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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我国现实耕地状况的研究 ,分析新形势下耕地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 结合南阳市在上轮规划实施过程中耕地减少情况与
耕地减少的原因 ,找出在新形势下影响耕地保护的正反两方面原因 , 并以此提出耕地保护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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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我国建设用地的扩张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十分

尖锐, 尤其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 建设用地与耕地之间的

争地矛盾尤为突出。耕地保护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立国安

邦的大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 农业结构调整、工业化与城

镇化的整体推进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等均对耕地资源

产生了巨大需求, 而我国“入世”又加剧了这种需求, 从而使

耕地保护的形势严峻。

1  南阳市耕地与基本农田现状

根据南阳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可知,2004 年末, 南阳市

各类土地总面积2 650 869 .45 hm2 , 耕地面积为992 774 .43

hm2 , 占土地总面积的 37 .45 % 。其中, 灌溉水田40 186 .09

hm2 , 占耕地总面积的4 .05 % ; 望天田6 629 .72 hm2 , 占耕地总

面积的 0 .67 % ; 水浇地247 847 .15 hm2 , 占耕地总面积的

24 .97 % ; 旱地688 238 .15 hm2 , 占耕地总面积的69 .32 % ; 菜地

9 873 .31 hm2 , 占耕地总面积的0 .99 % 。南阳市耕地主要以旱

地和水浇地为主。其中旱地主要分布在邓州市、唐河县和社

旗县3 个地区, 而水浇地主要分布在邓州市和新野县。

2  耕地保护面临新的形势

2 .1  经济快速发展 一是投资的增加使用地规模的不断扩

大。我国加人 WTO 后, 外资的投入将会进一步增多, 同时国

家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扩大内需的政策将会延续, 民

间资本也将进一步流向固定资产投资, 投资的增加必然会带

来各种经济活动增加, 经济活动的增加必然会带来用地需求

的增加。据研究表明, 建设用地占用耕地与投资的相关性高

达0 .85 , 随着投资力度的不断扩大, 建设占用耕地将会突破

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指标, 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所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率 ,

从而影响整个耕地保护的战略目标。上轮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确定南阳市2010 年耕地总量稳定在1 014 638 .72 hm2 左

右, 规划期间年均增加耕地 385 .71 hm2 。2004 年实际耕地面

积992 774 .43 hm2 , 与1996 年相比, 共减少21 864 .29 hm2 , 年均

减少1 561 .74 hm2 , 耕地总量呈减少趋势, 规划目标难以实

现。南阳市耕地总量减少的原因有很多方面, 其中, 近几年

国家实施生态退耕和农业结构调整影响了耕地保护目标的

实现, 但同时建设占用耕地量的不断增加是致使耕地减少的

主要因素。上轮规划1997 ～2010 年确定南阳市建设占用耕

地控制在8 666 .67 hm2 , 年均减少619 .05 hm2 , 而1997 ～2004

年建设实际占用耕地为5 723 .37 hm2 , 年均占用715 .42 hm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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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规划控制指标。二是城市化加速会使农地的进一步流

转。1988 ～2001 年 , 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市数目由

434 个发展到662 个, 小城镇的数目由11 481 个发展到20 374

个。目前我国城市化的水平已经达到了37 .66 % , 而根据世

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 当一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30 % 以上

时, 就进入了加速城市化阶段, 经济发展将进一步加快。按

照这一标准 , 我国已经进入加速城市化阶段, 非农产业得到

了迅猛发展 , 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和小城镇流转, 带来了

产业结构和建设布局的变化, 使得非农建设用地的扩张冲动

明显, 建设用地需求增大。南阳市农业资源丰富、农业生产

历史悠久、农业生产稳定、良田面积大, 是全省重点的粮、棉、

油、烟生产基地和农副土特产的出口基地。作为河南省人口

最多、土地面积最大的地级市 ,2005 年全市总人口为1 069 .48

万人, 其中城镇人口289 .29 万人 , 农村人口780 .19 万人, 城

市化水平为27 .05 % 。南阳市城市化进程处于快速发展时

期, 非农建设用地扩张趋势明显, 建设占用耕地的量也不断

增加。

2 .2 农业生产进入新阶段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后半期, 中

国农业在产品供求关系、生产目标、增长方式等方面都出现

了显著变化, 农产品供给由过去的全面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

衡和结构性、地区性相对过剩; 生产目标由过去的单纯追求

农产品数量转向在保证一定数量基础上追求品质、效益和安

全; 增长方式由过去的主要依靠传统投入和劳动集约转向劳

动力数量已开始绝对减少和对资本、技术的依赖性逐渐增

强; 经营形式由过去单纯的原料型生产转向生产、加工、营销

相联结的产业化经营 ; 产业关联由过去的农业与其他产业相

互隔离转向农业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

农业生产进人新阶段 , 必然会带来耕地利用方式和耕作制度

的变化, 从而对耕地保护政策形成冲击。农业生产结构的调

整, 导致了粮食播种面积和耕地数量不断地减少。南阳市规

划实施期间农业结构调整共减少耕地3 189 .51 hm2 , 占耕地

减少总量的10 .33 % 。其中2000 年农业结构调整力度较大 ,

共减少耕地287 .08 hm2 , 占当年耕地减少总量的63 .79 % ; 其

次为2004 年 , 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459 .07 hm2 , 占当年耕

地减少总量的32 .22 % 。2003 年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量最

大, 为1 229 .58 hm2 , 占农业结构调整总量的38 .55 % 。从农

业结构调整的速度来看, 考虑农业结构优化以及市场容量的

限制, 未来农业结构调整占用耕地的数量将会下降, 但从农

业结构占用耕地的趋势将会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农

业结构调整的内容来看, 畜禽饲养地、设施农业用地、养殖水

面用地的比重较大,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土地利用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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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逆性在增加, 增加了耕地保护的压力( 图1) 。

注 : 资料来源于2000 ～2004 年的数据摘自《河南省土地利用现状

数据册》。下同。

图1 南阳市1997～2004 年耕地减少与农业结构调整情况对照

2 .3 生态退耕的力度逐渐加大  生态退耕的步子加快, 使

得耕地保护的压力增大。中国是生态系统脆弱的国家 , 特别

是进入20 世纪末期生态系统呈现急剧恶化的趋势, 这里面

既有天灾也有人祸, 其中,“五滥”即滥垦、滥牧、滥樵、滥挖、

滥利用水资源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全国水土

流失面积, 由1949 年的100 万km2 扩展到367 万km2 , 占陆地

面积的38 .2 % , 而且每年仍以2 400 km2 速度扩展; 全国每年

经河流输送入海的泥沙50 亿t , 加上输入江河湖泊的泥沙超

过100 亿t , 相当于1 .6 亿t 化肥,300 万hm2 耕地耕作层的土

壤; 全国沙化土地达174 .3 万km2 , 占陆地面积18 .2 % , 而且

每年仍以3 496 km2 速度扩展, 每5 年沙化的土地相当于一个

北京市的土地面积; 全国酸雨区已扩展到占陆地面积的

30 % , 而且逐年扩大。在这种生态压力下, 国家出于可持续

发展的考虑 , 决定实行生态退耕的重大战略, 根据国务院批

准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坡度在25 度以上的耕地要

全部退耕 ,15 ～25 度的坡耕地也需要根据条件和可能退耕。

《规划》提出到2010 年以前退耕500 万hm2 ,2050 年前全部完

成退耕任务。生态退耕的步子逐年加快, 现在生态退耕的数

量已经超过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所确定的退耕目标 , 使得

耕地保护的压力加大。上轮规划实施期间, 南阳全市生态退

耕面积达21 773 .92 hm2 , 占耕地减少总量的70 .50 % , 耕地减

少的主要方向为生态退耕。其中2002 年生态退耕10 928 .49

hm2 , 占当年耕地减少总量的87 .89 % , 占生态退耕总量的

50 .19 % ; 其次为2003 年生态退耕9 780 .13 hm2 , 占当年耕地

减少总量的77 .26 %( 图2) 。

2 .4  其他方面影响 一是各类园区的建设。首先, 开发区

产生了新的用地需求。虽然近年来国家对开发区进行了规

范管理, 对开发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经历了

一段时间的发展, 现在开发区已经进入结构调整和二次创业

阶段, 随着外资利用政策的扩大和加入 WTO 后形势的变化 ,

又产生了新的用地需求。如浙江省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从

成立之初的390 hm2 增加到1992 年的2 960 hm2 , 现在提出扩

大到7 000 hm2 , 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其次, 各类大学园区的

建设, 使得其用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据不完全统计数

据, 全国大学城的规划总面积达到6 146 .857 hm2 , 实际用地

面积达3 161 .937 hm2 , 用地大多分布在市郊, 占用的优质耕

地较多 , 这将进一步增加耕地保护的压力。而且, 大学城用

地的取得方式多为行政划拨方式 , 在没有受到经济制约的情

况下, 用地规模容易盲目扩张, 同时容易改变用途为房地产

用地或工业用地, 形成对土地市场的冲击。二是绿化带的建

设。为了解决城市发展带来的负外部性, 减少环境恶化的趋

势, 国家制定了加强城市绿化工作和绿色通道建设的有关政

策, 主要涉及城市绿化隔离带和主要交通干线两侧的绿化带

的建设。由于城市周边和交通干线周围多为优质耕地 , 绿化

带的建设必然会带来耕地占用的增加。根据北京市的规划 ,

3～4 年将要建设8 000 hm2 的绿化带 , 其中占用耕地4 000

hm2 。虽然国家明确了绿化用地占用耕地不作为耕地减少的

考核, 但耕地数量的确在减少, 耕地总的生产能力在减弱, 这

也增大了耕地保护的压力。

图2 南阳市1997～2004 年耕地减少与生态退耕情况对照

3  新形势对耕地保护政策的影响分析

3 .1  对耕地保护政策的有利影响 一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

的不断提升, 可以促进工、农两大产业之间的关系由“农业哺

育工业”向“工业哺育农业”的方向转变。经过不断发展 , 我

国工业投入资金已经从过去单纯依靠农产品向依靠农产品

和工业自身积累的方向转变,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

化进程的加速, 非农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逐渐加大 ,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也会加大, 农民将会从土地上解

放出来投入到二、三产业当中去 , 使得农业人口进一步减少 ,

工业反哺农业成为可能, 从而可以初步解决农业比较利益低

下的局面 , 增强耕地保护的内在机制。二是我们将实行新型

工业化道路 , 经济增长方式会进一步发生改变 , 单位经济增

长带来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将会进一步减少。在这种背景

下, 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将会得到提高 , 城镇现有的建设用

地的潜力将会得到充分地发挥, 从而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对

建设用地的需求方向从外延扩张型向内涵挖潜型的方向转

变, 耕地占用将会进一步减少, 耕地保护的压力会有所减弱。

对于耕地本身而言, 随着大量农业人口的流转 , 耕地对农民

的保障作用会进一步减弱, 耕地流转会逐步加快, 耕地细碎

化的局面会得到根本的改观, 使得耕地的集约高效利用成为

可能, 有利于增加对耕地的投入和有效地保护耕地。三是土

地生态建设的力度逐渐加大, 会逐步改善土地生态环境, 使

得耕地的生产潜力的发挥成为可能。随着生态退耕战略的

逐步实施, 整个农业生产环境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局部农业

小气候会向良性方向发展, 土地的生产潜力可能得以发挥。

同时, 生态环境的改善, 会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 , 减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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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带来的损失。在我国“南水北调”工程完工以后, 水土资源

不平衡的状况将会改观, 北方地区的耕地产出水平将会提

升。

3 .2  对耕地保护政策的不利影响 一是耕地占用将会在一

定时期内存在。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奋斗目标, 力争到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 年翻两

番。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 社会经济还要进一步加快发展。预

计在未来十多年里, 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应该在7 % 以

上, 经济活动深度和广度的增大, 必然会带来用地需求的上

升。考虑到土地利用方式演变的渐进性, 土地特别是建设用

地的粗放利用现象还会存在, 同时, 单纯的内涵挖潜并不能

充分满足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 必要的新增建设用地

不可缺少, 在这种背景下 , 耕地保护的压力增大。二是耕地

保护政策面临着不断变迁的压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 耕

地保护会面临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受到耕地保护

政策硬性约束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为发展地方经济需要而产

生的用地需求会推动耕地保护政策的不断演变。同时 , 不同

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耕地保护的压力存在空间差异。

近几年来, 耕地异地开发、建设用地折抵、基本农田有偿代保

等现象都是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新情况, 这些新情况

对耕地保护政策的影响是潜在的, 需要及时采取对策。而

且, 在以后的发展中, 必然会出现更多类似的情况, 这使得耕

地保护政策需要足够的灵活性, 能够针对不同区域粮食生产

水平和耕地资源状况的差异, 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 协

调好区域内部、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用地需求, 实现农业用地

与建设用地的优化配置。

4  耕地保护政策的研究

4 .1  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

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需求的满足构成威

胁。耕地保护从根本上说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保持和

提高耕地的生产性能及生态功能, 降低耕地利用带来的风

险, 保持耕地的数量和质量 , 考虑经济上的可行性和社会的

可接受性。从资源的角度来看: 一方面, 耕地具有生产力可

再生的特点 , 通过合理的土地利用行为, 土地的生产力不仅

不会下降, 反而还会不断增强, 因此合理利用耕地可以实现

耕地可持续利用; 另一方面, 耕地数量是有限性的, 耕地的生

产能力衰退和流转 , 就意味着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基础的

削弱与丧失。耕地资源的这些特点决定了耕地保护政策的

制定与执行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

4 .2  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发展经济是当前和今

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 而保护耕地的出发

点是维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从长远来看, 保护耕

地与实现国家和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是相一致的。但

从短期来看, 地方政府在其他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相对不足

的情况下, 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 实行了用土地要素替

代其他要素的方式 , 使得耕地保护工作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

相协调。要使耕地保护政策具有可行性, 必须明确耕地保护

工作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 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经济

发展大局, 在优先保证国家基础设施、主导产业和生态环境

建设用地的同时, 注重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 在确保现有建

设用地达到最优化利用之后, 才能考虑适当外延发展, 实现

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保”。

4 .3 应当体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的均衡保护 完整意义

上的耕地保护政策应该是促进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相均衡

的政策。在确保耕地保护数量不减少的同时, 还应通过加大

投入, 不断提高耕地质量和改善耕地的环境, 形成稳定的生

产能力 , 从大资源的角度出发, 推进土地生态建设。补充耕

地要实现过去以开发荒山、荒地、荒滩为主向土地整理、复垦

为主的转移。生态脆弱区的未利用地开发要以经济林或草

地为主, 避免造成新的破坏。要着手研究建设用地补充耕地

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 探索实现补充耕地和建设占用耕地

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具体途径和有效方式。

4 .4 必须具有阶段性、区域性和针对性  社会经济的发展

具有阶段性、非均衡发展的特点 ,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

耕地保护政策的侧重点应该有所不同。通过对耕地保护目

标内涵、各地实现目标的可行性和实现途径等问题的客观分

析, 明确耕地保护的长远和近期目标, 总体与区域目标, 增强

目标的科学性、可行性。根据国家发展区域经济的要求 , 正

确评估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对不同地区带来的不同影响, 实

行分类指导, 确定适合东、中、西部等不同地区的耕地保护政

策和措施。具体而言, 东部地区经济基础好 , 保护的重点应

放在挖掘现有建设用地的潜力上, 促进存量土地的使用, 消

除闲置土地 ; 中部是我国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 保护的

重点应放在基本农田建设和后备资源的合理开发上, 增加耕

地数量, 提高耕地质量, 为全国耕地总量平衡做出贡献; 西部

地区当前的重点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 , 主要

是在用地上保证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 同时加强基本农

田保护力度, 稳定农民基本口粮田。

4 .5  应当与其他相关政策相协调 耕地保护政策作为我国

土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要与其他政策相协调。由于

耕地保护对于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 因此, 在制定

各种政策时, 必须将耕地保护的具体目标贯穿于经济运行各

个层次的局部目标以及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目标中, 不

仅仅要反映和体现它, 更要受到它的制约, 减少政策的不协

调性。

5  南阳市耕地保护对策

5 .1 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  南阳市经济要发展 , 非

农建设占用耕地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必须

要适度, 不能无限制地扩展。根据南阳市耕地锐减和建设用

地规模不断扩大的现实情况, 一定要遏制耕地面积逐年大幅

度减少的趋势, 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 严厉打击非法

占用耕地建设, 经济发展导致建设占用耕地要适度, 决不能

走乱占地、牺牲农业、无限制发展城市的路子。重点建设项

目也要千方百计节约用地, 选址定点要尽量避开基本农田保

护区, 确需占用基本农田时, 必须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 ,

报经国务院批准。农村乡镇企业要合理使用土地 , 严格控制

农村住宅用地, 并在以后的村镇规划和农村住宅重建中按照

村镇建设用地标准安排住宅用地, 集约农村居民点, 加大农

村居民点的整理力度 , 增加耕地面积。内涵挖潜, 盘活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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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为34 .7 ℃外) 连续41 d 日最高气温在35 ℃以上。其中7

月20 日～8 月10 日( 除7 月26 日、8 月5、8 日外) 连续19 d 日

最高气温在38 ℃以上。7 月17 、24、25 、30 日～8 月3 日的最

高气温分别为40 .7、40 .3 、41 .8、40 .0、41 .6 、42 .5 、42 .8、41 .1

℃, 其中8 月2 日42 .8 ℃为全省次高值, 仅低于丽水43 .2 ℃。

8 月22 日～9 月8 日( 除8 月31 日外) 连续17 d 最高气温在

35 ℃以上,8 月25 ～29 日、9 月4 ～8 日最高气温在38 ℃以

上, 其中8 月28 日为40 .5 ℃,9 月6 日为40 .2 ℃,9 月7 日为

40 .3 ℃。

2 .2  夏旱 6 月30 日～9 月9 日降水量138 .9 mm, 只有常年

同期的37 % , 同期蒸发量达到601 .2 mm。其中6 月30 日～8

月10 日降水量只有76 .3 mm, 同期蒸发量达到378 .3 mm。8

月22 日～9 月9 日降水量只有4 .2 mm, 同期蒸发量达到

164 .3 mm。

2 .3  春末夏初干旱 5 月19 日～6 月23 日降水量只有24 .5

mm, 同期蒸发量达到211 .0 mm。

2 .4  梅雨量偏少 6 月23 日“入梅”, 比常年偏迟10 d ;30 日

“出梅”, 比常年偏早8 d ; 梅雨量156 .9 mm, 只有常年的2/ 3。

3  对策探讨

3 .1 因地制宜开展抗旱技术研究  江南虽然年降水量丰

富, 但年内降水量分布不均, 造成旱涝灾害频繁, 夏季干旱是

该地区的主要气候灾害之一, 如新昌县7 、8 月发生干旱的机

率达到2 年1 遇。因此, 各地应因地制宜开展抗旱技术研

究, 提高夏季作物的产量和经济效益。如地膜栽培是北方旱

区的一种抗旱栽培技术, 新昌县农技人员把它应用于当地小

京生花生的栽培上 , 使小京生花生产量从应用地膜栽培前的

1 000 ～1 500 kg/ hm2 提高到2 250 kg/ hm2 以上[ 3] , 在出现2003

年这样罕见的高温干旱灾害的情况下, 地膜栽培的田里小京

生花生产量仍达2 400 kg/ hm2 左右 , 露地栽培的田里花生产

量只有1 200 kg/ hm2 左右, 而露地栽培的旱地花生绝收。

3 .2 合理调整作物的种植结构  根据气象部门的长期预

报, 合理调整作物的种植结构, 发挥效益农业的优势。如气

象部门预报7～8 月大范围降水量偏少, 有干旱出现时, 在水

利设施较好的山区种植高山蔬菜 , 一方面可向城市供应夏季

蔬菜, 另一方面能提高菜农的经济效益。

3 .3 充分发挥各类水库的作用 新昌县经过40 多年的水利

工程建没 , 已拥有大型水库1 座、中型水库2 座、小型水库和

山塘4 600 多座。充分发挥各类水库的作用, 利用梅雨期降

水, 增加水库的蓄水量, 提高抗旱能力。

3 .4 加强农业生产技术管理  ①加强用水管理, 做到科学

用水, 充分利用各种抽水设备和喷灌设备进行抗旱。修建

“U”型引水渠,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②对蔬菜、玉米、大豆、

瓜果、药材 、水果等旱地作物, 要积极利用秸秆、杂草等进行

覆盖、遮荫, 降低地表温度 , 减少土壤水分蒸发, 特别是茶苗

圃一定要做好遮阳网的覆盖工作。③对茄子 、黄瓜等蔬菜

作物, 可用复方2 ,4- D 点花处理, 减少高温对开花座果的影

响。喷施叶面肥, 如磷酸二氢钾、旱地龙, 降低叶面蒸发量 ,

提高作物抗旱能力。④要抓好果、茶、桑园, 特别是幼茶园的

松土、培土、覆草、灌溉工作。要采用适时、少量、多次追肥方

法, 补充作物养分, 增强作物的抗逆性和耐旱力。⑤加强畜

禽通风, 做好畜禽隔热降温工作, 对简易棚畜舍 , 加盖草帘 ,

有条件的可用电风扇排风, 定期喷水降温; 合理调整牲畜放

牧时间, 选择早晨、傍晚放牧; 适当提高畜禽饲料的营养水

平, 提高畜禽的抗病力和抗高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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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使用建设用地 , 节约耕地。积极引导用地单位转变思

路, 眼睛向内 , 致力挖掘存量土地潜力 , 狠抓闲置土地清理,

大力推行存量土地的盘活利用 , 初步形成利用存量土地解

决建设项目用地的机制。使城区存量土地利用率大大提

高, 闲置土地得到充分利用。

5 .2 减少耕地转用为其他农用地的数量  1997 ～2004 年

南阳市耕地有3 189 .51 hm2 转为园地、养殖水面 , 占耕地减

少总量的10 .3 % , 其中还有大量的耕地转用后还未及时更

新调查, 农业结构调整占耕地减少的比例较高 , 为了保障耕

地生产能力和提高农业收入水平 , 应该在保护耕地耕作层

不被破坏的前提下 , 积极引导和规范农业结构调整, 改变以

单一粮食作物为主的种植结构。

5 .3  积极补充耕地 , 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由于非农建设需

要占用大量耕地, 必须通过多种渠道积极补充耕地, 实现耕

地总量的动态平衡。其中土地开发整理是补充耕地最重要

的一 种方 式。2004 年 末南 阳 市 未 利 用土 地 的 面 积 有

267 272 .21 hm2 , 其中通过改造 , 转为耕地的 7 258 .94 hm2 。

全市农村居民点人均居住面积达194 .08 m2 , 超过国家规定

的建设用地标准, 通过对农村居民点内涵挖潜 , 大力推进农

村居民点整理, 以旧村庄为基础, 充分利用各种闲置地, 治

理“空心村”, 将超标居民点用地复垦为耕地 , 逐步提高农村

居民点的土地利用率。另外, 南阳市中低产田面积大 , 通过

基本农田土地整理 , 改造中低产田, 提高耕地质量和产出水

平, 这也是隐形增加耕地面积和提高耕地生产能力的途径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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