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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办发〔2021〕32 号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各旗县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

办、厅、局，各大企业、事业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

意见》（中发〔2017〕4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

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24 号）、《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国

办发〔2020〕44 号）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内党发〔2018〕9 号）、《内蒙古自治区坚决制止耕地“非农

化”实施方案》（内政办发〔2020〕36 号）以及严守耕地红线和

粮食安全底线要求，全面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

保护，确保国家下达我区的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促进形成保护

更加有力、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经

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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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压紧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全面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

态“三位一体”保护 

（一）严格落实耕地保护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和监督责任。

各盟市、旗县（市、区）要切实担负起耕地保护主体责任，建立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耕

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实现源头严控、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确

保本地区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落实到位。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

是耕地保护第一责任人，要组织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履职尽责，

充分调动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农牧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保

护耕地的积极性，形成保护耕地合力。探索建立“田长制”，推

动建立旗县（市、区）、苏木乡镇、嘎查村三级联动全覆盖的耕

地保护网格化监管机制。盟市、旗县（市、区）特别是苏木乡镇

负责自然资源执法的机构要认真履行耕地保护执法监管责任，切

实加强耕地保护一线执法，严格查处破坏耕地违法违规问题。各

级自然资源部门要切实履行耕地保护监督责任，对地方人民政府

耕地保护主体责任、负责自然资源执法机构的执法和监管责任落

实情况进行常态化监督，发现问题要及时反馈，严格督促整改。 

（二）进一步强化部门协同。各有关部门要按照部门职责任

务，加强协作配合，切实抓好落实。自然资源部门要严格落实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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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护制度，细化分解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建立完善耕地保护特

别是永久基本农田管护体系。农牧部门要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

升行动，加强耕地轮作及耕地地力管理，严格防止耕地撂荒弃耕，

有序引导农村牧区土地流转，引导新增耕地的粮食种植，防止耕

地“非粮化”，同时加大对农村村民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查处

力度；积极组织开展耕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实施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和严格管控。财政部门要对耕地保护工作给予资金支持，

与相关部门和盟市、旗县（市、区）共同加强资金监管。生态环

境部门要加强工矿企业污染源头管控。统计部门要做好相关统计

工作，参与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考核。审计部门要将耕地

保护责任履行情况纳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内容。发

展改革、交通运输、水利、林草等部门在规划编制、项目审批和

建设工作中，要强化耕地红线意识，处理好保护耕地、生态建设、

保障发展之间的关系，切实做到有力保护、有效保障和有序开发。 

（三）完善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制度。各级人民政府要进

一步完善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制度，从单纯的耕地保有量和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考核转向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

考核。在保证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基础上，加

大耕地质量和生态要素的考核权重。对耕地保护任务重、保护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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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和成效突出的盟市给予表扬。对履职不力、监管不严、失职渎

职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四）建立完善耕地保护发现监管机制。各级人民政府和相

关部门要适应耕地保护新形势、新要求，建立完善全程监管、即

时发现、快速处置的耕地保护新机制。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要结合

土地卫片执法工作，每月对全区耕地进行一次全覆盖的卫星影像

巡查，并将卫星影像巡查发现问题清单在 5 日内下发至盟行政公

署、市人民政府；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在收到问题清单 5 日

内下发至旗县（市、区）人民政府；旗县（市、区）人民政府组

织负责自然资源执法的机构实地核查，确认违法的由旗县（市、

区）、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及时处置，并由旗县（市、区）自然资

源部门按规定时限将核查处置结果逐级上报至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要对问题清单下发进度、旗县（市、区）和苏

木乡镇执法部门核查处置情况等进行督察，发现未及时核查和处

置的及时上报同级人民政府，同时抄报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五）强化耕地保护执法和追责问责。旗县（市、区）、苏

木乡镇负责自然资源执法的机构是耕地保护的执法监管主体。各

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强化执法力量，特别是要加强苏木乡镇执法队

伍建设，推动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及时发现并查处耕地违法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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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问题。各级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对地方政府执法情况进行督察，

对重大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和挂牌督办。自治区人民政府每年

选取若干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高、弃耕撂荒严重的盟市、旗县

（市、区）下发督察意见书，约谈相关责任人，情节严重的，提

请纪检监察部门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党纪政务处理。旗县（市、区）

负责自然资源执法的机构要加大对破坏耕地违法案件的查处和移

交力度，形成高压威慑态势。 

二、全面加强耕地规划和用途管控，从严控制建设占用耕地 

（六）全面加强耕地规划管控。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合

理划定城镇、农业、生态三类空间，落实最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

制度。实行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安排与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补

充耕地能力挂钩，对建设用地存量规模较大、利用粗放、耕地后

备资源不足的地区，适当调减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引导各类建设

项目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加强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用地论证，从

严从紧核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规模，坚决杜绝建设项目违反国土

空间规划随意选址占用耕地。按要求开展永久基本农田整改补划

工作，进一步提高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调整的准确性、科学性，

不断优化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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