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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耕地调研行②

大荒地村，位于吉林省吉林市昌
邑区孤店子镇中部，拥有 1300公顷肥
沃的黑土地，是吉林省重要的水稻生
产基地。

眼下的大荒地村，成片的水稻成
了绿色的海洋。游走其间，一片异常
的“断带”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断带”
种的不是水稻而是玉米，玉米的长势
也落后于村里其他的旱地。

70 多岁的庄稼人乔明儒熟悉村
里的每块田地。“今年春天，这片地还
是几户人家的老宅，现在村民们搬到
村里统一建的新楼房里。拆掉的废砖
瓦被运到附近的工地，从工地表层拨
出的黑土就搬到这里回填，复垦成了
耕地。”

他踩踩“断带”上的黑土：“现在土
还不实，两个月前刚种下玉米，过两年
土实了，就能种水稻了。”到那时，这片

“断带”就能完全融入绿色的稻海。
对建设占用耕地的优质表层土壤

进行剥离，再把剥离出的好土覆盖在
复垦的土地上或者用于中低产田改
良，大荒地村人管这样的做法叫“黑土
搬家”。“黑土搬家是个好法子。”大荒
地村民说。

大荒地村，一点都不荒。它地处
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黑土带
腹地。“我们这里的黑土又厚又肥，‘一
两土二两油’。”乔明儒说，他从 1965
年开始种植水稻，凭着自己的好手艺，
一公顷田轻轻松松打 18000斤稻谷。

然而，随着近些年农业形势的改
变，传统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局限性

开始在这里显现。“拖拉机还没挂上二挡，就被别人家的田埂
挡住了。”村民潘辉栋说。农用机械不好发力、基础设施拖后
腿，使得黑土地的潜力难以释放。

2011 年，在龙头企业东福米业的带动下，大荒地村启动
了大规模土地流转。重整土地、打通田埂、升级换代基础设
施、全程机械化耕作、改种绿色和有机稻、统一品牌化运作，经
过几年的发展，如今这里生产的大米市场价翻了好几番。

村民潘辉栋 2011 年流转了自家土地。“每公顷流转费
13000元，种粮补贴也归我。平时我到东福米业打工，替公司管
理50公顷地，按收成提成，一年的收入能有二三十万元。”他说。

富起来的大荒地村人越发体会到黑土地的神奇。“黑土地
就是我们的命根子。”村党委书记刘延东说，如何更好地保护、
利用、经营好黑土地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除了利用好已有
耕地，我们一直在琢磨怎样扩大耕地面积。”刘延东说。

大荒地村有 920 户村民，原本分散在 6 个社，每家每户的
老宅共占地 120 公顷。2010 年，大荒地村启动了农民新居建
设，新社区占地 12公顷。在推进工程实施过程中，大荒地村 3
社遇到了问题：一处约 20 公顷的旱田恰好在农民新居建设选
址范围内，如果建设项目占用耕地，耕作层表土就会被当作一
般的土料使用甚至废弃。

“肥沃的黑土浪费掉太可惜，能不能以地换地，让黑土搬
家？”刘延东说，这个契机让他们开始尝试耕作层土壤剥离，用
钩机、铲车等设备把表面 30 厘米左右的黑土挖掘出来，存放
到另外的地方，最后再回填宅基地实现复垦。

村民王奎一家 2011年用老宅置换了新居。他说，搬到楼
房居住，生活条件改善了，不用打理院子，能更安心地打工。
他家的老宅如今已被黑土填平。“黑土回填不用转换期，当年
就能种，现在的亩产和旁边的地没啥差别。”

刘延东说，大荒地村目前拆除的居民住宅面积已达 110
公顷，完成土壤剥离 150 公顷，剥离土方量 100 万立方米，复
垦面积 100 公顷。“城镇化建设再着急，也要表土先剥离。”刘
延东用一句顺口溜表达了他对表土剥离、节地增效的认可。
他相信，这是保护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实现耕地“占补平
衡”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

吉林省黑土地资源
丰富，黑土区耕地超过
110 万公顷，占耕地总
面 积 20% 的 黑 土 区 耕
地 产 出 的 粮 食 占 全 省
60%以上。保护好珍贵
的黑土地资源，对于稳
定吉林省的粮食生产具
有重大意义。

近些年，吉林省一
直在探索如何让建设占
用的黑土地耕作层土壤
保留下来，以保持优质
耕 地 生 产 能 力 基 本 稳
定。目前，吉林省取得
了哪些经验？有哪些做
法可以推广？记者就这
些问题采访了吉林省国
土资源厅厅长周力。

记者：请介绍一下

吉林省开展耕作层土壤

剥离工作的具体情况？

周力：经过这些年
的努力，我们的耕作层
土壤剥离利用，已经从
最初仅应用于油田钻井
用地复垦，逐步推广到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菜田建设、工矿废弃地
复垦等各类土地整治项
目中，取得了明显成效。

2012 年，我们在土地整治重点区域选择了 18 个
县（市、区）作为试点，进一步扩大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
范围，努力探索建立涵盖耕作层土壤剥离、存储、管理、
交易、利用等全过程的工作机制。

2013 年，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推进建设占用耕地
耕作层土壤剥离工作的意见》，在全省部署开展这项工
作，并对耕作层土壤剥离范围、剥离条件、剥离方式、存
储要求、土壤利用、鼓励政策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截至目前，全省半数以上县 （市、区） 开展了耕
作层土壤剥离利用工作，累计实施近百个耕作层土壤
剥离项目，在保护大量珍贵黑土地资源的同时，不断
提高补充耕地质量，初步形成了具有我省特色的“表
土剥离、移土培肥、改良耕地、提升质量、保护生
态”的工作机制。

记者：实施耕作层土壤剥离工作，需要抓好哪些关

键环节？

周力：首先，要明确工作条件，确定哪些项目占
用耕地必须实施耕作层土壤剥离；其次，要做好前期
准备，由国土会同农业等部门科学制定剥离实施方
案，并由上级国土部门进行审核；第三，实施剥离，
由用地单位严格按照剥离方案，将 30 至 50 厘米左右
的耕作层土壤进行剥离；第四是规范存储，由地方政
府或国土部门科学设置存放点，指定专人管理；第
五，要强化利用，将耕作层土壤剥离与利用结合起
来，重点提升补充耕地质量，切实发挥优质耕作层土
壤作用；最后，要抓好验收，按照剥离面积大小，实
行省市县分级验收。

记者：推进耕作层土壤剥离工作，如何调动各方的

积极性？

周力：耕作层土壤剥离和利用，关键在于一个
“利”字，重点要做到让剥离者和使用者都有所得。
因此，工作中我们注重发挥行政手段和市场调节两个
方面的作用，分类引导，共同推进。一方面，运用行
政手段要求建设占用耕地必须进行耕作层土壤剥离；
另一方面，研究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把剥离出来的耕
作层土壤用于复垦和提高补充耕地质量。通过补充耕
地指标交易收入解决耕作层土壤剥离、储存、运输等
费用问题。

具体来说，对于利用剥离耕作层土壤提高补充耕
地质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整治项目，主要通过行政
手段，由地方政府组织国土、农业、财政等部门科学论
证立项，在剥离和使用方面，给予财政支持。对于利用
剥离耕作层土壤实施土地复垦、绿植等生产经营性的，
主要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由社会投资主体购买剥
离的土壤，实行有偿使用。对于利用剥离的土壤实施
城市绿化等，根据实际情况，由市县政府自行确定剥离
和利用方式。总之，通过行政手段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使土壤剥离者、使用者、土地承包人都有利可图，提高
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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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黑土地的吉林“药方”
本报记者 张 雪

在经济发展中，开发建设等方面占用耕

地在所难免。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既保护

稀缺的黑土地资源，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下

降，又保障各类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工业化

的用地需求？吉林省黑土搬家、回填复垦，

将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等方面的做

法和经验值得推广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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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国来说，约有三分之一的
省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建设占用耕
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工作。

“这项工作意义重大，技术并
不复杂，但是推广起来有难度，最
大的困难是成本太高。”王顺军
说。据测算，剥离一立方米耕作层
土壤大概需要 10元。

大荒地村剥离的 150 公顷耕作
层土壤，共投入了 6700 多万元。

“成本确实高，但是要算长远账。”
大荒地村党委书记刘延东说，黑土
地保住了，就能生产更多高附加值
的绿色、有机大米，“算大账，不亏！”

“目前推进这项工作，肯定要
依靠政府主导。”国土资源部副部
长王世元说，“凡是政府统一部
署、统一规划、统一推进，国土、
财政、农业、水利、住建等相关部
门密切配合的地方，耕作层土壤剥
离利用工作就开展得好。”

据王顺军介绍，吉林省已连续

将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工作列入
“十二五”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年度一号文件中。对于具
体项目，整个过程都由市县级政府
组织，并发挥主导作用。

从国际经验看，耕地耕作层
土壤剥离利用已是一些国家共同
的做法。如澳大利亚、美国等，
都 设 立 专 门 机 构 ， 运 用 多 种 手
段，实现耕作层土壤充分剥离与
有效利用。

“具体推进这项工作，离不开
完善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王顺军
介绍，吉林省的经验是：将耕作层
土壤剥离作为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的
重要条件，不符合要求的，不予批
准用地；对于符合剥离条件的单独
选址项目，需要存储一定的复垦保
证金，没有按照要求完成耕作层土
壤剥离和复垦的，保证金不予退
还；对做得好的地方，按照剥离耕
作层土壤面积的一定比例，给予建

设用地指标奖励，等等。
“耕作层土壤是一种珍贵的自

然资源，我们应该看到它的市场
潜力。”王顺军认为，可以通过适
当的市场运作，调动社会资本参
与的积极性，激发开展耕作层土
壤剥离利用的动力。目前，辽源
市结合农业多种经营，把剥离的
土 壤 有 偿 提 供 给 农 业 经 营 者 使
用，土壤售价每立方米 55 元，既
调动占地单位和使用者剥离利用
的积极性，又引入社会资金解决
剥离利用的投入。

通过耕作层土壤剥离，让流失
的耕地“失而复得”。国土资源部
曾经算过一笔账：“以每年建设占
用耕地 500 万亩推算，如果全部进
行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我们就可
以再造 200 万亩以上优质耕地，或
者改造中低产田 350 万亩、提高耕
地质量等级 2 等以上，就能将耕地
的精华留住。”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但
长期以来，我国大规模土地征收与
开发建设占用了大量耕地。第二次
全国土地调查显示，仅 1996 年至
2009 年的 13 年间，全国因生态退
耕、建设占用、结构调整和灾毁减
少耕地就超过 2.03 亿亩，其中，
大多数是优质耕地。

就现实来说，占用耕地也有自
己的无奈。以吉林省为例，经济发
展热点地区和黑土区高度重叠，都
集中在京哈铁路东西两侧 150 公里
范围内，区域内每年城市化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不可避免要占用一定
数量的优质黑土地。

如何既保护稀缺的黑土地资
源，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下降，又
保障各类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工业
化用地需求？“最初，我们想方设
法让建设项目搬家，保留耕地。但
在很多情况下，建设项目无法搬
家，我们就尝试让耕地搬家，耕地
无法真的搬家，那就只能让耕地的
耕作层黑土搬家。”吉林省国土资
源厅副厅长王顺军说。

上世纪 80 年代，吉林省率先
在油田开始探索耕作层土壤剥离。
松原市乾安县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石
油资源。“打一口油井平均需要
500 平方米的泥浆坑，泥浆坑是最
难复垦的。开始我们只是把土挖出
来，工程结束时把泥浆坑简单处
理，再把土填回去，有时甚至把红
土露在外面，但复垦后的产量会下
降 30%左右。”松原市国土资源局
局长陈德明说。

经过多年的摸索，乾安县改
进、总结出一整套对油田钻井用地
实施耕作层土壤剥离的方法：施工
单位在钻井前把耕地表层 30 厘米
以上的可耕种黑土剥离出来，集中
堆放到指定地点，在钻井施工完成
后，油田方对泥浆坑进行无害化处
理，经验收合格后，再把黑土进行
回填整理，恢复土地原貌。

“国土、环保、农业等部门会
对我们整理后的耕地进行验收，以
保证回填黑土是原先剥离土壤，并
达到先前耕作层厚度。”中石油吉
林油田分公司土地管理中心主任魏

代海说，从 2005 年开始，乾安县
要求每眼泥浆坑都必须采取表土剥
离、占优补优的复垦方式，至今全
县已利用剥离黑土复垦耕地近 70
公顷。

刘明春是乾安县鳞字特色园区
的村民，他家的耕地在 2012 年曾
被泥浆坑占用。“钻井前，我家得
到了一笔临时占用耕地的补偿，工
程结束后，石油公司把黑土恢复了
原貌，当年我就种上了玉米。”刘
明春说，现在已看不出占用过的耕
地和旁边的耕地有任何差别。

据王顺军介绍，除了以大荒地
村为代表的、将耕作层土壤剥离与
新农村建设中村庄复垦相结合的模
式，以及以乾安县为代表的、与油田
钻井用地再利用相结合的模式外，
目前吉林省还总结出将耕作层土壤
剥离与土地整治项目、高标准基本
农田建设相结合、与临时占用耕地
复垦相结合、与菜篮子工程建设相
结合等多种模式。目前，全省已剥
离耕作层土壤面积超过 20 万亩，剥
离土方量超过 5000万立方米。

﹃
城镇化建设再着急

，也要表土先剥离

﹄

“耕地无法搬家，就让黑土搬家”

“成本确实高，但要算长远账”

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鳞字特色园区的村民刘明春说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鳞字特色园区的村民刘明春说，，现在已看不出占用过又复垦的耕地和旁边的耕地有现在已看不出占用过又复垦的耕地和旁边的耕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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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大荒地村正在进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大荒地村正在进

行的耕作层土壤剥离现场行的耕作层土壤剥离现场。。

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鳞字特色园区内刚刚开始实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鳞字特色园区内刚刚开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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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上的庄稼生长旺盛黑土地上的庄稼生长旺盛。。吉林省黑土地资源吉林省黑土地资源

丰富丰富，，黑土区耕地超过黑土区耕地超过 110110万公顷万公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