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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广府办〔2022〕48 号 

 

 

广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广汉市“非粮化”农业种植园地优化  
改造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市级各部门，高新区管委会各部门，三星堆管委

会各部门，各产业园区，省、德阳市属有关单位： 

《广汉市“非粮化”农业种植园地优化改造稳定粮食生产工

作方案》已经广汉市十九届人民政府第 1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广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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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市“非粮化”农业种植园地优化 
改造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方案 

 

为全面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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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精神，严格落实《中

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全省农业生产用

地保护优化提升五年行动方案〉的通知》（川农领办〔2022〕38

号）和《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阳市整治耕地“撂

荒”及“非农化”“非粮化”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德办函〔2022〕

19 号）要求，采取切实举措防止农业种植园地占用耕地，稳妥

推进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以来“非粮化”农业种植园地优化改造，

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生命线，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工作

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和来川视察重要

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履行责任，严守政策法规，坚决守住

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加快构建耕地保护工作新格局。坚持问题导

向和目标导向，全面摸清我市“非粮化”农业种植园地底数，深入

分析原因，分类制定工作措施，有序稳妥推进优化改造，坚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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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简单化”“一刀切”。加快补齐短板、强化弱项，全面形成长效

监管机制，为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贡献广

汉力量。 

二、基本原则 

（一）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在永久基本农田和一般农田耕

地范围内，全面摸清农业种植园地占用耕地底数。兼顾依法依规

和合情合理，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根据作物周期、生产现状及对

耕作层的影响程度，分类优化改造。限期整改现有耕地内的低质

低效失管经果园地，逐步减少存量，坚决遏制增量。 

（二）保住“粮袋子”，丰富“菜篮子”。严格耕地利用优先序，

确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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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新建高标准农田全

部用于种植粮油作物。树立大食物观，宜粮则粮、宜经则经，首

保“米袋子”，同保“菜篮子”“果盘子”“油瓶子”，协调高效推进农

业种植园地分类优化改造，全面提升农业生产综合效益。 

（三）既保粮食安全，又保农民增收。大力推进经果林“还

田上坡”，开展“粮经统筹增效益”行动。“以粮为主、粮经统筹、

种养循环、五良融合”水旱轮作周年高效、稻田规范高效种养、

旱地粮经复合高效种植等模式，实现“千斤粮、万元钱”“吨粮田、 

五千元”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四）试点先行，稳步推进。在连山镇开展“以粮为主、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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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统筹”试点，先行先试，探索经验。通过成功模式复制推广，

示范带动全市农业种植园地分类优化改造，促进粮食稳定生产。 

三、工作目标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全面建立“非粮化”农业种

植园地信息台账、优化改造进度台账，明确责任主体，按种植作

物生产现状、作物周期等，依法依规、慎稳有序推进“非粮化”

农业种植园地优化改造，试点探索、复制推广，力争在中、省、

市规定时间内，做到“非粮化”农业种植园地应改尽改，“以粮为

主、粮经统筹”全面推进。 

四、工作举措 

（一）精准建档，动态更新 

市政府要统一组织，建立“市包镇（街道）、镇（街道）包

村、村包组、组包户”四级包干责任体系，加强协调配合，合力

推进“非粮化”农业种植园地优化改造工作。各镇（街道）、德阳

高新区要精心组织，依照自然资源部门提供的耕地流出为园地的

详细图斑，深入开展摸底排查，对“非粮化”农业种植园地实情进

行逐一摸排。按照“村有清单、镇（街道）有台账、市有总账”

的要求，建立信息台账；加强信息台账动态管理，每半年总账至

少更新 1 次；优化改造进度台账实行“每周一调度”。按照“坚决

遏制增量、逐步减少存量”的原则，科学分类制定优化改造方案，

建立问题清单、优化改造清单和责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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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限：长期坚持 

责任单位：各镇（街道）、德阳高新区；市农业农村局、市

自然资源局（分号前为牵头单位，下同） 

（二）鼓励腾退，还田种粮 

按照“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尊重农民、做好工作”的原则，

推广“直接还田种粮”模式。针对地势低洼、失管脱管、产品品质

差、效益低下的水果、花椒、桑树、草本中药材等农业种植园，

鼓励业主（农户）直接腾退，同时在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涉农项

目资金上给予一定支持，帮助业主完成水系恢复、地块平整、地

力提升等，达到种植粮油菜作物条件，尽快还田种粮。 

工作时限：2026 年 12 月 31 日 

责任单位：各镇（街道）、德阳高新区；市农业农村局、市

自然资源局、市财政局 

（三）以粮为主，粮经统筹 

利用果园、桑园、花椒园、草本中药材园等空茬期，推广“间

套作种粮”模式，间套作一季小麦、玉米、胡豆、马铃薯等粮食

作物。利用幼龄果园、桑园、花椒园、草本中药材园，老旧果园

“密改稀”扩行等方式，间套种粮食作物，大春种植大豆、马铃薯

等低秆粮食作物，小春种植小麦、玉米、胡豆等粮食作物。各镇

（街道）要根据主导产业发展现状，区分优化改造作物种类，因

地制宜制定年度实施方案。粮食类作物种植面积高于 60%的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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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计算改造面积，高于 30%的按实际面积计算。 

工作时限：2026 年 12 月 31 日 

责任单位：各镇（街道）、德阳高新区；市农业农村局 

（四）因地制宜，轮作种粮 

在适宜水旱轮作的中药材、蔬菜种植园地上，推广“稻-

药”“稻-菜”轮作模式，确保种植一季粮食。 

工作时限：2026 年 12 月 31 日 

责任单位：各镇（街道）、德阳高新区；市农业农村局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镇（街道）、市级相关部门要严格

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

领导具体抓，采取强有力措施，加强协调配合，落实优化改造目

标。行业主管部门要依法履职、监管到位、协同发力，发挥好行

业监管和业务指导作用，形成责任明确、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加强政策引领。对业主自愿腾退低效经果林改种粮油

作物的，德阳、广汉两级财政共给予 3000 元/亩补助，其中：德

阳市级财政补助 1000 元/亩，广汉本级财政给予 2000 元/亩。 

（三）严格监督考核。将“非粮化”农业种植园地优化改造纳

入镇（街道）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

核、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考核，强化结果应用。对措施

有力、成效显著的镇（街道）及市级相关部门、个人，予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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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履职不到位、未完成目标任务的按规定通报批评，扣减相应目

标考评分值。对措施有力、成效显著的镇（街道），在涉农项目

资金安排上予以倾斜；对工作推进不力的，按规定通报约谈，减

少或取消相关涉农项目资金支持。 

（四）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微信、标语等

媒介，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国家耕地保护法律法规和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加大对粮食安全和爱粮节粮的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爱

耕地、广种粮、种好粮、珍惜粮”的自觉性。加强典型宣传推介，

推广先进经验做法，为“非粮化”农业种植园地优化改造工作营造

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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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广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