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收时节，沃野稻香。建湖县高作镇整治连片的土地上，收割机在
金色海洋里欢快地奔腾，田间一派繁忙景象。自2020年被列为国家级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镇以来，高作镇抢抓机遇、大胆探索、先行先试，试
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发展新路径，央视《焦点访
谈》栏目专门对此报道。这是我市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生动剪影。

仓廪实，天下安。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
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盐城始终坚持扛稳粮食安

全政治责任，像保护大熊猫一样多措并举保护耕地，加快建设农业农村
现代化，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保障粮食供给，端牢中国饭碗”
作出积极贡献。

作为我市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板块，建湖县近年来深入实施“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注重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推动乡村蝶
变、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积极推进农田连片，增加耕地面积，系
统打造高标准农田，提升农田效益，全力打造可复制的土地综合整治

“建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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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庞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
社会的方方面面，群众关注度高。建湖县坚持不改变
土地承包经营关系、不触碰政策红线、不搞一刀切，让
广大农民吃下“定心丸”，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高作镇利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契机，对照农房改
善2.0版建设要求，精心做好农房改善“后半篇”文
章。2018年以来，该镇已改善农房4856户。今年，
涉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14个村还将完成农房改善
2000户。紧挨集镇的“光明人家”新型社区，依河傍
水的一排排白墙黛瓦小楼错落有致，安置近千户居
民。70多岁的村民王柏贵说，去年把自家4亩多地
流转后就从偏僻的村庄搬进了社区，现在真正感受到
了生活、购物和就医的方便。

农房搬迁改善后，广大农户承包经营权股权化流
转意愿明显增强。高作镇顺应群众土地流转意愿，在
全镇15个村全部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鼓励农户
承包田亩数字化入股，确保农户享受每亩850元的保
底分红和集体性二次分红以及养老分红。目前，全镇
流转至村集体土地有3万余亩。

如何利用这3万多亩流转出来的土地做好农业丰
产丰收、农民增收致富的大文章？高作镇进行了一番思
考和探索，最终走出了一条稻虾共作种养叠加新路。目
前，全镇从事稻虾共作种养的农户已有100多户。

几年前，回乡创业大学生夏思成流转600多亩地，
不断探索稻虾综合种养，拓展龙虾垂钓以及小龙虾初
加工等模式。“我们种植基地平均亩产‘盐阜虾田稻’
1100斤、小龙虾200多斤，亩均收益达3000元。”夏思
成说，稻虾共作的经营模式使得土地亩产效益是正常
种植的3倍，溢出土地收益还向村民普惠制分红。

为了让种养殖户们轻装上阵，高作镇依托建湖县
新农投公司，将其二级子公司——高作万玉公司转为
兼具公益属性和市场特性的公司，主要承担稻虾共作
前期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中期生产资料的保底价供
应和后期市场营销对接的职能。两年时间，公司已聚
合广大农户建成2万亩优质稻米生产基地和1.3万亩
稻虾共作示范基地，成为全省最大的标准化稻虾综合
种养基地。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如何科学布局
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供
了一个新契机。以高作为例的建湖实践探索具有示
范意义。

高作镇按照“田水路林村系统综合整治”的思路，
统筹农房改善、高标准农田、河道整治、面源污染整治、
秸秆离田和农产品加工等工作，全域布局三产功能区，

统一田水路林实施标准，统一布局路桥涵闸等设施，打
造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特色风貌明显的集镇。

老百姓离开农田到社区集中居住，生产生活方式
势必发生改变，高作镇统筹兼顾，给予群众无微不至
的关心。为进一步做好基层社会治理，推进农村片区
党委管理，整合资源以及生产要素，推进农业现代化、
产业化以及集镇社区化、细格化，打通基层治理“最后
一米”，建立以村委会为主体的“1+1+N”（村党组织+
村民委员会+社区物业、社区业主委员会、人民调解
委员会等）社区治理模式，配备红色物业管理人员，做
好新型社区日常管理服务。同时，常态化开展电影进
社区、送戏下乡、红色广场舞等系列文化娱乐活动，丰
富群众日常生活。通过“广场夜谈”“村民议事会”等
干群沟通形式，积极推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
众人商量”的协商议事制度，做好基层民主大文章。

既要稻谷满仓，也要“诗和远方”。建湖县将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国家级试点和省级试点，
围绕建成更多高产稳产的“吨粮田”目标，持续深化高
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农业稳
产增收，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夯实根基。

————建湖县高作镇全域建湖县高作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探究土地综合整治探究

初冬的盐阜大地，洒满丰收的喜悦。记者驱车建湖水乡，但
见渠田相连、平畴如织，连片田里沉甸甸的稻穗随风微动，金色
的水稻染黄了乡村田野。

“你们看，现在我承包的这片农田都是大块头，非常便于插
秧机、收割机等农机操作，而且水系、道路等整个农业设施全部
建设到位，让我们节省了很大的一笔支出。”高作镇种粮大户马
以勤指着面前正在开镰的稻田开心地说。

“以前我们种的田零碎分散，既不利于机械化耕作，也不利于
田间管理，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马以勤举例说，以前一亩田，
光打药水的费用就要十二三块钱，偏僻一点的地方价格更贵。现
在土地连片，全部是农用无人机作业，一架无人机一天就能喷洒
500亩，服务费平均下来每亩只要4块钱，省时省力省钱。

在建湖，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高作镇党委书记唐城介绍，
过去分田到户的时候，考虑到耕地肥瘦不均，为了公平，很多农
民的耕地东一块西一块，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还增加了每
亩粮食生产成本，星罗棋布的田间小路、沟渠也导致了耕地数量
减少，种植大户们也只能流转到分散的土地。

让粮田变良田。建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孙育军说，
2019年自然资源部相关文件出台后，建湖县在全国率先探索实
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整体推进农用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
和乡村生态保护修复，构建农田集中连片、建设用地集中集聚、
空间形态高效集约的国土空间新格局，全力破解农村用地碎片
化、无序化和低效化问题，让每一块耕地都成为“聚宝盆”。

在成功实施上冈镇树新村、洋中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试点基础上，建湖县按照各镇（区）、街道的实际情况，分别选择
高作镇申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国家试点，恒济镇、庆丰镇、九龙
口镇申报国土空间全域综合整治省级示范项目。项目申报数量
全省最多。5月10日，建湖县高作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实
施方案获自然资源部审批通过。这也意味着，全省唯一在镇域
实施的该项基层改革创新课题摘得部颁“牌照”，也是“三调数
据”启用后全国第一家获批项目。

孙育军说，通过填平废沟塘、平整田坎垄沟、拆除零散空置
农房，系统规划水、田、路、林，统筹农

业生产设施保障，修建泵闸、
站、桥、绿化等基础设施，田
块规模变得相对均匀，耕
地更加集中连片，形成
“田成方、土成形、路
相连、渠成网”的喜人
面貌，增强了保水、
保肥、抗灾的能力，
改善了区域水土结
构和田间小气候，耕
地质量平均等级提
升，生产能力和生产效

率大大提高，为粮食丰
收打下坚实基础。
“我家共有8亩田，两块田

被水沟、田埂隔在中间，形不成规
模，现在可好了。”71岁的季墩村村民姜甲

虎开心地说，土地整理后田埂被整平了，两块连在一起变成大条
田。耕作、田间管理实现了机械化，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
生产成本，土地效益也跟着提高了。

在高作镇政府会议室，两幅“地图”引起了记者的
注意，一幅显示的是分布散乱的民居、大小不一的零
散田块，另一幅是成方成块、可以机械化作业的大田
块。“全镇域近8万亩农田正在进行高标准农田提升
建设，耕地地块数由整治前的8228个减少到6854
个，明显提高农田集中连片度，有效提升农田稳产保
供能力。”谈及全镇的土地整治情况，唐城如数家珍。

在第二张“地图”上，记者可以清晰地看出高作镇
党委的发展思路。该镇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
的目标和用途，以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和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为平台，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整建制推进
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目前形成了西南片区、东
北片区两个2.5万亩的单元项目区。

2020年，高作镇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实施，
邀请江苏省农科院、江苏省水利设计院、南京农业大
学等专家团队，科学编制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方案，明
确了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治、生态保护修复、乡
村历史文化保护四大类35个子项目。两年来，高作
镇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闲置宅基地、小水渠小田
埂、废沟废塘等边角散地实施土地复垦，原来的荒地
以及分散在宅边、路边、田边等被称为“十边地”的零

散地块得到了充分利用，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人口集中居住、产
业集聚发展。

“在实施之前，项目区耕地大概是1.5万亩。我们
通过对基本农田连片整理，对沟塘进行填埋，对闲置
用地进行整理，通过不到两年的整理之后，新增耕地
3000多亩。到目前为止，整个耕地数量大概在1.8万
亩。”唐城说，预计项目全部实施后可新增耕地9000
多亩，不仅为耕地红线加上了“保险”，节余用地指标
带来的资金更有力支撑了镇村经济发展。

几年前还是经济薄弱村的季墩村，将整治后溢出
的1043亩土地作为集体留用地，即使肥力不高的土
地，每年也能有土地租金70多万元，2020年村集体
收入109.87万元，2021年达161.16万元。2022年，
该村入选全省“共同富裕 百村实践”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典型案例名单。目前，高作镇已有季墩、合兴
等5个村实现集体积累超1000万元。预计“十四五”
期间，高作镇将实现“村级积累突破1000万元、村集
体经营性年收入突破100万元、户均年增收突破1万
元”目标任务，一幅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正
徐徐展开。

壮大集体经济 “薄弱村”蝶变“示范村”

推行股权激励 “新模式”带来“大收益”

“零散地”成为“聚宝盆”

土地成方连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