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

沪府办 〔２０２１〕３９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坚决制止

耕地“非农化”行为、防止耕地“非粮化”

稳定粮食生产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防止

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

照执行.

２０２１年５月３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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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防止耕地“非粮化”

稳定粮食生产的工作方案

　　为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

生产,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

知»(国办发明电〔２０２０〕２４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

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２０〕４４号)精神,结合本市

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采取有力措施,实施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监督管理,坚决制止

各类耕地“非农化”行为,坚决守住耕地红线,确保至２０３５年全市

２０２万亩耕地、１５０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底线.始终绷紧国家粮

食安全这根弦,把稳定粮食生产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

提,采取有力举措,防止耕地“非粮化”,确保本市粮食种植面积不

减少、产能有提升,产量不下降,“十四五”期间粮食生产面积稳定

在１７０万亩以上,年产量稳定在９０万吨以上.

二、主要任务

(一)严格耕地用途管制

坚持农地农用,对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和挖湖造景、超标准

建设绿色通道、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违规占用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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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非农建设、违法违规批地用地等情况开展专项检查.严格落

实日常执法巡查,对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处

罚力度.巩固“大棚房”问题专项整治成果,防止问题反弹和回潮.

规范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结合国家层面相关法律法规修订进程,

适时修订本市基本农田保护规定.(责任单位:市规划资源局、市

农业农村委、市绿化市容局、市水务局、市司法局、各涉农区政府)

(二)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

结合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及本市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成果,聚焦已划定的８０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２０２１年组织开展划

定情况“回头看”,确保总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编制实施新一轮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坚持建改并举、量质并重,聚焦重点区域和

重点项目,积极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向开发潜力大、建设成效高的

区域集中.到２０２５年,完成新增建设１３万亩、改造提升１１万亩

高标准农田任务.(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委、市规划资源局、各涉

农区政府)

(三)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强耕地保护修复,继

续实施秸秆还田、耕地轮作休耕等用地养地结合措施,着力提升耕

地质量水平.推广应用高端智能、绿色高效、节粮减损机械化技术

装备,强化粮食烘干和加工能力建设.以区、镇(乡)为单位,建设

一批基于数字化管理的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打造１０万亩粮食生

产无人农场.深化数字化农业信息平台建设,生产管理信息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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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管理,提升全产业链数字化管理水平.(责任单位:市农业

农村委、市粮食物资储备局、各涉农区政府)

(四)保护种粮积极性

重点落实好粮田保护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粮食生产支持

政策,进一步加强补贴资金监管,确保政策支持不减弱、措施落实

不走样、资金发放不缩水.进一步加大对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

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和培育力度,鼓励和引导适度规模经营.

引导粮食生产经营主体调优水稻品种和茬口布局,完善稻米品质

评价以及生产、加工、保鲜贮藏标准体系,培育打造一批优质食味

稻米区域公用品牌.到２０２５年,上市销售的地产稻米品牌化比例

达到５０％.(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委、市粮食物资储备局、各涉

农区政府)

(五)规范土地流转管理

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郊区从事良种繁育、粮食加工流通和

粮食生产等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升级改造农村土地流转管理系

统,健全农业经营者资格审查机制,强化土地流转合同履约跟踪监

管,不得擅自改变粮食生产等农业用途,完善土地流转风险保障机

制,进一步规范本市农村土地流转管理.(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

委、各涉农区政府)

(六)开展耕地种粮监测

每半年开展一次耕地种粮情况监测评价,建立耕地“非粮化”

情况通报机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重大情况及时报告.定期对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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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生产功能区内目标作物种植情况进行监测评价,实行信息化、精

细化管理,及时更新上海农业地理信息公共服务系统数据.２０２１

年,组织开展撂荒地专项检查.(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委、市规划

资源局、各涉农区政府)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涉农区政府、光明集团等有关单位要

充分认识实行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极端重要性,按规定切实承

担起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责任.认真抓好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各项措施落实,确保全市粮食面积和粮食产量保持相对稳定.市

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对各涉农区政府耕地保护和粮食安

全责任制落实情况加强指导和监督检查.

(二)强化目标考核.加强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并将考核

结果作为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领

导干部问责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重要内容或重要

参考依据.将防止耕地“非粮化”指标纳入粮食安全责任制年度考

核范围.将各涉农区粮食种植面积年度任务完成情况纳入乡村振

兴“挂图作战”和考核范围,并作为财政支农资金优先安排的依据.

(三)注重宣传引导.开展多种形式的坚决制止耕地“非农

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宣传培训,进一步营造保

护耕地、发展粮食生产的良好氛围.加强典型宣传,推广先进经验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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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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