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订后的《实施办法》主要有七个方面内容

1.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细化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2.完善土地管理体制，压紧压实土地管理共同责任

3.聚焦“多规合一”，全面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4.规范土地征收，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

5.突出节约集约导向，有力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

6.优化土地要素保障，服务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健全自然资源督察执法体系，强化“长牙齿”的资源保护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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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章立制 用“长牙齿”的硬举措保护土地
修订后的《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3月1日起施行

2022年12月2日，《四川省〈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以下
简称《实施办法》）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

3月1日起，《实施办法》正式施行。
当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对《实施办法》的修订背景及主要内容
进行解读。

据了解，这是《实施办法》自2012年
修正后的首次全面修订，修订后的《实
施办法》对耕地保护进行了强调，进一
步规范了土地征收程序，保障农村村民
户有所居，并探索农村闲置宅基地新用
途。

突出节约集约导向
鼓励探索利用闲置宅基地

“修订后的《实施办法》共八章八十
条，包括总则、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
护、土地转用与征收、建设用地管理、监
督检查、法律责任及附则。”发布会上，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杨阖对《实施办法》的修订背景及主要
内容进行了解读。

杨阖表示，修订后的《实施办法》主
要包含七个方面内容。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细化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
域耕地保护负总责，禁止违规占用耕地
开展绿化造林、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
挖田造湖造景等活动。建立补充耕地
指标省级统一交易制度和耕地保护补
偿激励机制，鼓励、引导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及其成员恢复闲置、荒芜耕地耕
种，防止土地撂荒。

完善土地管理体制，压紧压实土
地管理共同责任。县级以上政府加强
对土地管理工作的领导，乡镇政府依
法做好土地管理相关工作。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负责土地管理和监督，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农村宅基地的改
革、管理以及耕地质量管理等有关工
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土地
管理相关工作。

聚焦“多规合一”，全面构建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实施办法》强调，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在交由本级人民政府研究
处理前，应当先经本级人大常委会审
议。对于城镇开发边界外的乡村地区，
由乡镇政府组织编制“多规合一”的实
用性村规划。

规范土地征收，切实维护被征地农
民合法权益。吸收借鉴四川省征地制
度改革试点经验，细化完善征地程序和
要求，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和方式，确保
征地程序公开民主，被征地农民原有生
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突出节约集约导向，有力促进土地
资源合理利用。控制建设用地总量，鼓
励采用节约集约用地新技术和新模式，
鼓励合理利用地下空间，促进建设用地
立体利用、综合利用。探索利用闲置宅
基地，统筹新增和存量建设用地使用。

优化土地要素保障，服务支撑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县级以上政府在确
定土地利用年度用地计划时，优先保障
国家和省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重大民
生项目、重大产业项目用地。市（州）、
县（市、区）政府应当专项安排新增建设
用地指标，用于乡村产业发展，支持乡
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促进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县级以上政府合理
安排农村宅基地，保障农村村民宅基地
需求。

健全自然资源督察执法体系，强化
“长牙齿”的资源保护硬措施。《实施办
法》着眼制度建设，优化完善督察执法
体系。建立自然资源督察制度、土地执
法责任机制、土地执法动态巡查制度和

土地市场信用监管机制，同时加大追责
问责力度。

确保“良田粮用”
四川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四川将采取哪些硬措施进一步守
牢耕地保护红线？在回答记者提问环
节，省自然资源专职副总督察杨伟表
示，四川将采取系列“长牙齿”的硬措
施，大力推动《实施办法》有关规定落地
见效，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
粮仓”筑牢基础。

在健全耕地保护工作长效机制上
发力。四川将不断完善耕地保护党政
同责工作考评体系，落实田长制配套措
施，加快制定耕地保护激励办法，以省
委、省政府名义出台进一步加强耕地保
护的若干措施。

在全面加强耕地用途管制方面，杨
伟表示，下一步，四川主要是落实耕地
利用“优先序”、做好“两平衡”。落实

“优先序”，就是坚持耕地利用优先序，
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棉、油、菜、糖等
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的生产，永久基本农
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
上全部用于种粮食，确保“良田粮用”。

“两平衡”，其中一个就是“占补平衡”，
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必须执行“先补后
占”和“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
水田”的刚性要求；另外一个“平衡”就
是实现农用地内部的“进出平衡”，耕地
转为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的，要积极稳妥推动流出耕地恢复补
充，确保全省耕地特别是良田好土不少

一分、丢一寸。
在从严查处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

为方面，四川将充分应用卫星遥感、无
人机航拍等信息技术开展常态化监测，
坚持有案必查、查案必严，加强与纪检
监察机关和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司法
机关的协作配合，强化与能源、交通、水
利等行业主管部门信息共享沟通，共同
维护良好的土地管理秩序。

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
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

当前四川《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颁证率达到97.5%，183个县（市、区）
的确权登记成果数据已完成汇交。目
前，全省家庭承包农户1779万户，签订
承包合同1745万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
面积9094.51万亩。

农户家庭承包的耕地是《实施办
法》中监管保护的重要对象，稳定承包
关系和规范土地流转等工作，也是土地
管理的重要抓手。在《实施办法》中，土
地承包管理工作是如何推进的？面对
记者提问，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机
关党委书记廖蔚表示，下一步，四川将
稳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
长30年试点。“包括省级试点整县推进
和市级自行组织试点，深入研究和探索
符合四川实际的二轮延包路径。”他说。

同时，四川将探索解决土地细碎化
问题路径。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宜
机化改造项目，支持多种方式探索解决
承包土地细碎化问题，实现土地集中连
片。

完善承包合同和流转合同网签流
程。启动第二批省级承包合同和流转
合同网签制度试点，进一步梳理完善承
包方、发包方、省市县乡线上实现承包
合同管理流程和相关制度建设，提升土
地承包管理信息化水平。

加强土地流转监管。按照上下事
项同源、统一规范的原则，抓紧编制和
推动出台省级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
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审批权限子项
的实施规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田怡

大运会进入倒计时 成都开启全民城市“运动会”
500个点位、1000余个运动项目等你来打卡

迎大运，动起来！即将在今夏举办
的成都大运会点燃了成都人青春的荷
尔蒙，更激发了运动消费的热情。

3月1日下午6点，“迎大运，动起
来！万千商家齐参与 运动消费新时
尚”启动仪式在成都市锦江区百年春熙
商圈红星路步行广场举行。

目前，成都各特色商业街区运动角、
运动馆已准备好了500个点位、1000余个
运动项目，等全城市民来逛街打卡。

将舞台搬进“商圈”
开启全民城市“运动会”

伴随着节奏明快、活力十足的背景
音乐，潮流街头篮球、动感单车、酷炫轮
滑、热辣团操……这些时下最流行的体
育运动将百年春熙商圈变成了热闹时
尚的成都夜间体育脉动新场景。春熙
商圈一直都是成都市的商圈代表，有着

“来成都、游春熙，买全球、享幸福”的城
市标签，如今商圈里的商业楼宇、商场
综合体里的运动消费场景随着大运会

的即将举办犹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
在启动仪式上，除了现场有运动达

人和围观市民的争相“应援”外，还有来
自成都市锦江区、高新区、武侯区、成华
区，四川天府新区的涵盖篮球、滑冰、台

球、瑜伽、羽毛球等多个项目的“运动后
援团”，通过现场的大屏幕直播连线展
示成都市民丰富多姿的体育运动夜生
活，充分展现成都充满青春运动旋律的

“赛事名城”面貌。镜头里涌现出的运

动新时尚和消费新场景，成为了成都打
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一张魅力名片。

“商、体跨界”
引领运动消费新时尚

迎大运，成都万千商家也在积极行
动。为进一步繁荣市场，促进消费增
长，抓住成都大运会举办契机，在启动
仪式的主舞台上，12位商圈代表上台联
手倡议开启了“万千商家齐参与 运动消
费新时尚”主题活动，向市民发布了多
项“迎大运”惠民政策和促消费活动。

商协会嘉宾代表之一的成都零售
商协会将携手王府井百货、成都银泰中
心in99、成都苏宁广场等成都百家商场
联合阿迪、耐克、李宁、安踏等运动品
牌，推出100个优惠促销活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全市万千商家
将同步开展丰富多彩、潮流互动、贴近
生活、方便群众参与的商体互动促消费
活动，吸引市民前去打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市民体验运动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