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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耕地是农业发展之基、农民安身之本。党的十八大以来，耕

地保护不断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推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稳步提升，有力支撑了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但

受农业比较效益偏低、耕种条件差、农民外出务工等因素影响，

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耕地撂荒现象，导致土地资源浪费、

耕地质量下降，给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一定

影响。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

行为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

生产的意见》，有效遏制耕地撂荒，充分挖掘保供潜力，现提出

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统筹利用撂荒地的重要性 

我国粮食需求量“超大”，人均耕地占有量“超小”，这一

国情决定了耕地保护极端重要。当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

快速发展时期，保护耕地的压力越来越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任务越来越艰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耕地保护问题，提出

要扎紧耕地保护的“篱笆”，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各级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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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部门要充分认识遏制耕地撂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切实有

效措施，把耕地资源用足用好。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完

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推动将统筹利用撂荒地情况纳入考核指

标，层层压实责任，有效遏制耕地撂荒。加强耕地撂荒情况跟踪

监测和督促检查，强化考核结果应用，对耕地撂荒问题仍然突出

的地区进行通报约谈，与相关项目资金和支持政策相挂钩。推动

地方出台绩效考核、与补贴挂钩等激励和约束政策，遏制耕地撂

荒、鼓励复耕复种。 

二、坚持分类指导，有序推进撂荒地利用 

开展所辖区域耕地撂荒基本情况调查，逐村逐户摸清底数，

建立信息台账，制定统筹利用撂荒地具体方案。对平原地区的撂

荒地，要尽快复耕，优先用于粮食生产，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对

丘陵地区的撂荒地，根据立地条件，宜粮则粮、宜特则特，发展

粮食、特色水果、中药材、优质牧草等生产，增加多样化产品供

给。对确不适宜耕种的撂荒地，可按有关政策规定和规划要求用

于设施农业用地等。对季节性撂荒地，应种植绿肥等养地作物，

提高耕地质量。 

三、强化政策扶持，引导农民复耕撂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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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效益偏低是耕地撂荒的重要原因。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

支持农民复耕撂荒地。释放价格信号，落实好稻谷小麦最低收购

价政策，提前启动收购、增设网点，避免农民卖粮难。健全补贴

机制，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补贴，让农民种粮有账算、

有钱赚。进一步提高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针对性和导向性，对长

期撂荒停止发放补贴的，待复耕复种后重新纳入补贴范围。加大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种粮支持力度，对南方早稻主产区、丘

陵地区撂荒地恢复粮食生产的给予补助。鼓励地方出台利用撂荒

地种粮的支持政策，重点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流转撂荒地种粮的给予补助。完善保险政策，扩大三大粮

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

以奖代补试点覆盖范围，降低农民生产经营风险。加大创业支持，

对返乡留乡农民工利用撂荒地发展粮食规模经营和特色种养的，

优先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和信贷支持。 

四、加快设施建设，改善撂荒地耕种条件 

撂荒地多是丘陵山区坡地或细碎地块，设施条件较差。改善

耕作条件，具备条件的撂荒地可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加大

投入力度，配套完善灌排水、输配电、田间道路、农田防护等基

础设施，提升宜机作业水平。对因灾损毁的撂荒地，要尽快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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