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安全根基

制定《高标准农田规划与建设
指引》，按照集中连片、一体规划、
分步实施的要求推进建设。

创新流转机制，坚持先规划后
实施、先流转后建设、先平整后配
套的原则，打破农户的承包界、杂
乱的地块界、混乱的渠沟路布局，
以规模化、宜机化、标准化、集约化
生产经营为方向，采取村级统一流
转、镇级统一管理、平台统一建设
的模式，统一平田整地、划分地块、
开挖沟渠、修整道路，完成整治后
重新对外发包经营。创新建设机

制，认真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
制、合同制、监理制和公示制“五项
制度”，建立建设标准求实、现场勘
察详实、工程安排务实、初步设计
靠实、工作推进扎实“五实工作
法”，确保建设过程全程可控、平稳
安全。创新管护机制，坚决落实

“县负总责、乡镇落实、村为主体、
所有者管护、受益者参与”的管护
机制，市级安排专项资金用于保障
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推广高标准
农田建设工程质量保险等管护新
模式。

下一步，无锡市将深入抓好耕
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为
农业强省建设贡献更多无锡力量。

优化规划布局。紧密结合耕
地整治恢复、农业园区建设、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进一步优化
空间规划布局，打破镇村边界束
缚，统筹安排建设项目，2024年计
划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面
积 11万亩，打造千亩规模连片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9个。

严格质量标准。把质量管理
放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的首位，
坚持建设质量和耕地质量相统一，
严格执行相关管理制度和验收制
度，确保高标准农田建一块、成一
块，经得起时间和群众检验。

坚持绿色导向。将绿色发展
理念贯穿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全过
程，推动农田、农艺、农技、农机、智
能等生产要素深度融合，因地制宜
开展农田排灌系统生态化改造，积

极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实现农
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

放大综合效能。加快推动高
标准农田建设与农业产业发展紧
密融合，优先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区
发展新型合作农场、农业产业联
盟，引进农业科技企业、农业龙头
企业，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建
立研发、种植、加工和销售“全链
条”，带动稻米产业向价值链高端
攀升，打响无锡鱼米之乡品牌。

2023年无锡市获批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家试点，以此为契机，
市委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
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加快推进全域高标准农田建设，
2023—2025年全市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23万亩，到2025年全市永久基本
农田上建成高标准农田比重从2022年的63%提高到85%左右，实现“将符
合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目标。

高艺

2023 年，无锡市编制《无锡市
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
行动方案》，出台《耕地保护“三提
两严”行动实施方案》，构建市级统
筹协调、县级部署推进、乡镇组织
实施的工作推进机制。

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建
工作专班，建立工作调度机制，统筹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一
方面，在全国首创建立“农地合一”规
划布局体系，市农业农村局和自然资
源规划局联合指导编制市、县（市）

区、镇（街道）三级现代农业专项规
划，锁定农业发展空间；把高标准农
田建设作为农业专项规划的重点内
容，纳入无锡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体
系。另一方面，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
耕地整治恢复规划、村庄布局规划等
有机衔接，统筹开展耕地整治恢复和
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耕地数量恢复
增加、布局集中连片、质量产能提
升。2023年全市新建和改造提升高
标准农田12万亩，超额完成年度任
务，为历年最高。

牢固树立质量是生命的理念，
强化全周期的质量管理。加强工
程质量监管，严格工程质量和安全
生产全过程管理，严把高标准农田
建设六大环节，由第三方质量检测
单位全程参与，边施工边核检，将

发现的工程质量问题解决在施工
过程中。加强土壤质量监管，结合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在高标准农
田建设过程中，注重土壤改良和地
力培肥，把土壤质量作为高标准农
田建设验收标准之一，全力提升耕

地质量，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加强
全程数字监管，建立高标准农田大
数据管理平台，推动高标准农田建
设全周期“一张图”管理，实现高标
准农田项目位置明确、地类正确、
面积准确、设施精确。

“
健全推进落实机制

健全建设管护机制

健全质量管控机制

深入推进有效落实

构建“财政资金+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投入新格局，实现“投、
融、建、管、用”全流程管理。在对
上争取上“加力度”，2023 年以来
共争取省级以上财政资金近 2亿

元，创历史新高；在地方配套上“做
加法”，逐年增加土地出让收益用
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比例；在多元
投入上“挖潜力”，在加大财政投入
的同时，推动各县（市）区建立国资

平台，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经营
性项目进行融资，2023 年向金融
机构融资4亿元，并探索引入国有
企业和农业龙头企业投资参与高
标准农田建设。

健全资金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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