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田水淹赔偿标准 基本农田划定工作汇
报报告(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
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农田水淹赔偿标准篇一

12月26日，弥勒市召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暨全域永
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初步成果汇报会。

会上，在听取市国土资源局就弥勒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
完善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规划情况的汇报，规划编制技
术作业单位就两项规划工作初步成果的汇报，各乡镇和相关
部门就规划工作完善的发言后，钊辉强调，调整完善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全域划定永久基本农田，是国家意志、政府行
为、发展需要。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这两项工作，对未来
五年内乡镇发展、重点项目实施、惠农惠民等用地情况做好
长期性规划，为项目用地留足发展空间，为县域经济发展奠
定基础性支撑。

钊辉要求，各乡镇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积极支持本项工作，
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亲自坐镇。各级各部门要立足长远谋
划发展，通过实地核查、搜集资料、主动衔接、相互配合、
科学分解相关规划指标，把要实施的重点项目和发展的用地
情况都反映到图上，形成具有实质性、可行性的文本图件资
料。

钊辉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主动作为，扎实工作，做好建设用
地规模布局调整，坚持项目优先，保障重大项目落地。要准



确把握工作原则和重点，及时摸清底数，优化国土空间开发
利用格局。规划方案要与生态规划、交通规划、集镇规划、
村庄规划、“十三五”规划相结合，积极推进“多规合一”。
要正确处理好规划调整完善和基本农田划定、保红线与保发
展的关系，统筹优化基本农田和建设用地布局，做好相关规
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衔接工作，优化国土开发空间
布局，切实提高土地利用质量和效率。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方
案，做到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的
关系，确保规划科学合理，努力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
总体规划无缝衔接，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包旭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根据会议讨论的合理化
建议补齐相关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工作成果，为弥勒未来
建设发展提供保障。各乡镇、相关部门要积极与国土部门对
接，深入研究，注重统筹，留足空间，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
结构和布局，划优、划好、划实永久基本农田，为促进全市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协调发展和科学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岳建青、杨天东、杨克平等领导也就两项规划工作提出意见
建议。

农田水淹赔偿标准篇二

按照市县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成立由镇长任组长，分管国
土、农业、工业的副镇长、国土资源所所长任副组长，镇农
业服务中心、国土资源所工作人员及各村村支部书记为成员
的基本农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全镇基本农田保护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国土资源所，由国土资源所所
长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在各村成立了由村党支部
书记任组长，村委会主任为副组长，村两委会委员为成员的
基本农田保护小组。全镇成立保护小组11个，联络员11人，
切实从组织上加强了基本农田保护工作。



近年来，镇除认真学习贯彻《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省土
地管理法实施办法》及省市县有关文件精神外，还通过广播、
电视、短信和悬挂标语等宣传方式进行广泛宣传，让广大群
众充分认识到基本农田保护的重要性，不断增强耕地和基本
农田的保护意思，今年“6.25”土地宣传日就发放宣传遵守
资料1400份,悬挂标语4幅。

为确保我镇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质量等级不降低，积
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大监督检查，努力实现基本农田
标准化、基础工作规范化、保护责任社会化、监督管理信息
化。严格落实用途管制制度、土地审批与占补平衡制度、质
量维护制度、监督检查制度、统计核查制度和保护公示制度。
同时把基本农田保护工作作为能不能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
局部与全局利益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准，切实维护了农民群众
根本利益。

镇辖11个村、4个居民社区，总人口39763人，耕地总面
积1800公顷。其中永久性基本农田划定保护面积1485.48公顷，
基本农田片块2019个，农户6040户，按要设立了明显保护标
志牌和界柱,保护率达到了83%。

尽管我镇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保护耕地，并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不足与问题：一是个别村组对耕地基
本农田保护工作重视还不够，巡查不仔细。二是破环耕地、
非法占用耕地的现象时有发生，尤其农民建房占有耕地现象
比较突出，有的还占用了基本农田，依法管理没有到位。三
是耕地质量保护与监测缺少专项经费，影响到了耕地基本农
田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

努力完成政府《目标责任书》中的各项工作任务，加大巡查
执法力度，加大资金投入，努力解决耕地保护工作人员工作
中的实际困难，增强责任心，筑固永久性基本农田划定成果，
确保我镇耕地、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农田水淹赔偿标准篇三

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日前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永久基
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在已有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工作的基础上，将城镇周边、交通沿线现
有易被占用的.优质耕地优先划为永久基本农田，最大限度地
保障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实有耕地面积基本稳定和国家
粮食安全。

根据安排，北京(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沈阳(农用地、
商住地、工业地)、上海(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南
京(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苏州(农用地、商住地、工业
地)、杭州(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厦门(农用地、商住
地、工业地)、郑州(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武汉(农用
地、商住地、工业地)、广州(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深圳
(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成都(农用地、商住地、工业
地)、贵阳(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西安(农用地、商住
地、工业地)14个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将先行展开，
全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成果完善工作将于底前全面完成。

目前，一些城市规划建设用地与优质耕地的重叠度较高，大
中城市周边还有不少优质耕地未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城市发
展占用优质耕地的现象仍比较突出;同时，两部在核查中发现，
一些地方仍存在划远不划近、划劣不划优的现象。为此，
《通知》强调，要充分认识新时期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
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做好这项工作是贯彻落实“十分珍惜、
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基本国策和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的基本要求，是贯彻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生态文明
战略的重要举措，以及尽职尽责保护耕地资源的重要任务。

《通知》对划定工作提出了四方面总体要求：一是明确要求、
保护优先。此次划定工作要贯彻落实中央的最新要求，遵循
耕地保护优先、数量质量并重的原则，按照布局基本稳定、
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的要求，严格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红线。二是依法依规、有序开展。划定工作要与城市开发
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等工作协同开展，与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等多规合一工作相衔接;
在划定过程中，涉及基本农田数量或布局发生变化、需要相
应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应依法依规、规范有序进行调
整完善。三是统筹谋划、稳步推进。各省(区、市)先从500万
以上人口特大城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开始，按照城镇
由大到小、空间由远及近、耕地质量等别和地力等级由高到
低的顺序，稳步有序开展划定工作。四是部省联动、部门协
同。划定工作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主体责任，由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农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两
部负责宏观指导、监督检查。

《通知》还从强化组织保障、加强指导监督和加强宣传引导
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要求各地加强政府组织领导，认真谋
划，精心部署，做到人员落实、经费到位，确保按时、保质、
保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建立定期上报和通报制度，适时督
导、检查;对不按规定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的，要依法依规追究
有关单位和个人责任。

农田水淹赔偿标准篇四

为做好西宁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解决耕地占补平衡问
题，5月21日下午，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林亚松主持召开专题会
议，听取了西宁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进展情况、存在
的困难及难点问题和西宁市耕地占补平衡工作及沟通协调西
安督察局的'工作情况，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省国
土资源厅副厅长朱小川及厅相关处室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省厅领导和处室负责人为西宁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
工作中对需注意的方面、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及工作重点
等提出了策略性意见。

林亚松厅长就做好西宁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工作和耕地占



补平衡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对西宁市在永久基本农田
划定的前期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
中，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全面举证，要做到既要保护耕
地，又要为西宁市发展预留国家容许的空间;二是省厅各处室
部门要全力支持西宁市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对西宁市的各项
业务工作的指导，积极配合做好与国土资源部的衔接协调工
作，帮助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三是对西宁市提
出的耕地占补平衡的建议表示认同，要求西宁市尽快按照程
序上报，省厅积极协调抓紧上报省政府，全力以赴做好耕地
占补平衡工作，保障西宁市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要。

农田水淹赔偿标准篇五

2月8日，我区召开全区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专题会，安排
部署全区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各项工作。

区政府副区长刘朝煜出席会议。

会议就基本农田划定的目标和原则、现有基本农田成果情况、
永久基本农田的划定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

会议强调，各相关部门和乡镇要高度重视基本农田保护的重
要性;要强化大局意识，立足长远，落实主体责任;要切实加
强领导，认真部署，精心谋划，积极配合，全面快速推进我
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