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我市将新建水田3000亩
市国土资源局解读土地整治有关政策

土地问题历来是备受关注的民生问题，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近日，记者从市国土资
源局获悉，为进一步规范土地整治项目管理，提高垦造水田的积极性，切实做好“占优补优、占
水田补水田”的耕地补充工作，增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保障能力，我市对土地整治项目
有关政策及时进行了调整。哪些政策发生了变化？调整后的政策又将给人们生活带来怎样
的变化？带着市民关心的热点问题，记者近日专门走访了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开发整理中心主
任朱艳及相关工作人员。

□记者 章芳敏 实习生 何悦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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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街镇花街镇
垦造水田
干群热情高涨
□记者 章芳敏

2日，记者在花街镇倪宅变电所附近看

到，去年实施的倪宅成片的旱地和水田已

经改造完成，正待验收。副镇长卢劲松介

绍，该镇今年垦造 640 亩水田任务已经分

解到各个村，村里也已经将地块落实。

花街镇后麻塔村目前共有村民 128

户 365 人。今年，村里收回近 180 亩的农

田进行改造。该村党支部书记陈久升说，

“垦造水田”是一项很好的民生工程。该

村今年打算创建美丽乡村，改造后的农田

也将成为一道靓丽风景。而且，今年改造

水田的奖励大幅增加，能为新农村建设注

入资金，可谓一举多得。

据悉，去年该镇除了完成倪宅村 80

多亩水田和百余亩旱地改造外，下堑村

400 多亩旱地也得到了改造。改造后的

土地将如何使用，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益？

卢劲松透露，下堑村和倪宅村都将发展观

光旅游农业。

唐先镇唐先镇
坟山变良田
提升耕地质量
□记者 章芳敏

又到一年万物复苏的时节，你是否依

然对唐先镇的油菜花节记忆犹新？层层

梯田成片的油菜花吸引了上万游客前来

观光旅游。久闻唐先镇是我市土地改造

比较成功的一个镇，日前，记者专程前往

该镇“取经”。副镇长应明介绍，截至去

年，该镇实施土地开发，垦出 1000 亩油菜

花田。而这些梯田，好一部分是由坟山改

造而成的。

“坟山变良田。”没错，唐先镇的土地改

造大多是这样形成的，像前渡金村等，都是

在深化殡葬改革的同时，节约了土地资源，

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今年，该镇“垦造水

田”的任务是 200 亩。经过国土等部门勘

测后，该镇已将任务分解到象牙里和中山

两个村。其中，象牙里村项目区170来亩，

需移坟300多穴，目前正抓紧骨灰堂建设，

为“垦造水田”做准备。

近年来，唐先镇喜尝土地开发甜头，

前渡金、后力坑、白莲塘等村新改造的层

层梯田旱地上种上了油菜花、向日葵，办

起了节庆，整治改造后的土地价值得到了

充分利用，开发一片靓丽一片，观光旅游

农业效益开始显现。

基层声音

问：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
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在一些大城
市，土地资源短缺也成为制约城市
发展的因素之一。对于农民而言，
水田更是宝贵的资源。那么，究竟
什么是水田？我市为何开展“垦造
水田”项目？

答：水田指有水源保证和灌排设

施，可以淹水耕作，用于种植水稻等

水生农作物的耕地，包括实行水生、

旱生农作物轮种的耕地。

2015年5月30日，省国土资源厅

下发《关于做好建设项目“占优补优”

耕地占补平衡工作的通知》（浙土资

函［2015］48 号），文件要求各地严格

执行“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的建

设占用耕地补充政策。为保障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水田垦造工作，陆续出台

了永政办发［2015］140 号、永政办发

［2016］11号文件，规范和激励水田垦

造工作。

问：众所周知，“围湖造田”和
“毁滩种菜”等行为，破坏了湖泊生
态环境，是不可取的。其实，“垦造
水田”也一样，不是任何土地都可进
行改造的。“垦造水田”项目在选址
上有何要求呢？

答：“垦造水田”项目原则上应当

在地形平坦、区块规整、坡度 25 度

以下、有水源保证、方便农业机械耕

作的区域内组织实施。

此外，坡度大于25度的区域、灌

溉水源无法保障的区域、土壤改善后

仍不适合种植水稻的区域以及其他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开垦的区域，省国

土资源厅禁止这些区域列入“垦造水

田”选址。

问：我市四周多山，中间为平
原。如何更好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
源，实施“垦造水田”项目？“垦造水
田”有哪些类型？

答：日前，市国土资源局根据各

镇（街道、区）垦造水田后备资源情

况，将 2016 年度垦造 3000 亩水田任

务进行了分解。目前，花街镇尚仁

村、西城街道郎下村、舟山镇高下杨

村以及芝英镇上胡村等已经开始实

施“垦造水田”项目。

我市“垦造水田”的类型有两种：

一是国省道公路、铁路两侧 1000 米

直线范围外的废弃园地、低效林地垦

造成水田；二是旱地通过增加灌溉设

施等措施改造成水田。

问：“垦造水田”关乎农民的切
身利益，也是一项重点民生工程。
该项目的业主是谁呢？有什么样的
政策推动项目的开展？

答：2015年10月份开始，土地整

治项目业主由所在地的镇（街道、区）

担任。土地整治项目实行政策处理、

工程建设、监督验收的实施主体相分

离制度。

“垦造水田”项目的政策处理可

以由镇（街道、区）、村或土地承包人

（企业法人、个人）包干实施，包干实

施主体需全程参与项目工程管理，保

障项目工程顺利实施。政策处理费

（包括对村、农户等的各类补偿）标准

为15000元/亩。在2015年10月以前

已经通过立项的项目再进行“旱地改

水田”的，不设政策处理费。

政策处理费分阶段拨付。项目

区块政策处理到位，项目建设实施主

体进场完成初步平整，经国土部门确

认后，拨付 50%；项目完成验收后拨

付30%；通过第一年种植验收后拨付

20%。

镇（街道、区）工作经费：垦造耕

地或“旱地改水田”项目，给予镇（街

道、区）6000 元/亩的工作经费，用于

土地整治规划设计、水土保持、林地

审批、环评、工程审价、工程监理、耕

地质量等级评定等相关工作支出。

工作经费按项目进展情况分批拨付，

项目进场施工后拨付50%，完工验收

后拨付剩余工作经费。

问：对于广大农民而言，他们都
很关心“垦造水田”项目具体是如何
实施的？

答：1.项目选址。项目选址要符

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整治规划

等相关规划，要符合“垦造水田”项目

的选址条件。

2.申报立项。县（市、区）国土资

源部门要会同农林、水务、财政等部

门和专家对项目进行实地踏勘、论

证，对符合条件的，做好项目申报确

认工作。项目由县（市、区）人民政府

批准立项，报省、市国土资源部门备

案。

3.组织实施。项目实施要严格

按照经批准的规划设计和资金预算，

严格执行招投标、公告、合同、监理和

审计等各个环节制度规范，强化项目

实施管理。项目实行预算制度，工程

直接投入按照审计决算价拨付，政策

处理费用按相关文件执行。

4.竣工验收。“垦造水田”项目竣

工后，由国土资源部门会同农业部

门，根据《浙江省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质量等级评定办法（试行）》（浙土资

办〔2015〕18 号）开展耕地质量等级

评定，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项目

验收，出具竣工验收意见，竣工验收

意见应明确改造提升后的耕地类型、

面积、质量等级等指标。经验收的

“垦造水田”项目按要求及时在年度

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时予以变更。

问：“垦造水田”项目实施后，时
间上有什么要求吗？

答：为高效开展“垦造水田”工

作，圆满完成任务，市国土局对各镇

（街、区）完成“垦造水田”工作提出了

时间节点要求，建立了“垦造水田”旬

报制度。即 3 月 20 日前完成地块落

实；4月20日前完成现状测量及施工

设计，4 月下旬安排初步设计方案评

审；5 月 10 日前完成项目立项，20 日

前完成招投标，30日前完成招标结果

公示，签订施工合同；6月1日-6月30

日进场施工，并完成清表工作。

问：现在，“垦造水田”有哪些奖
励措施？

答：为调动垦造水田的积极性，

市政府办公室出台了一些奖励措施

（永政办发［2016］11 号）：在 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期间内

立项，且实施面积（清表面积）达到任

务数的镇（街道、区），给予实际新增

水田面积5%用地指标奖励。截至目

前，已完成项目立项11个，规划新增

水田802亩。

项目完工验收后，新增旱地连

片达到 50 亩（含）以上的，或新增水

田连片达到 20 亩（含）以上的，奖励

政策处理包干实施主体 10000 元/

亩；新增旱地 50 亩以下，或新增水

田 20 亩以下的，奖励政策处理包干

实施主体 5000 元/亩，奖励资金分

期拨付，项目完工验收后拨付 70%，

连续三年种植情况达到要求的每年

拨付 10%。

项目完工验收合格的，奖励2000

元/亩；新垦造水田按规定种植水稻

等水生农作物的，连续三年每年奖励

1000 元/亩，不种植水稻等水生农作

物的不给予奖励。

目前，我市 2016 年度垦造水田
任务已经下发到各个镇（街道、区）。
其中，花街镇、舟山镇、芝英镇等均有
土地开发项目批复立项。“垦造水田”
项目正在我市如火如荼地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