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筑牢“耕”基，丰收之景不难绘就。太
仓着力开展农地整治、提高耕地连片程
度、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等，进一步提升
耕地质量。目前，全市高标准农田超23.5
万亩。

在璜泾镇雅鹿村雅丰农场，一片近70
亩的高标准水稻田里，田埂间沟渠纵横，
渠岸边麦冬草长势正盛。随着数台插秧
机的来回穿梭，一行行碧绿的秧苗整齐排
列。在雅鹿村，由该村村委会发起组建的
雅丰农场，不仅解决了农田碎片化和家庭
农场规模偏小的问题，2640亩农田全部建
成高标准农田，还实现了稻麦种植的全程
机械化。该村自有品牌“雅勤大米”畅销
市场。

重视耕地保护，稳住农业“基本盘”，
并从农业产业化中获得不菲回报。雅鹿
村党委书记、主任顾爱东介绍，仅雅丰农
场内的2000余亩高标准农田，每年就可
以为村集体经济增收300多万元。2022
年，雅鹿村可支配收入超3000万元，成为
全市乡村振兴领头羊。

与此同时，太仓还建立了市、镇、
村三级管护网络，对全市耕地加强后期
管护，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在运用“慧
眼守土”实时智能监管平台等技术手段
后，可最大限度地防范和制止各种违法
违规占用耕地行为发生。搭建国土空间
全域整治信息化监督平台，将计划整治
地块呈现于“一张图”，推进全域整治能力
的现代化。

粮安天下，地为根基。下阶段，太仓
将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严
格的要求，严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在全面推进“敢为、敢闯、敢干、敢首创”中
践行“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的新粮食安全观，走好具有太仓特色的耕
地保护之路。

筑牢“耕”基
“粮田”变“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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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太仓市城厢镇深巷小路烧牛杂餐饮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JY23205850191046，正
本编号：320585000202106300021，声明作废。

●太仓市沙溪镇四优贸易商行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13205850080152，声明作废。

●高诗涵遗失太仓晟宇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开
具的太仓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童礼苑13栋1201室的购
房收据 3 张，编号 1029982，金额 233088 元；编号
1032917，金额233120元；编号1007060，金额100000
元，声明作废。

●李玖祺遗失太仓晟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
太仓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童礼苑11栋506室收据，收据
号：1006979，金额：178805元，声明作废。

●苏州夏山美地家具销售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3051006765001，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
（太仓支行营业部），声明作废。

自开展国土空间全域整治工作
以来，太仓通过落实拆旧复垦等途
径，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让耕地
保护的理念潜移默化落实到太仓每
个角落。

这几日，在位于璜泾镇王秀村村
委会旁的王秀工业区，这片占地面积
约60亩的土地上，拆迁工作正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目前，璜泾镇产业面
临结构规划调整，该村响应国土空间
全域整治的号召，对该片区的厂房进
行评估、拆除、复垦。

王秀村党委书记、主任高萍介
绍，上世纪90年代初，为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王秀村以土地租赁形式发
展民营企业，企业以化纤加弹类为
主。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小化纤企
业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地块拆
迁势在必行。“完成土地复垦后，该地
块将建设成为高标准农田，发展生态
农业，种植水稻、小麦，以优化国土空
间格局、助力乡村振兴”。

新时代鱼米之乡，随处可听蛙
鸣、可见粮韵。6月份的城厢镇新农
村原新民窑厂地块，经土地复耕后，
田埂边的向日葵随风摇曳，田地内阡
陌纵横、群鸟翱翔，100多亩的土地
也全部翻新完毕，并覆上一层有机

肥，即将种上水稻秧苗。新农村相关
负责人介绍，原先的新民窑厂占用了
村里不少土地，原附属工棚、宿舍等
小平房较为破旧，加之晾晒砖坯，对
村容村貌的影响较大。开展国土空
间全域整治后，不仅有效保护了耕
地，而且彻底解决了上述问题。

据市资源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落实拆旧复垦，纵深推进耕
地保护，“城在田中、园在城中”的城市
特色得到有效彰显。在本轮“三区三
线”划定中，太仓严格按照划定规则，
落实耕地保护目标31.59万亩、永久
基本农田28.15万亩。

如何在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间找到平衡点？

耕地保护的“太仓之策”
□本报记者 肖朋

6月15日~17日，央视焦点访谈

记者来我市采访耕地保护工作。太

仓耕地保护为何能得到央视关注？

作为一个多年位居全国综合实力百

强县市前十的城市，如何在经济发

展和耕地保护间找到平衡点？太仓

胸中早有丘壑。

耕地是农业之本、粮食之基，耕

地保护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

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

头等大事。在太仓，耕地保护工作

早已落地生根、花开结果。近年来，

太仓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严

守耕地红线，转变土地利用方式，走

“控增量、盘存量”之路。我市自

2020年开展国土空间全域整治工作

以来，推进盘活村庄内的存量建设

用地，通过拆旧复垦实现新增耕地

面积近万亩。

风光秀丽的田园，畅通无阻的乡
村道路……随着国土空间全域整治
纵深推进，群众生活更舒心、受益更
多。

走进浏河镇何桥村浏新花苑小
区，幽静的林间小道，整齐排列的村
民自建房屋，在绿树成荫、鲜花掩映
中，香气沁人心脾。曾经，何桥村周
边散落着“低小散乱”等低效用地企
业，而现在这些地块已经蜕变成阡陌
纵横的良田，村民们早已住进环境优
越的集中居住小区。

拆除“低小散乱”等低效用地企
业，如何保障村民收入？何桥村专门

成立何桥劳务合作社，受到村民欢
迎。村民方金其在退休后，除退休工
资外，还在劳务合作社中工作，农忙
时，帮忙农田耕种，农闲时，做好田间
养护管理工作，每月会有劳务合作社
按时发放的2000多元收入。

村容环境好了，耕地保护做实了，
村民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生态上也
得到不少实惠。在浮桥镇牌楼社区，
原先有一个“四布厂”地块，涉及面积
40亩左右，此前由于该地块部分厂房
被出租，一些散乱企业纷纷进入，影响
了周边居民生活。

在耕地保护的大趋势下，原先的

“四布厂”地块早已拆迁并复垦完毕，
成了一片良田。目前，这一地块种植
的小麦已收割完毕，土地也已全部翻
新，村里正在为接下来的水稻种植做
准备。“等水稻长成后，行走在稻田
边，闻着稻香、听着蛙鸣，将是非常舒
服的体验。”村民沈启玉表示。

近年来，太仓加强耕地数量、质
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将土地整治
与特色镇村建设、农村新业态新模式
发展等工作有机结合，统筹推进零星
土地复垦、“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绘
就“现代田园城、幸福金太仓”的幸福
底色，成就娄东大地的“谷满粮丰”。

全域整治
绘出乡村好风景

拆旧复垦
唤醒“沉睡”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