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粮食，乃国之根本、民之命脉。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耕地保护的重要决策部署，扛稳粮食安全的重任，全面压实耕地保护

责任，立足岳阳“洞庭粮仓”的区域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坚持系统观念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扎实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采取“长牙

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现依据《岳阳县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制定《岳阳县耕地保护国土空间专

项规划 （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

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为导向，助力岳阳县 “四区”

建设，开启新时代，凝聚力量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荣城。为进一步提

升《规划》的科学性和可实施性，现进行规划草案公示，广泛听取各

方意见、凝聚公众智慧。

• 公示时间：2023年5月18日至2023年6月18日，为期30天。

• 公示方式：岳阳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yyx.gov.cn/、岳阳县自然资

源局网站、微信公众号。

• 意见反馈方式：

联系地址：岳阳县天鹅路69号县自然资源局耕地保护股

联系电话：0730-7620242   

电子邮箱：1727612537@qq.com

热忱期待您积极参与，提出宝贵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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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与规划原则01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耕地保护

的重大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坚持系统观念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扎实推进耕地

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坚持国家立场，实行保护优先

坚持系统思维，实行多措并举

指导思想

规划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实行精准施策

坚持压实责任，实行全民保护



规划期限与范围02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包括岳阳县行政辖区内的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为

2809.89平方公里。

包括12镇、2乡和1办事处，分别为荣家湾镇、新开镇、新墙镇、

筻口镇、黄沙街镇、张谷英镇、杨林街镇、步仙镇、柏祥镇、公田镇、毛田镇、

月田镇和长湖乡、中洲乡以及麻塘办事处。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2021年-2035年。

规划基期年为2020年，近期为2025年，规划目标年2035年，远景展望至

2050年。





规划目标01

至2025年，岳阳县耕地保护目标66.70万亩，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59.66万亩，补充耕地0.84

万亩，恢复耕地1.52万亩。

2025年

2035年
至2035年，岳阳县耕地保护目标65.89万亩，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59.66万亩，补充耕地2.80

万亩，恢复耕地4.99万亩。



规划任务02

严格耕地保护目标管理，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
线

拓展农产品生产空间，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

严格落实耕地用途管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防止“非粮化”

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全面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稳妥有序推进耕地恢复，引导耕地集中布局

健全耕地保护政策制度体系，提升耕地治理能
力





耕地空间01

  岳阳县2035年耕地保有量目标为43924.72公顷
（65.89万亩）

耕地保护目标划定

 不纳入耕地保护目标542.82 公顷，其中：

①已批建设用地面积130.06公顷；

②设施农用地面积9.75公顷；

③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的4.30公顷；

④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99.17公顷；

⑤河湖范围内经认定退出的174.46公顷；

⑥补充耕地储备库内剩余耕地指标125.08公顷。

不纳入耕地保护目标



永久基本农田空间02

2035年，岳阳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59.66万亩。

本轮规划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最多的乡镇为黄沙街镇和筻口镇，

占比分别为10.66%和12.57%。

此外，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按照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1%划定，

共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面积0.6万亩。



补充耕地空间03

•现有耕地周边可补充潜力：1.20万亩
•宜耕后备资源潜力：10.25万亩
•可旱改水潜力：1.63万亩。

•至2025年，补充耕地0.84万亩
•至2035年，补充耕地2.80万亩。



恢复耕地空间04

全县现有耕地恢复潜力12.38万亩，其中即可恢
复4.65万亩，工程恢复7.32万亩。主要分布于主
要集中在荣家湾镇、毛田镇、黄沙街镇。

•至2025年，恢复耕地1.52万亩
•至2035年，恢复耕地4.99万亩。



重要农产品空间05

至2025年，岳阳县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20万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面积为42.61万亩。

至2035年，岳阳县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20万亩以上；

规划期内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设为高标准农田，面积为59.66

万亩。

规划期内粮食产量稳定在51万吨以上，确保水稻生产功能

区54.83万亩底线不突破。



特殊区域耕地空间06

1、生态保护红线内耕地：
    全县生态保护红线内耕地73.12公顷，其中水田52.78公顷，
旱地20.34公顷（自然保护地范围内耕地共计4.30公顷，均位于
湖南省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按照自然保护地管控
要求，规划期对自然保护地核心区范围内耕地，实行稳妥有序
退出；自然保护地核心区外的耕地，允许在不扩大现有耕地的
前提下，开展种植活动。

2、”批而未用“耕地：：
      岳阳县下发“批而未用”耕地共计192.24公顷，主要集中在荣
家湾镇、麻塘办事处、新墙镇和黄沙街镇，将这部分已批准建
设但尚未建设的耕地实行单独管理，纳入卫星监测重点监测对
象，对耕地使用状况开展动态监测。对未使用且又可以耕种的，
应当落实耕种。

3、严格管控类耕地：：
      全县稳定耕地内严格管控类耕地393.02公顷，主要分布在
中洲乡、新开镇等区域。对严格管控类耕地应全面开展种植结
构调整，探索综合种养、双季青贮玉米、酒用高梁+双低油菜等
耕地安全利用种养技术模式。鼓励采用客土法热修复法等物理
改良技术、原位化学修复和异位化学修复等化学改良技术以及
生物改良技术对严格管控类耕地进行改良。。

4、河湖管理范围内耕地：
       依据岳阳县河湖划界范围叠加分析2020年变更调查地类图
斑数据，分析其中占用耕地面积。全县位于河湖管理范围内耕
地207.10公顷，主要集中在新墙河流域，已全部调出永久基本
农田。对河湖管理范围内耕地，在不妨碍行洪、蓄洪和输水等
功能的前提下依法依规分类处理其中位于主河槽内、洪水上滩
频繁、水库征地线以下、长江平烷行洪“双退”烷内的不稳定
耕地，不纳入耕地保护目标任务，有序退出。对于纳入耕地保
护目标的耕地，不得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围堤，不得种植妨
碍行洪的高秆作物，禁止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

5、种植油茶耕地：
      岳阳县种植油茶耕地共51.56公顷，主要集中在长湖乡、柏
祥镇等乡镇。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要求，油茶、橡胶等
经济林依据《森林法》纳入森林覆盖率统计范围，增加油茶产
量。是增加国内食用油供给的重要途径，也是维护国家粮食安
全的重要内容，已种植油茶的耕地规划逐步退出耕地。





着力提高耕地质量01

 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有序推进旱地改造水田工程

 全面推进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

◆分类明确重点实施区域           ◆及时开展上图入库
◆强化后期动态监测

◆深入挖掘旱改水资源潜力   ◆强化统筹协调整体推进项目实施
◆确定以水资源为约束的潜力空间

◆强化顶层设计和政策配套   ◆稳妥推进耕作层剥离再利用

 稳妥提升耕地土壤固碳能力

◆ 构建以休耕轮作为核的保护体系  ◆拓展以生态涵养为主的绿色农业
◆实施以科技创新为轴的固碳模式

 全面推进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

◆严格源头管控   ◆强化科学治理   ◆加强安全利用  





健全耕地保护监督体系01

4级田长体系





旱改水重大工程01

通过在地形平坦、水源条件较好的旱地中修筑提水

泵站、灌排设施，新修机耕路等方式，将旱地改造成水

田，涉及11个子项目，建设规模7861.65亩（524.11

公顷）,主要集中在中洲乡、黄沙街镇和荣家湾镇，规划

期内分阶段实施。耕地平均质量等别提高1等以上。



土地整治重大工程02

通过土地平整、修筑灌排设施、田间道路等工程，

开发耕地后备资源，落实占补平衡。根据省级下达岳阳

县补充耕地任务2.8万亩，岳阳县土地整治（开发）重

大工程分为21个子工程，规划期内分阶段实施，设置项

目21个，总建设规模2291.04公顷（3.44万亩）（近期

建设项目6个，完成土地开发554.38公顷）。



耕地恢复重大工程03

为切实加强耕地保护和用途管制，严格落实粮食安全主体

责任，加快补齐上轮耕地保护责任目标缺口，进一步规范全县

年耕地保护任务清单中“恢复类”地类恢复耕地管理，确保现

状耕地不低于下发的年度耕地底线目标。根据岳阳县耕地保护

目标与上一轮耕地有量缺口4.99万亩，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各乡镇历史欠账及未来发展情况，严格落实恢复耕地任务数，

耕地恢复重大工程涉及15个乡镇，设置耕地恢复项目30个，总

建设规模3689.65公顷（5.53万亩）（其中近期建设项目15个，

完成耕地恢复3150.54公顷）。



智慧耕地平台建设04

依托田长制“一平台三终端”、耕地进出平衡监管系

统、耕地占补平衡系统、永久基本农田监管系统等信息

系统，通过综合应用卫星遥感、人工智能、三维GIS、

移动通信等科技手段，依据“全覆盖、全要素、数字化、

实时化”的建设原则，以政务办公、监测监管、辅助决

策、信息服务为功能核心，整合形成上下贯穿、互联互

通的“智慧耕地”信息化应用体系，提升耕地保护全流

程动态监测监管的信息化、智能化和现代化水平。





强化规划实施保障01

•  加强规划实施政府主导；
•  构建耕地保护管理机制；

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  强化与规划年度计划衔接；
•  加强规划实施管理与评估；

加强规划传导和计划实施

•  科技赋能助推耕地保护智慧监管水平；
•  信息化建设提升耕地资源治理水平；

强化实施监督与评估

• 落实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控；
• 建立健全一体化监测预警评价机制；

加快科技支撑和信息化建设

• 建立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激励机制；
• 完善应对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机制；
• 健全广大公民和社会主体积极参与机制。

加强耕地保护机制探索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