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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耕地是粮食生
产的基础，是解决人口吃饭问题
的依托 。 作 为 农 业 大 市 ， 我 市
只有守住耕地红线，粮食安全
的根基才能稳固。可随着农村
经济发展，农民对改善居住环
境的要求愈发迫切，住房需求
量增加，占用耕地建房等行为
屡 禁 不 止 ， 再 加 上 一 些 地 方

“非农化”违规占用耕地行为，如
有占用耕地扩大城镇面积，超标
准建设公路和停车场的，占用耕
地挖湖造景、挖成养蟹养虾池的
…… 为 此 ， 我 市 以 建 立 市 、 县
（市、区）、乡镇 （街道）、村 （社
区） 四级耕地保护“田长制”责
任体系这一创新举措，以强化监
督管理，遏制耕地“非农化”防
止耕地“非粮化”，坚决守住耕地
红线，构建起我市集约高效、监
管严格、保护有力的耕地保护新
格局，值得期待。

我 市 推 行 的 耕 地 保 护 “ 田
长制”，决不只是在形式上满足
让每一块耕地都有“田长”，关

键是要通过明确主体责任来强
化耕地的保护。此次我市在耕
地和对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醒
目位置设立统一规范的公示标
牌和保护标志，明示范围，公
开田长责任人和责任事项，公
开 接 受 社 会 监 督 。 对 于 “ 田
长 ” 们 来 说 ， 这 是 一 种 压 力 ，
耕地保护不好，群众会对他们
有意见；但也为群众对乱占耕
地等不法行为多了一条主动举
报和投诉的渠道，这就能形成
耕地保护的合力。当然，这需
要 建 立 系 列 的 制 度 体 系 作 保
障，如耕地保护田长制的信息反
馈、监督检查以及问责制度等。
只有让完善的制度效能得到不断
地释放，确保各级“田长”们沉
下心来抓落实，这一耕地保护的
创新举措才能落地见效。

实 践 已 证 明 ， 只 有 制 度 发
力，耕地保护才有动力；只有制
度精细，耕地保护才有效力；也
只有制度刚硬，耕地保护才有执
行力。因此，我们要以督查与考

核奖惩的问责制度，压实各级
“田长”的责任。对他们的履职情
况和执行情况进行公示，要将各
级“田长”耕地保护的政绩与考
核密切挂钩，倒逼他们提升执行
力，提升我市耕地保护整体质
量，成为实现“数量不减、质量
提升、布局稳定”的目标的有力
武器。同时，对于发现的违规占
用耕地行为，必须动真碰硬，以
土地法规的“钢牙”，加大对各类
耕地“非农化”行为的打击力
度，发挥震慑作用，坚决遏制新
增违规占用耕地非农建设问题发
生，切实守好耕地红线，维护粮
食安全。

为贯彻落实耕地保护

制度，遏制耕地“非农

化”，防止耕地“非粮

化”，市委、市政府决定

在全市建立田长制。本月

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出台《推行耕地保护“田

长制”实施方案》。（《安

庆晚报》9月14日）

耕地保护创新举措要落地见效
潘天庆

耕地是农业的根本，是我们的
衣食父母。确保耕地的保有量，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关系
着粮食安全。耕地关乎着发展大
局，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由此对
于耕地的保护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加
以重视，不可轻易逾越耕地红线，
以确保粮食安全。此种语境下，建
立耕地保护“田长制”对于遏制耕
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就显
得意义重大。

建立耕地保护“田长制”，让每
一块耕地都有人守护，这对于保护耕
地是不可或缺的。田长要守土有责，
要想方设法让耕地产生最大的效益。

让耕地效益最大化，调动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是根本。农民是耕地

的主人，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决定了
耕地最终的效益。调动农民生产积
极性，既要全方位地落实各种种粮
补贴，全方位地落实农业生产的优
惠政策，让农民从土地中获取他们
想要的收益，同时也要引导农民走
市场化之路，让更多的农产品行销
市场，从而激发农民更大的生产热
情。否则，口号喊得再响，农民不
能从土地上获取他们想要的生活，
抛荒也就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

让耕地效益最大化，还要注重
现代科技的运用。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农业生产也同样离不开新技术
的运用。农业的未来在科技，传统
农业的耕作方式必然地要被新的科
技所取代。科技是农业发展的动力

之源，让科技引领未来，这同样也
适合于农业。

让耕地效益最大化，净化农资
市场不可少。相关部门要为农业生
产保驾护航，严防各种假冒伪劣的
农资产品混入市场，损害农民的根
本利益，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对于各种假冒伪劣农资产品，要严
查严处，堵住漏洞，筑牢防线，让
农民放心地选购各种农资产品，让
土地呈现出应有的活力。

“田长制”是保护耕地保有量的
一种有效举措。但保护是一个方
面，实现耕地效益最大化才是根
本。由此，各级田长肩负的担子重，
在保护与实现效益最大化上任重道
远，懈怠不得。

让每一块耕地发挥出最大效益
路言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和命
脉。我市推行“田长制”，明确

“责任田”，对耕地“非农化”“非
粮化”说“不”，打响的是“耕地
保卫战”，扎牢的是“耕地非农化
非粮化”的“篱笆桩”，必将为维
护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贡
献安庆力量。

我市四级“田长制”呈宝塔状，
纵向到底，一级抓一级，层层有责
任。而处于塔基的各村（社区）党组
织主要负责同志作为三级田长，人
数众多且责任最大，他们直接工作
在基层一线，必须看好自己的“一亩
三分地”，既要面对面地做村民工
作，让爱地护地成为“行动自觉”；又
要会同执法部门调查处理耕地“非
农化”“非粮化”问题，他们的履职尽
责直接关乎到遏制耕地“非农化”，
防止耕地“非粮化”的成败。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政策不可
谓不明，要求不可谓不严，关键是
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去执
行。一方面，要减少存量。通过田
长扎实有效的工作，摸清摸透耕地

“非农化”“非粮化”存量，从而明确
“责任人”、划定“时间表”、拿出“路
线图”，从实际出发，坚持分类分
步、依法有序整治存量耕地“非农
化”“非粮化”问题；另一方面，遏制
增量。充分利用科技赋能，通过

“天眼”等监控系统，对辖区内耕地
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监控，以“零
容忍”的态度及时发现、及时制止、
及时处理新增各类耕地“非农化”

“非粮化”问题。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防止耕

地“非农化”“非粮化”，将有限的
耕地资源优先用于粮食生产，首当
其冲的是要充分保护和调动农民的
种粮积极性，既要强化政策保障，
用足用活农业生产价格和补贴政
策，防止“谷贱伤农”；又要靠前
指导服务，常态化开展“科技下
乡”活动，切实帮助农民解决种粮
中实际问题，助力增产增收。

人人尽心，才能万众一心；个个
尽力，聚成千钧之力。扎牢“耕地非
农化非粮化”的“篱笆桩”，绝不能将
责任推给田长了事，自然资源、农业
部门和属地政府要协同作战，大家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块使，才能形成
工作合力，扩大工作成果。

耕地资源是生活之基、生产之
要。保护耕地就是守好人民的“粮
袋子”，坚决对耕地“非农化”“非
粮化”说“不”，我们没有退路，
别无选择！

扎牢“篱笆”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艾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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