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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提出：“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
益补偿机制，在主产区利益补偿上迈出实质步伐。”这是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有效途径，是全面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的重大举措。

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有利
于激励粮食主产区重农抓粮。我国目前粮食产销格局
是各地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基础、人口流动、区域
政策等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2003—2004年，国家根
据各省（区、市）粮食产量、人均占有量、商品库存量等，
确定了 13个主产区、7个主销区和 11个产销平衡区。粮
食主产区在全国粮食生产中块头大、增产多，是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2003—2023年，河北、内蒙古、
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
湖南、四川等 13个主产区粮食播种面积增加 3.1亿亩，占
全国增量的 105.6%，粮食产量增加 4718.5亿斤，占全国
增量的 89.1%，粮食主产区贡献了全国 75%以上的粮食
产量、80%以上的商品粮、90%左右的粮食调出量。但长
期以来，由于种粮比较收益低、粮食对财政贡献小，粮食
主产区往往面临“产粮多、经济弱、财政穷”的困境，人均
财力水平低，民生事业欠账较多，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影
响。国家为扶持粮食主产区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持
续加大中央财政对主产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均衡性
转移支付投向主产区的比例，增加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等等，基本构建起对粮食主产区纵向利益补偿机制。但
仅靠国家纵向利益补偿还是不够的，必须创新利益补偿
方式、拓展补偿渠道，在加大纵向补偿力度的同时，建立
粮食产销区横向补偿机制，让主产区抓粮得实惠、不吃
亏，进一步激发地方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性。

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有利
于构建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的粮食安全格局。保障

粮食安全，是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共同责
任。一个时期以来，主销区受资源状况、种植结构调整、
经济建设占地、人口流动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粮食产
销缺口扩大。2004—2023年，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
建、广东、海南这 7 个主销区粮食播种面积减少 2693 万
亩，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下降 3.1个百分点，2023年常
住人口粮食人均产量比全国低 396公斤。主销区承担粮
食安全保障的责任，需要从内外两个方面共同发力。从
内部看，就是抓好本区域粮食生产、流通、储备，努力提
高自给水平和保障能力。从外部看，就是对主产区进行
必要的利益补偿，支持主产区多种粮、多打粮。主销区
从主产区调粮食，一定意义上相当于调耕地、调水资源，
也相当于调走了其他高效产业的发展机会，对主产区给
予一定经济补偿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同时，多数主销
区经济较为发达，量力而行承担一定的利益补偿，是有
条件有能力的。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
制，既是督促主销区扛起粮食安全责任的重要体现，也
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措施。

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涉及
产销区利益的重大调整，既要考虑中央和地方、产区和
销区等关系，也要考虑效率和公平、激励和约束等政策
取向。需要统筹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相关因素，兼顾
区域发展实际和财力条件，合理确定谁补偿、补偿谁、补
多少、怎么补等问题。同时，探索多样化利益补偿方式，
深化产销和经济协作，鼓励具有较好协作基础的不同省
份之间，探索拓展产业、人才、技术服务等多渠道补偿。
要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让销区可承受、产区得实
惠。需要强调的是，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
补偿机制，并不意味着减轻主销区生产保供的责任，主
销区决不能以此为借口放松粮食生产。

据新华社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
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
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
分层分类帮扶制度。”这是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体系
的必然要求。

第一，这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
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工程，举全
党全国之力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到 2020
年底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
解决，彻底消除了困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
绝对贫困。实现脱贫目标不易，巩固拓展
脱贫成果同样不容易。党中央决定，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设立 5年过渡期，做
到扶上马、送一程。正是因为有了过渡期
的政策安排，构建了完善的防止返贫监测
帮扶机制，尽管近几年经历了重大疫情、
自然灾害等多重冲击和挑战，脱贫地区始
终 牢 牢 守 住 了 不 发 生 规 模 性 返 贫 的 底
线。但要看到，即使过渡期以后，因疾病、
事故、灾害等各种原因造成一些低收入农
民家庭甚至局部区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
风险仍然存在。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
远，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
致贫机制，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
可持续，筑牢防止返贫的堤坝。

第二，这是激发农村低收入人口内生
发展动力的需要。精准帮扶，是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一大法宝，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常态化帮扶低收入人口的根本途
径。如果用一兜了之的办法大包大揽、包
办代替，就会形成“等靠要”依赖症，甚至造
成“养懒汉”的逆向激励。必须把激发农村
低收入人口内生发展动力作为常态化帮扶
的重要取向，根据农村低收入人口家庭具
体情况，分析返贫的风险、低收入原因是什
么，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过上好日子的门路
在哪里，区分有没有劳动能力，实行分层分
类帮扶，精准施策，提高帮扶效能。

第三，这是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现代化的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
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
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让全体人民共享
现代化成果，重点和难点仍然是农村低收
入人口。许多农村低收入人口自我发展
能力和发展条件不足，过渡期后乃至今后
更长一个时期，仍然离不开国家必要的扶
持。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
贫机制，健全让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
地区跟上现代化步伐的制度安排，采取有
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
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
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要健全动态监
测机制，推动防止返贫帮扶政策和农村低
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衔接并轨，把符
合 条 件 的 对 象 全 部 纳 入 常 态 化 帮 扶 范
围。对没有劳动能力的，要通过综合性社
会保障措施兜底，兜牢最低生活保障底
线，完善社会救助举措，实现应保尽保，确
保基本生活无忧。对有劳动能力的，要在
保障基本生活基础上，实行扶志扶智相结
合，加大开发式帮扶力度，注重激发自我
发展主动性，引导他们自强自立，通过支
持发展特色产业、开展技能培训、组织转
移就业等方式，帮助他们增强“造血”能
力，靠自己辛勤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生
活。要建立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
补上公共服务短板，发展壮大特色产业。
脱贫期间形成了庞大扶贫资产，要健全脱
贫攻坚国家投入形成资产的长效管理机

制，确保持续发挥作用。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各
类耕地占用纳入统一管理，完善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机
制，确保达到平衡标准。”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耕地
占补平衡制度，是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的根本要求。

我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相对短缺，解决好 14亿多
人的吃饭问题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我们党始终高
度重视耕地保护问题，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强调
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稳端牢。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部署实施农田水利骨干工程、高标准农
田建设工程、黑土地保护工程、耕地土壤污染治理和修
复工程等，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建立省
级党委和政府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这一系列硬措施，
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
势。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
情没有变，耕地占用和补充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现行
耕地占补平衡制度设计主要针对非农建设，耕地转为园
地、林地等其他农用地不需要补充；非农建设补充耕地
主要来源于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园地、林地等其他农用
地转为耕地后不作为补充耕地管理。但一段时间以来，
一些地方耕地大量转为园地、林地等其他农用地，成为
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一些地方耕地后备资源匮乏，耕
地开垦和生态保护的冲突越来越大；一些地方耕地占补
平衡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整补
散甚至弄虚作假等问题。新时代新征程上，耕地保护任
务没有减轻，而是更加艰巨。针对当前耕地保护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着力
从根子上堵住制度漏洞，强化制度刚性约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
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千万不能突破，也不能变通突破；

耕地占补平衡，不能成为简单的数量平衡，必须实现质
量平衡、产能平衡，决不能再搞“狸猫换太子”的把戏。
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必须把握好这些重大要
求，带着保护耕地的强烈意识做好耕地占补平衡工作。
一是改革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方式。将非农建设、造林种
树、种果种茶等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
衡管理，明确占补平衡责任，同时将盐碱地等未利用地、
低效闲置建设用地以及适宜恢复为优质耕地的园地、林
地、草地等其他农用地统筹作为补充耕地来源。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有 8700 多万亩即可恢复
为耕地的其他农用地，相当一部分位于一年两熟、三熟
区域，光热水土条件较好。在尊重农民意愿和土地权利
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稳妥有序恢复部分耕地，有利于
稳定耕地总量，优化耕地布局。二是严格补充耕地质量
管理。坚持以恢复优质耕地为主、新开垦为辅，确保补
充耕地不造成生态破坏，质量达到高标准农田建设要
求，实现可长期稳定利用。严格按照标准验收审查垦造
和恢复的耕地，质量不达标的不得通过验收。完善补充
耕地后续管护、再评价机制，落实补充耕地主体培肥管
护责任。三是完善耕地占补平衡责任机制。按照“国家
管总量、省级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原则，建立分级负
责、职责明确、监管有力的耕地占补平衡责任机制。建
立“以补定占”机制，以省域内稳定利用耕地净增加量作
为下年度非农建设允许占用耕地的规模上限，对违法建
设占用耕地的冻结相应的补充耕地指标。四是健全耕
地保护激励约束机制。实施耕地保护经济奖惩机制，加
强对补充耕地主体的补偿激励。强化“长牙齿”的硬措
施，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违法占用耕地行为。落实
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将耕地占补平衡作为省级党委和政
府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对突破
耕地保护红线等重大问题严肃问责、终身追责。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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