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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通报16个耕地调查问题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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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蚌蚌：

健全“三位一体”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没有耕

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保障14亿
人口粮食安全是国家头等大事，牢牢守
住耕地保护红线，就是要保障18亿亩
耕地这条红线。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健全耕地
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体
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
教授张蚌蚌说，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
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保护今
天的耕地就是保障明天的饭碗，一定要
牢牢守住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

张蚌蚌认为，农田就是农田，只能
用来发展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一
定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防
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

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
量。张蚌蚌分析，可以坚持“以补定
占”，通过占补平衡制度创新保障新增
耕地质量。同时，健全补充耕地质量验
收制度，完善后续管护和再评价机制，
确保数量和质量的双平衡。

各地应结合实际，采取有力措施，紧
盯耕地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重要
区域。深入开展线索摸排，主动收集梳
理占用农用地犯罪线索。对乱占、破坏
耕地的违法行为，必须坚持零容忍，坚决
整治、严厉打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在张蚌蚌看来，增加资金投入来加
强耕地质量建设，这无疑是真金白银的
支持。他说，应适当提高中央和省级投
资补助水平，取消各地对产粮大县资金
配套要求。这有利于直接提升高标准
农田建设亩均投资，有利于缓解产粮大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财政投入压力，更
好地保障农田建设标准，从而建设出真

正的高标准农田。
文件提出，对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直接参与
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措施。张蚌蚌认
为，这是非常接地气、非常有效的政策，
是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和地方经验探索的
利好政策。

他说，加强退化耕地治理，黑土地
保护工程推进力度，实施耕地有机质
提升行动，有利于进一步筑牢耕地生
态本底，这是实施耕地生态保护的有
力举措。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在坚守底线前
提下，鼓励各地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
强化改革举措集成增效，激发乡村振兴
动力活力。

“浙江20年‘千万工程’实践所提
供的方法论，非常值得各地耕地保护制
度创新借鉴。”张蚌蚌说，应通过实施重
大工程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耕地集
中连片质量提升、乡村建设用地内部挖

掘潜力支撑乡村产业用地需求、乡
村生态环境建设等举措，确保中国
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筑牢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张蚌蚌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李煜强 谷幸

自然资源部公开通报近期督察发现
的7个弄虚作假典型问题和9个工作不
认真、把关不严造成调查结果中耕地面
积错误超过1000亩的典型。

据介绍，为配合做好2023年度考核
工作，在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县级调查阶
段，各督察局抽核图斑167.83万个，实地
督察了434个县（市、区），发现问题图斑
1.7万个，占抽核图斑总数的1.0%。同
时，督察也发现了一些弄虚作假问题和

工作不认真、把关不严造成调查结果存
在较大错误的情况。

自然资源部要求各地举一反三，全
面排查问题，及时发现并组织整改，切实
保证数据真实、准确、可靠。国家自然资
源督察机构将进一步加大督察力度，在
省级变更调查数据报部后持续开展督
察，严肃督促查处弄虚作假、严重调查不
实等问题，更好地服务于耕地保护考核
工作。 （据《人民日报》）

2024年春节“村晚”全国示范展示
暨千阳县元宵节文艺演出精彩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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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宝鸡讯（通讯员 杨
洋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
闻网记者 周俊鹏）和美千阳
大地欢歌，春到万家喜闹元
宵。2月22日下午，以“丝路
果香 绣美千阳”为主题的
2024年春节“村晚”全国示范
展示暨元宵节文艺演出在陕
西省千阳县大剧院精彩上演，
为广大群众带来了一场年味
十足的文化盛会。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国
家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
司、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视听新媒
体中心、陕西省文化和旅游
厅、宝鸡市人民政府主办，宝
鸡市文化和旅游局，千阳县
委、县政府承办。

本次“村晚”以歌舞、小
品、戏曲、现场互动形式充分
展示千阳地方传统特色文化、
乡土乡情、美丽乡村，增强地
方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进一
步丰富活跃城乡群众文化生
活。现场节目精彩纷呈，有舞

蹈《龙腾盛世闹元宵》、歌伴舞
《爱在千湖等你靠岸》、戏曲表
演《吼春》、小品《苹果》等节
目，唯美、直观地展现了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
活富裕的千阳乡村图景。据
统计，本次活动线上观看人数
达210余万人次。

千阳县委副书记、县长
张湛林表示，千阳县将以本
次活动为契机，大力实施全
域旅游“56154”工程，深入推
进文旅融合、产城融合、农旅
融合、城乡融合，积极构建人
才培训、运行模式、保障服
务、品牌打造四项重点，唱响
六大文旅品牌，奋力推动文
旅商体融合发展。并诚邀各
位朋友到中国矮砧苹果之
乡，品太空优果、赏国宝朱
鹮，鉴非遗刺绣、游千湖湿
地，尝生态羊乳。

此外，活动现场还展销了
具有本土化、特色化的千阳刺
绣产品、各类农特产品，充分
展示了千阳发展的丰硕成果。

近日，《国家南繁硅谷建
设规划（2023—2030年）》（以
下简称《规划》）新闻发布会在
海南三亚举行，根据规划，集
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
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服务全国
的南繁硅谷将于2030年全面
建成。

根据《规划》，南繁硅谷建
设分为两阶段目标。到2025
年，国家南繁硅谷产业带动力
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资
源、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集
聚态势初步形成，配套政策和
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种业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逐步完善，营商
环境大幅优化，科技攻关成果
显现，国家级种业创新基地初
步建成。到2030年，海南自
由贸易港制度下的种业创新
体系、政策体系、产业体系健
全完善，全球领先的科研院
校、创新型企业、领军型人才
不断聚集，种业创新质量和速
度明显提升，形成一批国际领
先的科研成果，集科研、生产、
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
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
全面建成。

《规划》还明确了南繁硅
谷建设的六项重大任务：一是
打造重大科研关键共性平台、

应用研究平台和
产学研联合种业
创新平台，提升
科研育种创新能
力。二是高标准
建设育制种基地
和热带作物、畜
禽水产良种繁育
基地，满足高水
平南繁需要。三
是建设农作物、
畜禽、水产种业
产业园，构建现
代南繁产业体
系。四是健全种
业支撑保障体
系，加强种质资
源收集保存和种
业监管治理，提
升南繁管理服务
能力。五是搭建
国际交流合作平
台，开展技术对
外合作、加强“一
带一路”种业贸
易，拓展南繁种
业发展空间。六
是改善隔离检验
检疫设施，优化种质资源准入
通道，强化资源检验技术支
撑，确保生物安全风险可控。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