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常州市、区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

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紧紧围绕新时代“量质并重、严格执法、系统推

进、永续利用”的耕地保护总要求，牢固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和粮食安全底线，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采取“长牙

齿”的硬措施，着力加强耕地管控、建设、保护。实行耕地

保护党政同责、终身追责，确保耕地实至名归，切实保障粮

食安全，为武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区提供坚实的资源基础。

二、规划范围

本规划实施范围为为常州市武进区（不含经开区）行政

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区域总面积 883.99 平方公里。规划

期为 2021-2035 年。

三、规划定位

本规划是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体系中的专项规划，是武进

耕地保护工作的行动指南。规划需落实省重大决策部署和上

位规划要求，逐级传导相关指标压实党政保护责任，系统构

建“以补定占”机制确保耕地永续利用，合理平衡任务与实



际保障地方农业产业发展，积极谋划规划“一张图”推进永

农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四、规划原则

坚持规划引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全面对接国土

空间规划明确的耕地保护战略目标、保护任务、空间格局，

细化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和市级耕地保护专项规划对耕地保

护的空间引导、目标管控等内容安排。

坚持保护优先。坚持耕地保护和利用优先序，优先落实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结合耕地保护与粮食安

全责任制考核、恢复任务补齐、占补平衡改革、永久基本农

田动态调整等重大政策要求，科学制定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

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区域资源禀赋与高质量发展现状，

深入分析研判耕地保护形势，准确把握当前耕地保护突出问

题，以问题为导向，紧紧围绕重点任务和核心目标，制定对

应举措，明确耕地补充恢复资源和耕地保护重大工程。

坚持系统思维。坚持国土空间同一底板，统筹好耕地与

林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空间关系，协调好耕地与林地保护

利用、高标准农田建设等规划布局，处理好耕地与生态保护、

建设发展的冲突矛盾，系统谋划、合理优化耕地空间布局。

五、规划目标

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落地落实，通过足额分解下

达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积极稳妥推进耕地恢复，确保全区耕地数量稳定、质量提升、

布局合理。规划到 2035 年，全面构建任务明确、责任落实、



措施有力、奖惩并举的耕地保护机制，实现全区耕地和永久

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布局更优化、生态有

改善、利用更高效、保护可持续”，全面完成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护目标。

六、总体格局

构建“两带、三区、多点”的耕地保护总体空间格局。

两带：围绕武宜线、南环线打造沿线耕地保护带，连通

全区主要耕地连片景观打造区域。

三区：常武都市田园优化区、西部林田复合恢复区、东

部良田集聚提升区。

常武都市田园优化区主要包含西湖街道、湖塘镇、南夏

墅街道，重点强化耕地保护、绿色粮食种植与粮食加工仓储

物流、乡村田园旅游等“一二三产”联动。突出以城郊都市

农业、生态休闲农业为导向的耕地连片景观建设，促进城乡

功能融合。

西部林田复合恢复区主要包含湟里、嘉泽两镇，因现状

林地保护资源较多，重点探索林地、耕地的协同保护机制，

将未纳入林地保有量的商品林、经济效益不高的果园等可恢

复空间进行集中连片复垦。

东部良田集聚提升区主要包含南夏墅街道、礼嘉镇、前

黄镇，耕地集中连片，耕地质量优异，限制因素相对较少，

是耕地集聚提升、连片保护、良田示范的重点区域。

多点：多个现代农业产业园，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平台，

以粮食科技示范和社会化服务为重点，强调智能化、科技化、



全程智能机械化的粮食种植示范和绿色烘干、智能仓储、农

机服务等粮食产业区域一站式服务中心建设，带动区域粮食

大面积平衡增产和产业全链条增效。

七、重点工程

系统推进耕地保护示范区建设工程。总结雪堰镇耕地保

护示范区的工作经验，进一步推进“多田套合”实施，将涉

农涉土的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实施统一规划、

统一资金、统一建设，将现状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补充耕

地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整合在一定区域内集聚集中建

设，实现耕地数量有效补充、永久基本农田集聚优化、高标

准农田建设加快。至 2027 年，全区至少建成 1 个千亩示范

区，2 个百亩示范区；至 2035 年，全区至少建成 4 个千亩示

范区，6 个百亩示范区。耕地保护示范区建设主要推进集约

化整治工程、精细化质量工程、系统化生态工程、规范化管

理工程、产业化经营工程、信息化建设工程等“六大工程”

建设内容。

科学布局补充恢复耕地工程。在耕地补充恢复重点区域，

将从耕地流出的且适宜恢复为优质耕地的园地、林地、草地

等其他农用地优先统筹作为补充恢复耕地资源，因地制宜推

动园林地“上坡”、耕地“下坡”，优化耕地、园地、林地、

草地布局。坚持生态优先、以水定地、稳妥有序的原则，开

发未利用地，统筹推进耕地周边低效林草地和园地整理、宜

耕后备资源开发。按照“先补充、后占用”的工作要求，严

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实施耕地补充恢复重点工程。全



区规划实施耕地补充恢复重点工程 64 个，涉及镇（街道）9

个，主要分布在湟里镇、前黄镇、雪堰镇。

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工程。依托现状耕地、耕地周边低

效林草地和园地、宜耕后备资源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建设

灌溉与排水工程，合理配置灌排系统，完善农田水利配套设

施。完善田间道路系统，满足农业耕作和生产生活的需要。

合理布局农田防护和水土保持工程，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优

化土地资源配置。通过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耕作层厚

度、降低土壤盐碱度等工程措施提高耕地质量等别。项目建

设优先选取高标准农田未覆盖的永久基本农田连片度较高、

图斑面积较大的区域。坚持新增建设和改造提升相结合，着

力打造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稳产高产、生态友

好的高标准农田。全区近期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工程 31

个，涉及镇（街道）9 个。至 2027 年，全区将建成高标准农

田覆盖永久基本农田总划定任务的 76%；至 2035 年，稳步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