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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丈县耕地保护国土空间专项规划（2021-

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重要论述为根

本遵循，重点把握保护与保障、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全面提升耕地高质量保护利用水平，为推动全县耕

地保护、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规划》与《古丈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年）》有效衔接，是全县耕地保护的总纲，是

落实耕地保护目标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的重要

手段，也是实现耕地利用结构优化和保护耕地资源

的重要依据。规划范围包括全县行政辖区内全部国

土空间，规划基期年为2020年，近期至2025年，目

标年为2035年。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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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背景

古丈县位于湖南省西部，境内山峦重叠，由西

向南、向东、向北方向延伸，山势高峻，沟深谷窄，

呈一个“两脊夹一沟”的大山体，北接永顺县，东

临沅陵县，南界泸溪县和吉首市，西部和保靖县相

连，全县行政辖区总面积为1286.35平方公里。

2020年末，全县耕地面积为13.47万亩，占全

县土地总面积的6.98%，其中水田10.35万亩，旱地

3.12万亩。

1.1 资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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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资源基础
1.2主要成效
1.3面临的问题



1.2 主要成效

现有耕地确保不减少

乱占耕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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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

全面落实落细田长制工作

1.3 面临的问题

城镇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

现状耕地中低、中产田分布广

耕地补充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实现难度较大

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日趋明显



2.1 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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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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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

国省关于耕地保护的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坚持系统观念保护耕地，扎实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

一体”保护，坚决落实耕地保护任务，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

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终身追责，确保耕地实至名归，切实保障粮食安

全，为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现代化新湖南建设提供

坚实的资源基础，为湘西地区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夯实资源基础。

总体要求

2.1指导思想
2.2规划原则
2.3规划目标与任务

2.2 规划原则

坚持国家立场
实行保护优先

坚持系统思维
实行多措并举

坚持问题导向
实行精准施策

坚持压实责任
实行全民保护



严格耕地保护目标管理，
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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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规划目标与任务

1
强化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
护，稳定优质耕地布局2

严格落实耕地用途管制，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防止“非粮化”

3
拓展农产品生产空间，
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4

稳妥有序推进耕地恢复，
引导耕地集中布局5

加强耕地质量建设，
全面提升粮食生产能力6

健全耕地保护政策制度体系，提升耕地治理能力7

指标名称 2025年 2035年 指标属性

耕地保有量 13.47 13.16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11.96 11.96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规

模
0.12 0.12 预期性

补充耕地任务量 0.72 0.72 预期性

油菜种植面积 4.35 4.35 预期性

粮食播种面积 12.53 12.53 预期性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3.55 11.96 预期性

注：带*为累计值

耕地保护规划指标表
单位：万亩



3.1落实耕地党政同责

一

压实责任带位置

下达保护任务

二

严格落实建设占

用耕地占补平衡

三

全面落实年度耕

地“进出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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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3.1落实耕地党政同责
3.2从严控制建设占用耕地
3.3统筹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空间
布局
3.4加强特殊区域耕地保护和利用

四

稳妥有序恢复耕

地保护目标缺口



3.2 从严控制建设占用耕地

明确城镇开发边界占用

水源涵养 生物多样性 水土保持 防风固沙

优化基础设施项目选址

将城镇建设用地向中心城镇倾斜，优先

保障中心镇发展。在发展各乡镇的同时，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重点保障县区城关镇和重点建制镇和国

家级、省级产业园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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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支持各级交通、能源、水利、科教

文卫等基础设施建设，全力保障S318至

县城隧道公路、古丈至吉首、泸溪高等

级公路、古阳河流域综合治理、古丈新

城水厂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

保障乡村振兴用地需求

因地制宜合理安排农村建设用地规模、

结构和布局，在严格管控占用耕地的前

提下全力保障村民建房、配套公共服务

设施用地，有效保障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用地需要。



3.3统筹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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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耕地、园地、林地、草地优先序，优化农用地空间布局，
统筹恢复耕地、土地综合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在耕地总
量不减少和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把山上的
耕地逐步调整到山下，山下的果树苗木尽量调整到上山上坡。

3.4加强特殊区域耕地保护和利用

生态保
护红线
内耕地
0.32万

亩

按照自然保护地管控要求，规划期对自然保护地核
心区范围内耕地，实行稳妥推有序退出；自然保护
地核心区外的耕地，允许在不扩大现有耕地的前提
下，开展种植活动，可修筑必要的生产生活设施。

城镇开
发边界
内耕地
0.08万

亩

在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进行成片开发，组织编
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年度计划。成片开发占用耕地的，应对占用必
要性、合理性和用地规模开展论证，进行多方案比
选，尽量避让长期稳定利用耕地。

河湖管
理内耕
地0.02
万亩

对河湖管理范围内耕地，在不妨碍行洪、蓄洪和输
水等功能的前提下依法依规分类处理。

严格管
控类耕
地0.06
万亩

对严格管控类耕地全面开展种植结构调整，探索综
合种养、双季青贮玉米、酒用高梁+双低油菜等耕
地安全利用种养技术模式。采用化学改良技术以及
生物改良技术对严格管控类耕地进行改良。

批而未
用建设
占用耕
地0.06
万亩

将0.06万亩已批准建设但尚未建设项目（含部、省
监管平台）占用耕地实行单独管理，纳入卫星监测
重点监测对象，对耕地使用状况开展动态监测。



4.1足额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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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

4.1足额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4.2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
4.3健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机制

壹 科学合理分解下达目标任务

贰 严格划定落实永久基本农田

叁 推进永久基本农田上图入库

肆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



4.2 优化永久基本农田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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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问题地块就地整改

分类推进布局调整优化

严格控制建设占用

严格补划任务落实

4.3健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机制



5.1 分类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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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严守耕地用途管制
5.1分类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
5.2切实规范耕地占补平衡
5.3严格落实耕地进出平衡
5.4严肃处置违法违规占用耕地

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要重点

用于发展粮食生产，特别是保障水稻生产；充分利

用冬闲季节发展油菜、蔬菜、绿肥生产，提升地力。

将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外的耕地划为一般耕地。

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



5.2切实规范耕地占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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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严格落实耕地进出平衡

5.4严肃处置违法违规占用耕地



6.1 优先保障粮食生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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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障重要农产品生产空间
6.1优先保障粮食生产空间
6.2切实保障“菜篮子”生产空间
6.3大力拓展农产品多样化生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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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切实保障“菜篮子”生产空间

6.3大力拓展农产品多样化生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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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积极拓展补充耕地空间

科学合理实施耕地开发
7.1积极拓展补充耕地空间
7.2加强补充耕地开发计划管理
7.3划定补充耕地重点区域
7.4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整合现有耕
地周边可开
发资源潜力

深入挖掘旱
地改水田资
源潜力

合理划定耕
地后备资源

以现有耕地为核心，
将耕地周边的零星
分散、面积较小的
其他草地、裸土地、
沙地等宜耕后备资
源地块和废弃农村
宅基地、采矿用地
等可复垦的低效建
设用地，作为耕地
周边补充耕地潜力
来源。

以现状旱地为对象，
剔除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和
15°以上坡度等不
符合旱改水选址条
件的地块，并从地
块的水源、坡度、
土壤质地、耕作便
利度和集中连片程
度等方面开展科学
评价，充分挖掘可
旱改水资源潜力。

根据地块植被状况、
地形坡度、灌溉排
水条件、有效土层
厚度等情况，综合
考虑与居民点的相
对海拔高差、交通、
水利等因素，并剔
除城镇开发边界与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内的地块，合理划
定耕地后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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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加强补充耕地开发计划管理

7.3划定补充耕地重点区域

北部
重点
区

高峰镇

东部
重点
区

岩头寨镇

中部
重点
区

古阳镇

南部
重点
区

默戎镇、坪坝镇

7.4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以现状耕地为核心，整合周边可补充耕地和恢复耕地潜
力地块，以乡村为单位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在确保耕地
数量有增加、质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的前提下，优化耕地
和永久基本农田布局。整治区域选取充分尊重自然地理格局,
原则上不突破连绵山体、大江大河，通过田、水、路、林、
村整体谋划，系统设计，整合碎片化耕地，将零散地块调整
成集中连片地块，在提升耕地连片程度的同时有效补充耕地。
实现耕地占用、耕地补充、耕地恢复的联动管理，实现农业
空间与城镇空间、生态空间协调统一。

西部
重点
区

断龙山镇、红石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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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着力提升耕地质量
8.1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8.2有序推进旱地改造水田工程
8.3全面推进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
8.4稳妥提升耕地土壤固碳能力
8.5科学防治和利用污染耕地

8.2有序推进旱地改造水田工程

2021-2025年，全县新建高标准农田3.55万亩，至2035年，将全县
11.96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8.3全面推进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

强化顶层设计和政策配套 稳妥推进耕作层剥离再利用

8.4稳妥提升耕地土壤固碳能力

构建以休耕轮作为核的保护体系 扩展以生态涵养为主的绿色农业

实施以科技创新为轴的固碳模式

8.5科学防治和利用污染耕地

强化统筹协调整体推进项目实施

打造全过程管理的最美稻田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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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贯彻落实耕地保护基础制度

健全耕地保护管控体系
9.1贯彻落实耕地保护基础制度
9.2全面推行田长制
9.3健全空天地网调查监测体系
9.4构建耕地全程一体化管控体系

9.2全面推行田长制

贯彻落实基础法律制度

9.3健全空天地网调查监测体系

9.4构建耕地全程一体化管控体系

完善健全配套制度体系

明确主要工作目标

全面构建“3+1”田长体系

落实田长制主要任务

推进辖区内铁塔视频监测统筹建设

构建“空天地网”综合监测体系

助力“早发现，早制止”

完善耕地协同监管机制

建立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的执法监督机制

健全耕地保护督察考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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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旱改水重点项目

重点项目
10.1旱改水重点项目
10.2土地整治重点项目
10.3智慧耕地平台建设

10.2土地整治重点项目

为统筹解决县域内耕地占补平衡的区域性和结构性不平衡问题，

在旱改水资源潜力较大的断龙山镇和红石林镇等地区规划实施旱改水

点项目，建设规模0.19万亩。

土地整治重大工程选取范围主要是从地形、土壤、水资源、位置

分布情况四个方面入手。①地形条件以选取地势起伏坡度较缓的图斑为

主；②土壤条件主要选取有水稻土、红壤土、紫色土等类型，土体层次

分明，宜耕性较好的图斑；③水资源条件选取周边范围内有水库等水利

工程、配套水利设施、水源保障能力强的图斑；④选取湖区平原、低矮

丘岗为主，图斑分布相对集中、具备开发条件的宜耕图斑进行适度开发。

以乡镇为单元实施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共分为5个子工程，涉及全县

5个乡镇，可有效补充耕地0.39万亩，规划期内分阶段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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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措施

11.1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11.2加强规划传导和计划实施
11.3加快科技支撑和信息化建设
11.4挖掘和传播耕地的文化价值

压紧压实各级耕地保护主体责任
强化落实耕地保护部门共同责任

强化与规划年度计划衔接
加强规划实施管理评估

科技赋能助推耕地保护智慧监管水平
信息化建设增强耕地资源治理能力
技术创新促进耕地资源的特色利用

传承与弘扬优秀农耕文化
文化创新驱动乡村旅游
开展美丽田园创建活动



古丈县耕地保护国土空间专项规划

（2021-2035年）

为提高规划科学性、可实施性，《规划》现面向社会公众征

询意见，凝聚社会智慧，为实现古丈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

位一体”高水平保护，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

化”，为古丈县粮食增产、乡村振兴、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一、公示时间：
2023年8月9日-9月7日，为期30天

二、公示方式
古丈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古丈县政府门户网微信公众号、

古丈县自然资源局公示栏（地址：古丈县古阳镇茶城南路80号）
三、意见收集途径

电子邮箱：158945944@qq.com
邮寄地址：古丈县古阳镇茶城南路80号自然资源局
邮编：416300
联系电话：0743-4722539

注：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