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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耕地整治

已实施 17个土地整治项目

预计新增耕地指标4818.60亩

耕地总量连续3年净增加

截至目前

新增耕地报备入库项目 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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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违法占用耕地，昌江坚决遏制，而对
于合法占用耕地，则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
衡”。此举对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10月18日，在昌江十月田镇垦地融合
造大田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一期）十一队项
目现场，土地已完成平整。“十一队项目已完
成土地平整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
路工程等主体工程及其他配套建筑物工程，
当前进入了水稻种植环节。”建设单位海垦
（昌江）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陈
学能说。

据了解，昌江十月田镇垦地融合造大田
项目建设总规模约1.76万亩，总投资约11亿

元，分两期建设，共实施6个子项目，全面建
成后，预计新增耕地约1.1万亩。其中，该项
目（一期）已启动实施了二队项目、十一队项
目、二十一队项目等3个子项目。

在该项目（一期）二队项目、二十一队项
目现场，数十台挖掘机正加紧进行土地平整、
田埂修筑、沟渠道路浇筑等，现场繁忙而有
序。“项目一期预计今年年底全面完工，届时
可以新增耕地面积4200余亩。”陈学能说，未
来，将在这里建设垦地融合现代农业产业园，
以粮食生产为主导，强化水稻+特色产业，引
进水稻共生、循环农业等新型农业，推进乡村
振兴。

“开展土地整治，能有效增加昌江新增补

充耕地指标储备量及耕地保有量，提高农业
生产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同时，有力保
障建设项目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确保项目及
时顺利落地。”昌江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主
任黎瑞祥说。

黎瑞祥说，昌江加强耕地用途管制，确保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2019年以来，实施了17
个土地整治项目，预计新增补充耕地指标共
计4818.60亩，可以保障昌江近5年的建设项
目落实耕地占补平衡需求。截至目前，新增
耕地报备入库项目 12 个，新增耕地指标
3520.57亩。同时，昌江积极谋划，已储备10
个土地整治项目，正开展前期工作，预计明年
开工8个项目。 （本报石碌10月22日电）

本报石碌10月22日
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文君）近日，昌江黎族自
治县叉河镇三狮岭V2矿
区生态修复项目现场，复
绿植被长势良好，整个矿
区绿意盎然、满目苍翠。
近年来，昌江持续推进68
个矿山生态修复工作，让
老旧矿山“变身”绿水青
山，实现矿山美丽蝶变，推
进绿色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三狮岭 V2
矿山曾遭到非法开采，出
现山体大面积裸露、水土
不易保持等突出问题。为
此，昌江于2020年实施了
三狮岭V2矿区生态修复
项目。该项目采用“台阶
式坡面复绿”的综合方法，
在台阶及坡面进行植被复
绿，对整个山体进行台阶
式坡面处理、坡面挂网客
土喷播、坑底回填及平台
平整后种植绿化植物，修
建施工及管养便道等。
2022年8月，该项目通过
验收。

“三狮岭 V2 矿山的
石料是建筑用花岗岩，裂
隙少、表层光滑，植物种子
难发育，再加上台风天、大
雨天，表面覆盖的土壤被
冲刷掉，有的植被长得不
好，因此需要持续维护、持
续改善。”海南绿满岛实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吴祖金
说，等有资金的时候，公司
计划再拉土壤过来矿区，
种植管护好已有的花梨
树、菠萝蜜树、椰子树等经
济作物，推动产业发展，助
推生态资源价值变现。此
外，将采取以短养长的方
式发展产业，在种植椰子
树等长期作物的同时，种
植南瓜、药材等短期作
物。还计划利用三大矿坑
水池，养殖一些金钱龟、鳄
鱼等，发展养殖产业。

据悉，昌江辖区内矿
山总量为68家，主要分布
于石碌镇、昌化镇、海尾
镇、叉河镇、乌烈镇等乡
镇。近年来，昌江深入践行“两山”理论，持
续推进68个矿山生态修复工作，2020年以
来，完成矿山治理面积约6374亩，其中自然
复绿2820亩、人工修复3554亩。

该县资规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昌江在矿
山治理过程中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
辅，人工修复与自然修复相结合，强化修复
保障。同时，督促7家生产矿山企业履行矿
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义务，按照“边开采，边
治理”的原则进行生产，把生态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绿水青山不断释放效益，让人民
群众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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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文君

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用途管制与耕地保护室主任龚华江有些忙碌。
他正在积极推进省道S275孔红线石碌至红林段
改建工程项目的前期工作。

省道S275孔红线石碌至红林段改建工程项
目位于昌江县城附近，是《海南省“十四五”综合
交通运输规划》《海南省“十四五”交通运输（公
路水路）发展规划》中省道S275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重要的省道改扩建项目之一。

目前，业主单位海南公路建设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已完成该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工
作，还未启动办理农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手
续。“但我们已提前对接业主单位，推进办理项

目使用林地审批手续，进展顺利，即将办理完
成。接着，等到业主单位启动后，我们就可以为
他们办理农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手续，节省时
间，推动项目加快落地。”龚华江说。

龚华江解释说，交通建设项目是线性工程，
其土地征收所涉及的被征收户一般较多，土地权
属复杂，征收难度大，在办理农转用和土地征收
审批手续时会出现耗时长的情况。为此，要把相
关工作做在前面，提前对接，提前推进，变“被动”
为“主动”，主动出击，尽可能提前办理有关审批，
为办理农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手续争取时间，尽
快完成审批，从而保障项目建设用地。

“办理完农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手续后，就
划拨土地给业主单位。业主单位拿到土地，便
能办理施工许可证了。”他说，该项目的实施，

将改善沿线交通出行条件，方便沿线矿区企业
生产出行，助力昌江经济发展，加快海南自贸港
建设。

近年来，昌江强化全域全要素统筹，全力做
好重点项目要素保障，完成石碌主城区、棋子湾
旅游度假区、清洁能源产业园区等控规修编工
作，同时在用地审批、土地征收、土地供应等过
程中，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求党员走
在前、干在前，加快土地报批。昌江还组建该县
重大项目保障工作专班，联合多部门多次召开
重点建设项目报批工作协调会，确保省和县重
点项目用地报批工作稳步推进。

据悉，今年以来，昌江通过项目策划生成平
台完成七叉镇文化旅游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等
13个项目入库工作。做好建设项目用地、用林

要素保障，完成建设用地农转用及土地征收手
续批复27宗，批准面积1719.6195亩；完成使用
林地审批共36宗，总面积为1311.866亩，经报
县人民政府批准并供应各类建设用地19宗，面
积约1608.03亩。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从昌江资规局了解
到，今年以来，该县上报29个批次（项目）用地，
其中G98环岛高速公路大坡互通立交改建工
程、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昌江段）项
目等26个批次（项目）用地均获得省政府批准。
今年至今，昌江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共5宗，面积
计145.77亩；划拨国有建设用地12宗，面积计
1346.17亩，有效保障了省和县重点项目的用地
需求。

（本报石碌10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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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十月田镇垦地融合造大田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一期）现场。
海垦（昌江）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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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我省正
值冬季瓜菜种植的
时节。近日，在昌
江黎族自治县十月
田镇保平村土地综
合整治项目现场，
村民们积极备耕，
准备种植毛豆、瓜
菜。

自 2022 年该
项目通过验收后，村
民已在这片新增的
39.4 公顷耕地上，
种上水稻、瓜菜等农
作物，实现增收。

耕地是农业发
展之要，粮食安全
之基，农民立身之
本。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全方位夯
实粮食安全根基，
全面落实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牢牢守
住十八亿亩耕地红
线。

昌江多措并举
严守耕地保护红
线，压实耕地保护
责任，强化监督举
措，严格落实耕地
“占补平衡”，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近年来，该县
实施了17个土地整
治项目，预计新增
耕地指标4818.60
亩；“十三五”耕地
保护目标责任考核
排名全省第二位，
耕地总量连续3年
净增加。

近日，在昌江乌烈镇乌烈村，村民钟某
的牛蛙养殖场已清退，被占用的20余亩土
地已恢复耕种条件，即将种上农作物。

此前，村民钟某租地 20 余亩养殖牛
蛙。可租来的这片土地，其性质是永久基
本农田。发现这一违法占用耕地情况后，
村级田长立即向上级反映。

去年8月底，该县委主要负责人开展巡
田工作，前往乌烈村，现场督促整改问题，
要求乌烈镇政府、县资规局等职能部门立
行立改，在当年年底前实现复耕复种。

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是严守

耕地红线的战略之举。昌江履行耕地保护
“党政同责、严格考核、一票否决、终身追
责”责任制，去年起实行县委书记、县长任

“双田长”制，进一步压实耕地保护责任。
“建章立制，构建耕地保护新机制。”

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冯秀玲说，
昌江强化各级党委政府耕地保护主体责
任，全面推行耕地保护“田长制”，构建责
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
耕地管理机制，通过县、乡（镇）、村三级

“田长制”全覆盖，将监督管理延伸到“最
后一公里”。

昌江切实筑牢该县耕地保护的坚实
屏障。该县还先后出台《进一步健全完善
耕地保护田长制的实施方案》《关于整治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为的通告》等文件，
配套制定田长制县级会议、工作督察、县
级考核和信息报送等制度，科学划定新一
轮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任务。

“同时，坚持奖惩并举，对耕地保护成
效突出的给予表扬和激励，对耕地保护不
力、问题突出、情节严重的单位和个人，依
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冯秀玲说。

“半亩永久基本农田上种的玉米，前段时
间就收割了。”近日，在昌江海尾镇海农村东
南方向的一处菠萝种植基地，海农村党支部
书记苏成照指着一块半亩的土地说。

作为村级田长，苏成照多了个新“头衔”
的同时，更是多了新的职能。今年5月，他
接到一个图斑整改任务。原来在村域范围
内东南方向的一块半亩永久基本农田被种
上了菠萝。

于是，苏成照通过村民，立即找到这块土
地的承包者郭老板。“永久基本农田只能种植
粮、棉、油、糖、蔬菜等符合耕地认定标准的作
物。”他和网格员苏林华多次来到基地，向郭
老板讲解土地性质，并督促其进行整改。在
他们的帮助下，最终，郭老板把这半亩土地上
的菠萝植株进行清理，转而种植了玉米。

“全力推进图斑整改、撂荒地整治等工
作。”苏成照说，“同时，我们不定期开展巡田，
一旦发现有占用耕地情况，就会将信息上传
到省田长制监测监管系统，信息核准后就转
给执法人员处理。”

据悉，针对耕地保护，昌江全面建立了县、
镇、村、组四级“三长一员”网格化监管机制，并
根据省级工作要求，每个季度开展一次所管辖
范围耕地全覆盖巡田，依据田长制系统开展季
度巡田。该县还充分发挥卫片执法“利剑”作
用，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耕地保

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等系列专项行动。
近日，海尾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办公室

内，办事员陈文玥在电脑上登录省田长制监
测监管系统平台，点击工作统计页面，查看村
级未开展巡田的情况，并进行提醒。自今年1
月入职以来，陈文玥主要负责协助二级田长
以及督促三级田长开展巡田，参与耕地“非农

化”、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整治等，加强监
管力度，为耕地保护注入新鲜血液。

“昌江充实基层资规队伍，有助于耕地保
护。”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李永立说，
去年，昌江打破壁垒，开展事业专技岗工作人
员招录，为乡镇资规所充实了16名专业技术
人员。

昌江全力做好重点项目土地要素保障
推动项目加快落地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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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双田长”制

石碌矿山生态复绿。海南矿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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