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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今天中央财经委员会研究加强耕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改造

利用问题。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深刻认识加强耕地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们

党始终高度重视耕地保护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实

施农田水利骨干工程、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黑土地保护工程、

耕地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工程等，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红线，建立省级党委和政府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这一系列硬措

施，守住了耕地红线，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

同时要清醒认识到，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

农化”、“非粮化”问题依然突出，耕地撂荒增多，占补平衡存

在量不足、质不高问题，守住耕地红线的基础尚不托底。农田水

利方面欠账还很多，一些地方水土流失、地下水超采、土壤退化、

农业面源污染加重。新时代新征程上，耕地保护任务没有减轻，

而是更加艰巨。

第二，加强耕地保护的总体思路和关键举措



耕地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当前，要突出把握好量质并重、

严格执法、系统推进、永续利用等重大要求。

——量质并重，就是耕地保护既要保数量，也要提质量。永

久基本农田必须实至名归，必须是稳产高产良田。耕地占补平衡，

不能成为简单的数量平衡，必须实现质量平衡、产能平衡，决不

能再搞“狸猫换太子”的把戏。

——严格执法，就是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用“长

牙齿”措施保护耕地。分级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整合监管

执法力量，形成合力。

——系统推进，就是要把耕地保护放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来考量，落实好主体功能区战略，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永续利用，就是要处理好近期与长期的关系，不但要为

当代人着想，还要为子孙后代负责，把祖祖辈辈耕种的耕地保护

好提升好，为后代留下更多发展空间。

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必须要有几个关键实招。

一是压实耕地保护责任。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已经明确了各

地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并落地落图。省级党委和政府

得把责任牢牢扛在肩上，确保 18 亿亩耕地红线决不突破。有关

部门要严格考核问责，不能含糊。

二是全力提升耕地质量。党的二十大提出，要逐步把永久基

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要尽快出台具体实施方案，明确建



设内容和投入标准，真正把 15.46 亿亩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适宜耕

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加快耕地质量保护立法，

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加强酸化等退化耕地治理，实施耕地有机

质提升行动。中央和地方财政要为提升耕地质量提供资金保障，

同时加强监管，确保把钱用到耕地上。

三是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占补平衡中耕地数量和质

量补充不到位，根子是制度漏洞。要将非农建设、农业结构调整、

造林种树等各类对耕地的占用，统一纳入占补平衡管理。坚持“以

补定占”，把上年净增加的耕地数量作为下年度批准占用耕地的

前提。不能占 1 亩良田补 1 亩劣地、占 1 亩整田补 1 亩散地。要

健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制度，强化刚性约束，完善后续管护、再

评价等机制。

四是调动农民和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种粮抓粮积极性。耕地

“非农化”、“非粮化”，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特别是粮食种植

比较收益偏低。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推动现代化集约

化农业发展，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生产效率，

增加粮食种植的比较收益，调动农民保护耕地和种粮积极性。健

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调动地方政府抓耕地保护、抓粮食

生产的积极性，形成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耕地保护

合力。还要强调一下撂荒地治理问题。要摸清底数，分类推进撂

荒地利用。无人耕种的，要通过土地托管、代种代耕等措施，保

证地有人种。地不好种的，要通过水利设施建设、地块归并整理、



地力培肥等措施，改善耕作条件，尽快恢复生产。对确不宜耕种

的，可以根据条件，宜粮则粮、宜经济作物则经济作物，增加多

样化食物供给。要重视发挥村集体居间服务、统一经营的功能，

因地制宜把撂荒地种好用好。

五是积极开发各类非传统耕地资源。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农

业生产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转变。通过一定形式的技

术改造和设施建设，很多原来不能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也可以用

于农业生产，这就可以突破我国传统耕地稀缺的自然条件限制。

比如，盐碱地的改造利用；又如，发展新型设施农业，进行工厂

化农业生产，城市里可以生产蔬菜，荒漠戈壁也可以利用起来，

这方面新疆、甘肃等地已有成功的案例。要加强科技研发和生产

投资，探索有效发展模式，把“藏粮于地”同“藏粮于技”结合

起来，利用各类非传统耕地资源进行农业生产。

最近一个时期，各方面抓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但也

出现了一些急于求成的倾向。保护耕地要严格执法，严厉打击违

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来回“拉抽屉”。

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保护农民利益，加强宣传解读，适当留

出过渡期，循序渐进推动。

第三，要抓好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

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是耕地保护和改良的重要方面。长期以

来，在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方面，我们党带领人民谱写了辉煌篇

章。1949 年冬天，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中央就决定对黄泛



区盐碱地开展综合治理，经过几十年的改造、几代人的努力，黄

泛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粮仓。山东东营、河北沧州是滨海盐碱

地的典型区域，过去有个俗语“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十年

九不收，糠菜半年粮”，土地盐碱化非常严重。最近两年，我先

后去这两个地方考察，了解到他们都结合实际探索出盐碱地综合

改造利用的有效途径。

我国盐碱地多，部分地区耕地盐碱化趋势加剧，开展盐碱地

综合改造利用意义重大。对现有大面积盐碱耕地进行改造提升，

可以有效挖掘单产潜力。在一些盐碱地发展饲草和现代畜牧业，

可以拓展多元食物渠道，不一定都种粮食。适度开发盐碱地等耕

地后备资源，可以补充耕地面积。不久前，我去内蒙古巴彦淖尔

调研，“三北”地区大量盐碱地上植被稀疏，防风固沙能力差，

如不加快治理，将增加荒漠化风险。从这个角度看，治理盐碱地

的生态意义也很大。

开展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要充分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加强现有盐碱耕地改造提升，有效遏制耕地盐碱化趋势，稳步拓

展农业生产空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

大文章。要重点抓好几项工作：一是全面摸清盐碱地资源状况，

把基础工作打牢。二是搞好顶层设计，研究编制盐碱地综合利用

总体规划和专项实施方案，根据水资源等方面条件对成本效益进

行综合评估，区分轻重缓急，经过严格认定审批后实施。三是分

类施策，分区分类开展盐碱耕地治理改良，梯次推进盐碱地等耕



地后备资源开发，加强耕地盐碱化防治。四是坚持粮经饲统筹，

因地制宜利用盐碱地，向各类盐碱地资源要食物。五是“以种适

地”同“以地适种”相结合，加快选育耐盐碱特色品种，大力推

广盐碱地治理改良的有效做法。六是制定支持盐碱地综合利用的

财政金融政策，强化资金等要素保障，引导鼓励社会资金投入。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 7月 20日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讲

话的主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