东与明溪县胡坊镇毗邻，南与余朋乡交界，西与

嵩溪镇为邻，北与林畲镇接壤，距清流县城 21千米。温郊乡梧地村申报的桔树

坑设施农用地建设项目有利于满足当地居民生活条件需求，项目共转出 1个地块，

总面积 8.33亩。

（6）李家乡

李家乡地处清流县南部，东、东南与连城县塘前乡相邻，西南、西与连城县

北团镇相邻，北与灵地镇接壤，东北与赖坊乡接壤，距清流县城 38.5 千米。为

提高镇区内人民出行便利度，利于当地人民生活幸福感，李家乡申请转出 3个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B5%81%E5%8E%BF/3927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5%A9%E5%8F%A3%E9%95%87/1527079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5%A9%E6%BA%AA%E9%95%87/439555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0%E6%BA%90%E4%B9%A1/439577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1%E5%8C%96%E5%8E%BF/345046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B5%81%E5%8E%BF/3927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99%E8%8A%9C%E4%B9%A1/439586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0%E6%BA%90%E4%B9%A1/439577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B5%E5%9C%B0%E9%95%87/439580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5%AE%B6%E4%B9%A1/1001191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5%AE%B6%E4%B9%A1/1001191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7%E5%9D%8A%E4%B9%A1/448918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B5%81%E5%8E%BF/3927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0%E6%BA%90%E4%B9%A1/439577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6%86%E5%89%8D%E9%95%87/255444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6%86%E5%89%8D%E9%95%87/255444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4%B9%90%E4%B9%A1/190385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B5%81%E5%8E%BF/3927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9%E6%9C%8B%E4%B9%A1/439572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E%99%E6%B4%A5%E9%95%87/3305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A9%E9%83%8A%E4%B9%A1/439569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B5%81%E5%8E%BF/3927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A1%E5%9D%8A%E9%95%87/222532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5%A9%E6%BA%AA%E9%95%87/439555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B5%81%E5%8E%BF/3927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1%98%E5%89%8D%E4%B9%A1/1001198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5%9B%A2%E9%95%87/257493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B5%E5%9C%B0%E9%95%87/4395809?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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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总面积 6.41亩用以农村道路扩宽。

（7）嵩溪镇

嵩溪镇地处清流县东北部，东邻林畲镇，南连嵩口镇，西接龙津镇，北与宁

化县泉上镇接壤，距清流县城 16.2千米，区域总面积 186.35平方千米。为满足

当地居民生活条件需求，嵩溪镇申请转出 1个地块，总面积 1.55 亩用于村内设

施建设。

（8）林畲镇

林畲镇，地处清流县东北部，素有清流“北大门”之称，境内地势平坦，总

面积 114 平方公里，辖 8个行政村，53 个村民小组。为满足当地生产需求，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林畲镇申请转出 2个地块，总面积 1.29亩用设施农用地建设。

表 3-1各乡镇申报项目转出地块情况表

单位：亩

乡镇 地块编号 地类
地块

面积

土地

经营

现状

合计 转出用途
启动

时间

完成

时间

龙津镇

350423GD4 旱地 2.51 旱地

13.36

道路建设 2023年 9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6 水田 2.67 水田

其他

农用地

2023年 9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3 水田 1.29 水田 2023年 9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2 水田 6.89 水田 2023年 9月 2023年 11月

赖坊镇

350423GD15 水田 0.14 水田

0.54 道路拓宽

2023年 8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16 水田 0.14 水田 2023年 8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17 水田 0.26 水田 2023年 8月 2023年 11月

里田乡

350423GD24 水田 0.23 水田

8.63
设施农

用地建设

2023年 8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29 旱地 0.36 旱地 2023年 8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28 水田 0.26 水田 2023年 8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27 水田 1.67 水田 2023年 8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25 水田 0.7 水田 2023年 8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30 旱地 0.24 旱地 2023年 8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63 水田 1.61 水田 2023年 8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26 水田 1.62 水田 2023年 8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19 旱地 1.24 旱地 2023年 8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20 水田 0.7 水田 2023年 8月 2023年 11月

嵩口镇

350423GD7 旱地 3.38 旱地

11.54

其他

农用地
2023年 9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8 水田 1.13 水田
设施农

用地建设

2023年 9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9 水田 0.76 水田 2023年 9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10 水田 0.17 水田 2023年 9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11 水田 0.51 水田 其他 2023年 9月 2023年 11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B5%81%E5%8E%BF/3927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5%A9%E5%8F%A3%E9%95%87/1527079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E%99%E6%B4%A5%E9%95%87/3305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89%E4%B8%8A%E9%95%87/1491229?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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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地块编号 地类
地块

面积

土地

经营

现状

合计 转出用途
启动

时间

完成

时间

农用地350423GD12 水田 0.43 水田 2023年 9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13 水田 3.73 水田 2023年 9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14 水田 1.26 水田 2023年 9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23 旱地 0.17 旱地 2023年 9月 2023年 11月

温郊乡 350423GD22 水田 8.33 水田 8.33
设施农

用地建设
2023年 8月 2023年 11月

李家乡

350423GD56 水田 3.45 水田

6.41
机耕路等

配套设施

2023年 8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57 水田 1.59 水田 2023年 8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58 水田 1.37 水田 2023年 8月 2023年 11月

嵩溪镇 350423GD61 水田 1.55 水田 1.55
其他

农用地
2023年 6月 2023年 11月

林畲镇
350423GD51 水田 1.02 水田

1.29
设施农

用地建设

2023年 9月 2023年 11月
350423GD54 水田 0.27 水田 2023年 8月 2023年 11月

合计 51.65
51.6
5

3.1.4.预估农民自主转出情况

国家提出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严格管控一般耕

地转为其他农用地，但在耕地的具体利用过程中，仍存在农民根据自我需求将承

包经营的耕地零星实施转为其他农用地的情况。根据现场摸排调查和日常监督情

况，预估农民自主转出耕地 15亩。

3.1.5.转出地类合规性评价

以优先选择难以长期稳定利用、质量较低、零星分散的耕地为原则，以美化

国土生态环境、改善社会发展空间格局和创新城乡建设模式为目的，结合清流县

各乡镇申报需求、166号文后设施农用地占用一般耕地现实状况进行统计，清流

县已明确转出耕地面积为 51.65亩，预估农民自主转出 15亩。

清流县“耕地转出”潜力地块筛选是以国家下发 2022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基

础数据库中现状耕地地类为基础，核减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高标准农

田和粮食功能主产区范围后，再扣除补充耕地项目和垦造水田项目范围内新增耕

地和水田，最终得到“耕地转出”的理论潜力地块，即为符合“耕地转出”条件

的图斑。

明确转出地块包含水田 43.75亩，占总转出面积的 84.70%，旱地面积为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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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占总转出面积的 15.30%。转出部分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以

及生态保护红线，与粮食功能主产区不冲突，不涉及在建高标准农田建设、垦造

水田、补充耕地项目等土地整治类项目，转出地块符合相关规定，具备合规性。

3.1.6.相关规划衔接

（1）与林业发展规划的衔接

在“耕地转出”地块的选择过程中，要求与清流县林业发展规划紧密衔接，

耕地“进出平衡”规划应与林业发展规划做到互相协调。

（2）与农业农村发展规划的衔接

对为提升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建畜禽、水产养殖设施、

家庭农场等农业项目，均应作为“耕地转出”地块选择的考虑因素之一。

（3）与水利发展规划的衔接

清流县水利改革发展的总基调是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

应做到与新时代水利改革发展新的工作重点和前进方向紧密挂钩。

3.2.转入耕地

3.2.1.基本概念

“耕地转入”指以最新年度的国土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数据，将园地、林地、

草地、坑塘水面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等非耕地地类，通过土地整理、

土地复垦的方式整治为耕地。

3.2.2.转入要求

（1）可转入情形

①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标注为“即可恢复”“工程恢复”的各类农用地应

优先转入；

②坡度 15度以内、土层较厚、土壤相对肥沃、水源和交通条件好的其他农

用地；

其他适宜转为耕地的其他农用地和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2）禁止转入情形

①不得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整治恢复耕地；

②不得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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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省级生态公益林，沿海基干林，以及湿地内整治恢复耕地；

③不得在 25度以上陡坡地整治恢复耕地；

④不得在河道、湖区、林区、土壤严重污染地区等难以作为耕地稳定利用的

其他农用地整治恢复耕地；

⑤不得在已纳入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内整治恢复耕地；

⑥不得在已办理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手续但实际未使用的其他农用地

整治恢复耕地。

图 3-1清流县城镇开发边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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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转入地块拟定

清流县耕地转入地块以清流县耕地恢复潜力库、耕地后备资源中选择适宜恢

复的地块作为数据来源，根据耕地恢复调查评价初步成果数据，清流县恢复耕地

地块总面积为 70.68亩，地类为园地、林地和坑塘水面，分布于龙津镇、赖坊镇、

里田乡、嵩口镇、温郊乡、李家乡和林畲镇。通过核减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

农田、25 度以上陡坡地、河道湖区、林区牧区及沙化、荒漠化、盐碱化、土壤

严重污染等非稳定耕地区域内范围后，则为清流县“耕地转入”拟定地块区域。

“耕地转出”地块以“耕地转入”需求为基础，以预留本年度林业、农业及

水利发展空间为侧重，以补足耕地保有量缺口为目的，根据《关于进一步严格落

实耕地进出平衡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3〕8号），以及 2022年度耕地流

出情况，结合清流县“耕地转出”实际需求，拟定“耕地转入”地块面积为 70.68

亩。

3.2.4.转入情况

清流县“耕地转入”分布在 7个镇（乡），共计 11 个地块，总面积 70.68

亩，其中，李家乡转入 1个地块，面积 16.30亩，占总转入面积的 23.06%；龙津

镇转入 4个地块，面积 12.47亩，占总转入面积的 17.64%；嵩口镇转入 1个地块，

面积 12.39亩，占转入总面积的 17.53%；林畲镇转入 2个地块，面积 11.25亩，

占转入总面积的 15.92%；温郊乡转入 1个地块，面积 8.80亩，占转入总面积的

12.45%；里田乡转入 1个地块，面积 8.63亩，占转入总面积的 12.21%；赖坊镇

转入 1个地块，面积 0.84亩，占转入总面积的 1.19%。

清流县拟“耕地转入”地块在国家下发 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基础数据库

中地类为园地、林地和坑塘水面。其中，其他园地面积为 27.55亩，占转入总面

积的 38.98%；乔木林地面积为 22.40 亩，占转入总面积的 31.69%；坑塘水面面

积为 8.63亩，占转入总面积的 12.21%；养殖坑塘面积为 6.56亩，占转入总面积

的 9.28%；其他林地面积为 4.70 亩，占转入总面积的 6.65%；果园面积为 0.84

亩，占转入总面积的 1.19%；转入地块以“补足同等数量、质量，可长期稳定利

用的耕地”为原则，以补足耕地保有量缺口为目的。耕地转入情况表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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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各乡镇申报项目转入地块情况表

单位：亩

乡镇 图斑编号 流入地类 地块面积 土地经营现状 落实单位 责任人 恢复耕地执行人 启动时间 完成时间

龙津镇

350423GD31 养殖坑塘 6.56 废弃鱼塘

龙津镇人民政府 龙津镇人民政府

暖水村 2023年 5月 2023年 11 月

350423GD32 其他林地 3.78 残次林地 供坊村 2023年 5月 2023年 11 月

350423GD33 乔木林地 1.21 残次林地 基头畲族村 2023年 5月 2023年 11 月

350423GD34 其他林地 0.92 残次林地 基头畲族村 2023年 5月 2023年 11 月

赖坊镇 350423GD36 果园 0.84 废弃园地 赖坊镇人民政府 赖坊镇人民政府 东山村 2023年 7月 2023年 11 月

里田乡 350423GD37 坑塘水面 8.63 废弃鱼塘 里田乡人民政府 里田乡人民政府 田坪村 2023年 8月 2023年 11 月

嵩口镇 350423GD35 乔木林地 12.39 残次林地 嵩口镇人民政府 嵩口镇人民政府 沧龙村 2023年 8月 2023年 11 月

温郊乡 350423GD38 乔木林地 8.80 残次林地 温郊乡人民政府 温郊乡人民政府 梧地村 2023年 7月 2023年 11 月

李家乡 350423GD59 其他园地 16.30 废弃园地 李家乡人民政府 李家乡人民政府 李村村 2023年 8月 2023年 11 月

林畲镇
350423GD62 其他园地 5.50 废弃园地

林畲镇人民政府 林畲镇人民政府
石忠村 2023年 6月 2023年 11 月

350423GD60 其他园地 5.75 废弃园地 林畲村 2023年 6月 2023年 11 月

清流县 7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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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转入地块可行性分析

（1）稳定性分析

优先选择与现有耕地集中连片的地块作为“耕地转入”地块。通过对拟转入

的地块周边设施分析、群众意愿程度、整治难以程度等方面综合评价，转入地块

可以长期稳定耕种利用。

（2）与相关规划衔接

“耕地转入”地块应合理协调耕地保护和林业、农业农村等相关规划，转入

地块不与林业、农业农村和水利等相关规划发展需求冲突，涉及林地、草地等其

他地类整治为耕地的，要征得相关土地权利人及主管部门同意。耕地转入”不仅

为完成政府严格耕地用途管制的承诺，保证耕地的永续利用，也肩负着促进社会、

农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3.2.6.恢复耕地的具体措施

（1）成立专班

乡镇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确定具体地块范围，召开专题会议、成立专门班子、

明确专人负责。乡镇自然资源所负责做好项目监管工作，会同督查部门督查项目

工程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定期检查，对工程实施进度滞后的进行通报，对发现

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2）对标恢复

乡镇应坚持“宜水田则水田，宜旱地则旱地”和确保恢复耕地稳定性原则，

分类推进，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组织实施耕地恢复。恢复旱地必须翻耕并抽沟成

垄，垄宽不能超过 2米，确保种植粮、棉、油、糖、菜等农作物；恢复水田必须

种植水稻或莲藕水生作物。各村要加强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衔接工作，对耕地

恢复项目涉及抛荒耕地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有效的整合相关部门配套

资金以及技术指导。

耕地转入主要工程设计内容包含土地平整工程、土壤改良工程、灌溉与排水

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农田防护与生态保持工程。

①土地平衡工程

为后续工程顺利开展，需将项目区内灌木及杂草清除，对耕作层进行剥离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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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通过田块平整后，再进行耕作层回填。

②土壤改良工程

土壤 pH值、耕作层厚度、土壤容重、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质地等是评价

耕地质量的关键性因子，可以通过秸秆还田、增湿有机肥、施加生石灰等方式提

高项目区有机质和 pH值，以达到耕地种植标准。

③灌溉与排水工程

项目区在充分考虑项目区内原有灌溉与排水基础设施可利用程度的条件下，

需结合灌排要求，采用新修及整修农渠、农沟进行灌溉和排水。输水及排水工程

的布置应与田间道路、地块形状以及地形条件紧密结合，减小起伏和转折点，最

大程度保证平顺。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缩减施工时长，以求最大

程度减少投资，节约资源。

④田间道路工程

通过新修或整修项目区及周边道路及道路设施，满足项目区耕作的便利度。

⑤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

结合项目区整治规划设计沟渠的布置，在整平大田的基础上修筑土质田埂，

提高项目区田块固土保水能力。

（3）加强管护

乡镇政府安排、督促村、组或种植户落实恢复地块耕种、确保作物长势良好；

负责恢复耕地后续管护，杜绝抛荒或种植油茶、挖塘养鱼、养龙虾、养牛蛙等行

为；制止“非农化”“非粮化”等改变耕地用途。

3.3.耕地转入目标任务和耕地转出控制规模

清流县 2023年度耕地转进任务为 470亩。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恢复任务的统

筹，根据目标任务分解下达各村，由村组织项目实施以及耕地转入的后续管护。

各乡镇耕地转入的目标任务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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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各乡镇耕地转入的目标任务表

单位：亩

为了加强对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的管控，严格落实耕地进出平衡政策，原则

上以年度内转入耕地的数量，作为一般耕地转出数量的管控底线，因此清流县

2023年度耕地转出规模应控制在 470亩以内，以确保年度耕地进出平衡。

3.4.时序安排

清流县 2023年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项目实施开展由清流县人民政府

确定实施单位，原则上由乡镇或其下属具有法人资质的单位作为建设单位。具体

时间安排如下。

3.4.1.立项阶段

（1）时序计划：（4月初-4月底）

（2）立项流程：

①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选址审核通过后，建设单位组织编制耕地恢复转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②民意调查。

项目立项应征得项目涉及地块的土地权属人同意，且土地权属无争议。

③申报立项。

建设单位组织项目立项有关材料，由县级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林业主管部

序号 行政区 预计 2023年度任务

1 龙津镇 23
2 嵩溪镇 137
3 嵩口镇 33
4 灵地镇 10
5 长校镇 61
6 赖坊镇 28
7 林畲镇 9
8 温郊乡 38
9 田源乡 5
10 沙芜乡 4
11 余朋乡 19
12 李家乡 75
13 里田乡 28

总 计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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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联合立项。

3.4.2.项目实施阶段

（1）时序计划：（5月初-9月初）

（2）实施内容：

①开展项目设计方案编制。

委托测绘作业单位和规划设计编制单位，规范开展项目测绘和规划设计工作,

并编制规划设计和预算方案，合理安排耕地恢复工作经费，并组织专家对项目规

划设计与预算进行评审。

②工程施工。

按照现场施工管理正规化、标准化、制度化的要求，全面加强项目施工管理，

确保工程质量。

③设计方案变更。

施工单位应按照规划设计方案施工，不得擅自变更设计方案，确需变更的，

由建设单位提出，并由规划设计单位编制调整变更方案。

3.4.3.竣工验收阶段

（1）时序计划：（9月初-10月初）

（2）验收安排：

①县级初验。

由县级自然资源部门，会同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主管部门，根据项目规划

设计方案和相关验收标准，规范开展初步验收。

②市级验收。

市级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和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新增耕地市级验收和全流程监

管。

工作内容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一 项目立项

二 项目实施

三 竣工验收

图表 3-1 时序安排甘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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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障措施

4.1.组织保障

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林业、水利、畜牧水产等部门要加强分工协作，强化

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共同做好耕地进出平衡工作。自然资源部门牵头负责

年度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具体编制、备案工作，以及协调组织日常监管、年度

考核工作；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督促落实耕地流向园地、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等的排

查整改和进出平衡；林业部门负责督促落实耕地流向林地、草地的排查整改和进

出平衡；水利部门负责督促落实耕地流向水库水面等的排查整改和进出平衡；畜

牧水产部门负责督促落实耕地流向水产养殖用地等的排查整改和进出平衡。

4.2.资金保障

4.2.1.实施费用测算

清流县 2023 年“耕地转入”地块规模为 70.68 亩，项目实施主要包含前期

阶段、中期阶段、中后期阶段、末期阶段和管护阶段共 5个阶段。实施费用主要

包含有前期工作费、青苗补偿费、工程施工费、竣工验收费和种植管护费，项目

估算总金额为 141.36万元。具体详见下表：

表 4-1实施费用测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工程 项目实施阶段 主要费用名称 金额测算 占比

2023年清流县

“耕地转入”实施项目

前期阶段 前期工作费 3.26 2.31%
中期阶段 青苗补偿费 74.00 52.35%
中后期阶段 工程施工费 58.90 41.67%
末期阶段 竣工验收费 3.25 2.30%
管护阶段 种植管护费 1.95 1.38%

总计 141.36 100%

注：①项目借鉴其他地区类似整治恢复类项目经验，成本按照 2万元/亩进行测算；

②青苗补偿费按照相关文件执行；

③项目投资为估算，实际请以投资预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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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管理办法

清流县鼓励各地严格落实本区域内耕地“进出平衡”，按照“谁受益、谁管

护”的原则落实种植要求，原则上采取“使用者负责制”方式推进项目实施。对

于农民个人在承包地上零星实施的将耕地转为园地、林地等其他农用地的，由县

级人民政府统一落实耕地进出平衡，可从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农业土

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补充耕地指标交易收益以及其他财政资金中统筹安排专项

资金，用于组织实施耕地恢复，储备耕地资源。

为了有效实现实时监控资金动态，防范财务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资金

管理遵循公开、择优、规范、实效原则，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

有关部门和社会监督。

4.3.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组织协调，成立工作专班，实行部门联动，强化对年度耕地“进出平衡”

总体方案编制工作的指导和督查推进。建立政府牵头、相关部门落实的共同责任

机制，同时应强化规划引领作用，切实做好耕地“进出平衡”工作。

（2）强化资金保障

统筹安排财政资金用于耕地保护工作，并逐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

村的比例，重点支持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对不符

合耕地用途管制要求的农业、林业生产经营活动，取消相关财政扶持资金。

（3）明确职责分工

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本辖区年度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并组织实

施，统筹各部门共同落实耕地用途管制，确保耕地不减少、质量不降低。乡镇人

民政府负责审核需求申请，并出具审核意见上报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具体转入耕

地项目的实施和后期种植管护，确保本辖区内实现耕地“进出平衡”。

（4）加强培肥，提高种植产出

乡镇要充分利用后续管护资金，通过多种措施，开展地力培育，提高土壤肥

力，增加土地产出效益，从而提高农户种植积极性。一是采取农艺措施，平整地

表，深耕去砾。二是采用聚土垄作、客土回填等方式，加厚耕作层，加速土壤熟

化。三是增施有机肥，直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四是通过种植绿肥，实行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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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秸秆、鲜草等覆盖还田（地），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减少地表水蒸发和水土流

失。五是轮种或套种紫云英、蚕豆、豌豆、大豆、绿豆等豆科作物，通过根瘤菌

固定空气里的氮元素，以提高耕作层氮素含量。

（5）加强巡查，建立种植档案

要加强转入耕地的种植监管，监督耕地转入后持续稳定耕作。林业部门要做

好耕地进出平衡成果与森林资源档案的衔接。乡镇要高度重视后续种植利用工作，

在落实专人专管的基础上，制定相关工作考核措施，加强日常巡查，确保有人耕

种、有种有收。同时，按照“一块地一档案”的要求，做到管护期内对各项目地

块逐一登记和核查，拍摄种植利用和设施管护照片，归档保存，对弃耕抛荒和非

法挪用现象采取切实有效的惩治约束措施。

（6）加强宣传引导

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加强耕地用途管制

政策的解读，将耕地用途管制和耕地利用优先序要求传达到每家每户，发挥典型

案例的示范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充分调动各地开展恢复耕地整治的积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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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表 1

表 5-1清流县 2023年度耕地进出平衡计划表

单位：亩

转出耕地 转进耕地

备

注
序

号
地块编号 所在地（镇村）

转出类型

序

号
地块编号 所在地（镇村）

现状地类

复耕

执行人

启动

时间

完成

时间

落实

单位
水库

淹没

区

机耕

路等

配套

设施

设施

农用

地

绿化

带

因历史调

查不到

位，林木

果树长大

而成林

地、园地

的

预估

农民

自主

转出

的

其他

农用

地

合计 园地 林地
坑塘

水面

农村

道路

设施

农用

地

其他

农用

地

合计

1 350423GD15 赖坊镇东山村 0.00 0.14 0.00 0.00 0.00 0.00 0.00 0.14 1 350423GD31 龙津镇暖水村 0.00 0.00 6.56 0.00 0.00 0.00 6.56 暖水村 2023.05 2023.11

龙津镇

人民政府

2 350423GD16 赖坊镇东山村 0.00 0.26 0.00 0.00 0.00 0.00 0.00 0.26 2 350423GD32 龙津镇供坊村 0.00 3.78 0.00 0.00 0.00 0.00 3.78 供坊村 2023.05 2023.11

3 350423GD17 赖坊镇东山村 0.00 0.14 0.00 0.00 0.00 0.00 0.00 0.14 3 350423GD33 龙津镇基头畲族村 0.00 1.21 0.00 0.00 0.00 0.00 1.21 基头畲族村 2023.05 2023.11

4 350423GD56 李家乡吴家村 0.00 3.45 0.00 0.00 0.00 0.00 0.00 3.45 4 350423GD34 龙津镇基头畲族村 0.00 0.92 0.00 0.00 0.00 0.00 0.92 基头畲族村 2023.05 2023.11

5 350423GD57 李家乡鲜水村 0.00 1.59 0.00 0.00 0.00 0.00 0.00 1.59 5 350423GD35 嵩口镇沧龙村 0.00 12.39 0.00 0.00 0.00 0.00 12.39 沧龙村 2023.08 2023.11
嵩口镇

人民政府

6 350423GD58 李家乡鲜水村 0.00 1.37 0.00 0.00 0.00 0.00 0.00 1.37 6 350423GD36 赖坊镇东山村 0.84 0.00 0.00 0.00 0.00 0.00 0.84 东山村 2023.07 2023.11
赖坊镇

人民政府

7 350423GD19 里田乡里田村 0.00 0.00 1.24 0.00 0.00 0.00 0.00 1.24 7 350423GD37 里田乡田坪村 0.00 0.00 8.62 0.00 0.00 0.00 8.62 田坪村 2023.08 2023.11
里田乡

人民政府

8 350423GD20 里田乡里田村 0.00 0.00 0.70 0.00 0.00 0.00 0.00 0.70 8 350423GD38 温郊乡梧地村 0.00 8.80 0.00 0.00 0.00 0.00 8.80 梧地村 2023.07 2023.11
温郊乡

人民政府

9 350423GD24 里田乡田坪村 0.00 0.00 0.23 0.00 0.00 0.00 0.00 0.23 9 350423GD59 李家乡李村村 16.30 0.00 0.00 0.00 0.00 0.00 16.30 李村村 2023.08 2023.11
李家乡

人民政府

10 350423GD25 里田乡田坪村 0.00 0.00 0.70 0.00 0.00 0.00 0.00 0.70 10 350423GD60 林畲镇林畲村 5.75 0.00 0.00 0.00 0.00 0.00 5.75 林畲村 2023.06 2023.11 林畲镇

人民政府11 350423GD26 里田乡田坪村 0.00 0.00 1.62 0.00 0.00 0.00 0.00 1.62 11 350423GD62 林畲镇石忠村 5.50 0.00 0.00 0.00 0.00 0.00 5.50 石忠村 2023.06 2023.11

12 350423GD27 里田乡里田村 0.00 0.00 1.67 0.00 0.00 0.00 0.00 1.67

13 350423GD28 里田乡田坪村 0.00 0.00 0.26 0.00 0.00 0.00 0.00 0.26

14 350423GD29 里田乡田坪村 0.00 0.00 0.36 0.00 0.00 0.00 0.00 0.36

15 350423GD30 里田乡田坪村 0.00 0.00 0.24 0.00 0.00 0.00 0.00 0.24

16 350423GD63 里田乡里田村 0.00 0.00 1.61 0.00 0.00 0.00 0.00 1.61

17 350423GD51 林畲镇孙坊村 0.00 0.00 1.02 0.00 0.00 0.00 0.00 1.02

18 350423GD54 林畲镇向阳村 0.00 0.00 0.27 0.00 0.00 0.00 0.00 0.27

19 350423GD2 龙津镇暖水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89 6.89

20 350423GD3 龙津镇供坊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29 1.29

21 350423GD4 龙津镇基头畲族村 0.00 2.51 0.00 0.00 0.00 0.00 0.00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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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出耕地 转进耕地

备

注
序

号
地块编号 所在地（镇村）

转出类型

序

号
地块编号 所在地（镇村）

现状地类

复耕

执行人

启动

时间

完成

时间

落实

单位

水库

淹没

区

机耕

路等

配套

设施

设施

农用

地

绿化

带

因历史调

查不到

位，林木

果树长大

而成林

地、园地

的

预估

农民

自主

转出

的

其他

农用

地

合计 园地 林地
坑塘

水面

农村

道路

设施

农用

地

其他

农用

地

合计

22 350423GD6 龙津镇大路口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67 2.67

23 350423GD7 嵩口镇沧龙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38 3.38

24 350423GD8 嵩口镇沧龙村 0.00 0.00 1.13 0.00 0.00 0.00 0.00 1.13

25 350423GD9 嵩口镇沧龙村 0.00 0.00 0.76 0.00 0.00 0.00 0.00 0.76

26 350423GD10 嵩口镇沧龙村 0.00 0.00 0.17 0.00 0.00 0.00 0.00 0.17

27 350423GD11 嵩口镇沧龙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51 0.51

28 350423GD12 嵩口镇沧龙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43 0.43

29 350423GD13 嵩口镇沧龙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73 3.73

30 350423GD14 嵩口镇沧龙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26 1.26

31 350423GD23 嵩口镇沧龙村 0.00 0.00 0.17 0.00 0.00 0.00 0.00 0.17

32 350423GD61 嵩溪镇嵩溪畲族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55 1.55

33 350423GD22 温郊乡梧地村 0.00 0.00 8.33 0.00 0.00 0.00 0.00 8.33

34 — — 0.00 0.00 0.00 0.00 0.00 15.00 0.00 15.00

合计 0.00 9.47 20.52 0.00 0.00 15.00 21.69 66.65 — — — 28.40 27.10 15.18 0.00 0.00 0.00 70.68 — — — —

注：转出耕地共 66.65亩，其中，明确转出耕地 51.65亩，预估农民自主转出耕地 15亩，预估数据待地块明确后提交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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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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