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麟游县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
工作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防止

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实施方案的通知》(陕政办发

〔2020〕37 号)和《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防止耕

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方案的通知》(宝政办发〔2021〕

4 号)文件精神,坚决遏止耕地“非农化”，切实防止耕地“非

粮化”，确保粮食生产安全，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和关于耕地保

护、粮食安全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省市有

关决策部署，把确保粮食安全作为“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

以稳定粮食生产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提，坚持耕地

管控、建设、激励多措并举，切实防止耕地“非粮化”，确

保全县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 34 万亩以上，总产量 7.5 万吨

以上。

二、主要任务

（一）精准核查耕地“非粮化”情况。各镇要迅速组织

开展耕地“非粮化”摸底调查，全面摸清耕地“非粮化”有

关情况，精准掌握存量问题底数，同时制定有力有效措施，

坚决遏止耕地“非粮化”增量。县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

要指导督促各镇，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研究制定切实可行

的整改方案，坚持实事求是，分类稳妥处置，不搞“一刀切”，



确保耕地“非粮化”问题整改落实到位。（责任单位：县自

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各镇负责落实）

（二）严格耕地保护和用途管制。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

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和用途管制，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

园地等其他类型农用地。现有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要优

先用于发展粮食生产，重点保障小麦、玉米、杂粮等粮食作

物种植面积；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油、菜等农产品及饲

草料生产。严格规范永久基本农田上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禁

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从事林果业、挖塘养殖水产、非法取土、

堆放固体废弃物或从事其他毁坏种植条件的活动，禁止闲置、

荒芜永久基本农田。鼓励引导农户进行复种，或采取村集体

代耕代种、托管服务等形式，防止耕地撂荒。在不破坏永久

基本农田的前提下，可按照相关技术规范通则标准，发展综

合立体种养。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对市场明显过剩的

非食用农产品，要科学引导、合理布局，防止无序发展。（责

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各镇负责落

实）

（三）加强粮食功能区监管。各镇要把粮食生产功能区

落实到地块，引导种植目标作物，保障粮食种植面积。针对

个别地方发生耕地性质改变或不能种植粮食作物等问题，县

农业农村局要抓紧组织开展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情况“回头

看”，及时协调有关单位做好剔除补划工作，确保数量划足、

质量划优。严格落实粮食生产功能区种粮属性，动员引导群

众应种尽种，千方百计提高耕地复种指数，种植非粮作物的

要在一季后能够恢复粮食生产。不得擅自调整粮食生产功能



区，不得违规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建设种植和养殖设施，不

得违规将粮食生产功能区纳入退耕还林还草范围，不得在粮

食生产功能区内超标准建设农田林网。（责任单位：县发改

局、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各镇负责落实）

（四）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粮食生产功能区

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深度耦合，引导高标准农田率先实现对粮

食生产功能区的全覆盖，集中用于主要粮食等作物生产，以

土地整治、节水灌溉、耕地质量提升为重点，加强和优化田

间工程建设，努力建成一批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口粮田。

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粮食规模种植新型经营主

体申报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禁止高标准农田建设向

“非粮化”耕地布局，将具备条件的撂荒地纳入高标准农田

范围。对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及时“上图入库”，加强已建工

程管护和利用，明确管护责任，发挥工程效益。深入开展耕

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抓好“五小”水利工程建设，加快

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粮食生产条件。（责任单

位：县发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水利局，

各镇负责落实）

（五）引导规范工商资本下乡。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

到农村发展粮食生产，从事良种繁育、粮食加工流通和粮食

生产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等。鼓励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开展土地

股份合作、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加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加快建立健全工商资本流转

土地资格审查和项目审核制度，强化租赁农地监测监管，对

工商资本违反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大规模流转耕地不种粮的



“非粮化”行为，一经发现要坚决予以纠正，立即停止其享

受相关扶持政策，并列入工商资本下乡“黑名单”。（责任

单位：县发改局、工信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

局、市场监管局，各镇负责落实）

（六）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县农业农村局要按照我县粮

食产业区域布局，及时将全县粮食种植面积、产量目标等任

务分解下达到各镇，落实到村组、到地块，压实属地责任，

并加强督导检查，确保按年度全面完成省市下达粮食的生产

任务。要大力开展撂荒耕地整治，对季节性撂荒和常年撂荒

耕地分类指导，督促各镇积极动员农户进行复耕复种，重点

用于发展粮食生产。鼓励支持合理利用土壤瘠薄耕地或坡地

种植抗旱耐瘠的粮食作物，多措并举扩大我县粮食种植面积。

（责任单位：县发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

各镇负责落实）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镇要按照本工作方案要求，抓

紧制定工作方案和年度计划，及时组织排查摸底，积极扎实

整改，稳妥有序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遏止耕地“非粮化”增

量。县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要会同县级有关部门做好对

本方案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坚持常态化监管和执法检查机

制；其他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积极开展政策指导、

技术服务、资金支持等工作，切实做到“目标明、责任清、

措施行”，推动主要任务、保障措施落地落实。要建立差异

化退出机制，对非法违规占用基本农田的依法限期退出，对

在非优生区发展特色产业(林果业)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率



先退出，其他“非粮化”行为逐步退出，防止“一刀切”。

各镇要加强耕地种粮情况动态监测，发现问题及时整改，重

大情况及时报告，3 月底前将排查及贯彻落实情况报送县政

府办公室并抄送县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责任单位：

县发改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各

镇负责落实）

（二）加强政策支持。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采取重

大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机械化耕种设备补贴、贷款贴息等

方式，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建设粮食产后烘干、加工设施，延长

产业链条，提高粮食生产经营效益。严格落实高标准农田建

设等新增耕地指标政策，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产生的新增耕地

指标调剂收益优先用于农田建设再投入和债券尝还、贴息。

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粮食规模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丰

富涉农信贷产品，探索融资体系建设，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扎实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做到应保尽保，提升

粮食种植抗风险能力，保障粮食生产安全。严格落实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政策，统筹做好撂荒地资源化利用工作。（责任

单位：县发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林业

局、金融办、各金融保险机构，各镇负责落实）

（三）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

和宣传资料、村务公开栏等媒介，广泛宣传土地法律法规和

防止耕地“非粮化”的政策措施，加强典型宣传推介，推广

先进经验做法，充分激发新型经营主体及广大农民群众“爱

耕地、广种粮、种好粮”的积极性和热情，为防止耕地“非



粮化”稳定粮食生产营造良好氛围，引导种粮组织和农户积

极发展粮食生产。（责任单位：县发改局、自然资源局、农

业农村局、文旅局，各镇负责落实）

（四）加强目标考核。县发改局等有关部门要在粮食安

全责任制年度考核中，突出对防止耕地“非粮化”、耕地质

量保护提升、粮食种植面积、产量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

内容的考核，提高考核指标权重，增强考核评价的导向性和

针对性。要加强考核结果运用，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

行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隐瞒不报，出现大面积耕地“非

粮化”的镇，进行通报和约谈，并视情况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责任单位：县发改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