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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奉化区西坞街道的万
亩方，“良田一片望无涯”。

很难想象，5 年前的这里，
耕地碎片化、“非粮化”问题突
出，农机难行、产业薄弱。

意识到这些“通病”阻碍
全区农业规模化经营后，奉化
创新实施“百千万”永久基本
农田集中连片整治工程，通过
系统构建“土地整治+数字农
业+产业融合”三位一体发展模
式 ， 在 守 住 耕 地 红 线 的 同 时 ，
探索现代化农业新路径。

以西坞街道为例，通过“百
千万”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
治，已形成集中连片耕地 1.9 万
亩，约占 2022 年西坞街道庙后周
等九村“万亩方”永久基本农田
集中连片建设项目及泰桥等八
村“万亩方”永久基本农田集中
连片建设项目总面积的 80%，累
计恢复耕地功能 2871 亩，“非粮
化”整治 4486 亩。此外，创新“稻
田+”发展模式，通过开办咖啡
馆、举办文旅活动等，实现农田
从单纯生产空间向综合价值平
台的转变。

据统计，2024 年稻生西坞
共富田园万亩方项目接待游客
70 万人次，新增旅游综合收入
130 万元以上，带动周边村庄增
收超 220 万元。

五年任务，四年完成。自
2021 年 6 月开展“百千万”永久
基 本 农 田 集 中 连 片 整 治 工 作 ，
到 2024 年 12 月，宁波提前一年
并超额完成“十四五”规划目
标。

截至 2024 年底，全市累计
实施整治项目 182 个，总面积达
34 万亩，其中万亩方 10 个、千
亩方 115 个、百亩方 57 个。

“提前一年”的宁波速度，
与 整 治 背 后 的 “ 人 防 加 技 防 ”
组合拳分不开。

宁波依托“耕地智保”数
字化场景，开发应用“永久基
本农田整治一件事”模块，实
现 项 目 全 流 程 线 上 “ 一 键 通
办”。此外，建立健全耕地保护
田 长 制 ， 实 现 “ 村 村 有 田 长 ，
田田有人护”。目前宁波拥有村
级田长 3000 余名。

2024 年，宁波 31 个项目被
评 定 为 全 省 第 二 批 “ 百 千 万 ”
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优
秀项目，优秀项目总数位居全
省第一。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宁波
市“百千万”工程将继续以求
精求实求效为导向，全力打造

“百千万精品工程”，为粮食规
模化生产筑牢根基。

耕者有其田，更要善其田。在
土地保护和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上，宁波的创新探索从未止步。

2024 年起，宁波进入以“多
田套合”为重心的农地整治新模
式。这一战略是守护粮食安全的
重大政治工程，是推动新一轮市
域国土空间治理的重大牵引工
程，更是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
兴的重大民心工程。

具体来说，“多田套合”是指
以耕地为基底，通过“直接认定
一批、新增建设一批、整治提升
一批”，实现永久基本农田与高
标准农田的双向奔赴和空间布
局的合二为一，并按照“好中选
优、优中选精”原则，将粮食生产
功能区全部纳入永久基本农田
和高标准农田范围内，形成“农
用地－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
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层
层套合的“金字塔”型农用地保
护利用空间新格局。

目前，宁波正通过深入实施
“多田套合”模式，将耕地、永久

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和粮食生
产功能区进行空间叠合，推动土
地效益不断增加。

统计数据显示，全市套合率
已 从 2023 年 底 的 70.7% 提 升 到
2024 年底的 79.7%，新增套合面
积居全省首位，8 个区（县、市）入
选 2024 年度全省多田套合综合
奖补名单。

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增套合
面积达 7.29 万亩。其中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中，计划实施土壤
培肥工程超过 1200 亩，配套实
施沟渠路建设 290 余公里，为粮
食安全与共同富裕注入新动能。

“力争到 2027 年，全面实现
‘多田套合’，构建起集聚高效
的‘金字塔’型农用地保护利
用新格局。”该负责人介绍，这
种 系 统 化 、 集 成 化 的 治 理 思
路，让每一寸土地都焕发出最
大效益，真正实现了耕地保护
从 “ 数 量 管 控 ” 向 “ 质 量 提
升 ” 的 转 变 、 从 “ 单 一 保 护 ”
向“多元共赢”的跨越。

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
生。作为耕地的精华和地力
基础，自然形成 1 厘米厚的
耕作层土壤，至少需要 200
年。

然而，在建设项目施工
过程中，势必会对原有表土
层造成影响。如果不进行表
土剥离，大量的表土可能会
被破坏甚至掩埋。因此，要
进行耕作层剥离再利用，这
是严格保护耕地、提升耕地
质量的重要手段。

剥离的土壤，将优先用
于土地整治、新增耕地、耕
地 功 能 恢 复 、耕 地 质 量 提
升、耕地“两非”整治、高标
准农田建设等项目。

过去，表土剥离工作依

赖 人 工 操 作 ， 项 目 数 量
大、时间紧迫。土壤“搬
家”，如何搬得又快又好？

为此，宁波创新应用
数字化手段规范管理表土
剥离再利用，“耕作层土壤
剥离再利用一件事”数字
化场景上线后，基本信息
录入、流转等环节实现自
动化，在保证流程规范的
同时，提升工作效率。

更关键的是，“耕作层
土 壤 剥 离 再 利 用 一 件 事 ”
数字化场景，构建起覆盖
表 土 潜 力 评 估 、 剥 离 操
作、安全存储到高效利用
的 全 周 期 闭 环 管 理 体 系 。
该体系深度融合“耕保监
管 、 利 用 支 撑 、 乡 镇 执

行”三线协同机制，通过
数字赋能实现表土资源精
准保护，显著提升了耕地
保护的精细化、科学化水
平。

在数智驱动和三线高
效协同下，宁波成功构建
了一套表土资源科学化管
控体系，让每一寸表土的
去向清晰可控，为牢牢守
护优质耕地资源、提升粮
食综合产能提供了坚实保
障。

眼下，鄞州区东钱湖
镇沙家垫村的表土剥离工程
正在进行中，超过 5000 立
方米的耕作层土壤经剥离
后，被运往姜山镇郁家村第
二表土临时储存点储存。

梅雨时节，天气闷热。
在宁波至慈溪市域（郊）铁
路 工 程 、宁 波 至 象 山 市 域

（郊）铁路工程建设现场，工
人们干得热火朝天，抓紧时
间抢工期。

这两个省“千项万亿”
工 程 涉 及 新 增 占 用 耕 地
2000 余亩。

然而，作为山海环抱的
沿海港口城市，宁波经济发
展迅猛，但土地资源十分稀
缺，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建设占用多少耕地，就
要补充多少数量和质量相
当的耕地。二者之间如何平
衡？

基于自身耕地资源禀
赋不足的劣势，宁波创新建

立的占补平衡保障机制，积
极打好“上级统筹”+“市县
保障”组合拳，满足项目用
地需求，确保重大工程顺利
推进。

这是宁波强化重大项
目 要 素 保 障 的 一 个 缩 影 。
近年来，宁波坚持“保护
与发展并重”理念，构建
起多层次、全方位的耕地
占补平衡保障体系。宁波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积极
发 挥 市 本 级 统 筹 调 配 作
用，通过市级平台统筹指
标 1000 余 亩 、 周 转 指 标
13000 余亩，同时通过国家
统筹、省统筹等方式，组
织 县 级 部 门 主 动 向 上 争
取，采用山海协作、跨市
调剂等方式做好向外调剂。

要素跟着项目走。这套
“上下联动、内外协同”的指
标调度机制，有力保障了宁
波轨道交通 7 号线等 60 余
个国家级、省级、市级重点
项目落地，实现重大项目推
进与耕地资源保护的良性
互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的要素支撑。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
的硬道理，节约集约用地是
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大战略。
如今，宁波正以“寸土寸心”
守护粮仓根基，以“沃土生
金”赋能城市跃迁。未来，宁
波将持续深化耕地保护改
革，让每一寸土地都成为丰
收的希望、发展的基石，共
同绘就城乡融合、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D 保发展：占补平衡护航重大项目落地

土地，承载
着粮食安全的根
基，也托举着城
市发展的未来。

今天是第35
个 全 国 “ 土 地
日”，今年的宣传
主题依旧是“节
约集约用地 严
守耕地红线”。

宁波正以创
新思维破解耕地
保护与高质量发
展的双重命题，
探 索 一 条 兼 顾
“红线”与“动
能”的可持续发
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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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红线：“百千万”整治重塑耕地格局

优布局：“多田套合”释放土地叠加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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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严监管：数字赋能表土精细管理

奉化区西坞街道奉化区西坞街道““万亩方万亩方””内内，，良田整齐划一良田整齐划一，，一望无际一望无际。。

宁波至象山市域宁波至象山市域 （（郊郊）） 铁路工程建设现场铁路工程建设现场。。

稻田里的文旅活动稻田里的文旅活动，，人气旺盛人气旺盛。。

镇海区九龙湖镇田杨陈等三村镇海区九龙湖镇田杨陈等三村、、澥浦镇觉渡村澥浦镇觉渡村““千亩方千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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