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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第一版）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切实
做到数量平衡、质量平衡、产能平衡，坚决防
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整补散。

——坚持严格执法。实行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耕
地，分级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耕地保护主体
责任，整合监管执法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坚
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永久基本农田

“非粮化”。
——坚持系统推进。把耕地保护放在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
考量，落实好主体功能区战略，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坚持永续利用。处理好近期与
长远的关系，推进耕地用养结合和可持续
利用，保持和提升耕地地力，既满足当代
人的需要，更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发展
空间。

主要目标是：落实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
明确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全国
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8.65 亿亩，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15.46 亿亩，逐步把永久
基本农田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
产的现代化良田；耕地保护责任全面压实，
耕地质量管理机制健全，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严密规范，各类主体保护耕地、种粮抓粮积
极性普遍提高，各类耕地资源得到有效利
用，支撑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进
一步增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农业
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二、全面压实耕地保护责任

（一）坚决稳住耕地总量。逐级分解耕
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纳入各级国土
空间规划，落实到地块并上图入库。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作
为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确保耕地保护
红线决不突破。

（二）持续优化耕地布局。南方省份有
序恢复部分流失耕地，遏制“北粮南运”加剧
势头。各地要结合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开
展土壤农业利用适宜性评价，通过实施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优质耕地
恢复补充等措施，统筹耕地和林地、草地等
其他农用地保护。自然资源部要会同农业
农村部等部门制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管理办法，推动零星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整
合调整，促进集中连片。

（三）严格开展耕地保护责任考核。全
面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国家每年对省
级党委和政府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
任制情况进行考核，对突破耕地保护红线
等重大问题实行“一票否决”，严肃问责、终
身追责。省级党委和政府对本省域内耕地
保护负总责，对省域内各级党委和政府落
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情况进行严
格考核。

三、全力提升耕地质量

（四）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出台全国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实

施方案，明确建设内容、投入标准和优先
序，健全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相适应的保障
机制，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
度。开展整区域建设示范，优先把东北黑
土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
的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强化中央统筹、
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群众参与机制，加
强考核评价，对因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
职责而未完成年度建设任务的地方依规依
纪严肃问责。建立健全农田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检验体系，完善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手
段，确保高标准农田建一亩成一亩。各地
要健全管护机制，明确管护主体，落实管护
责任，合理保障管护经费，完善管护措施。
高标准农田统一纳入全国农田建设监管平
台，严禁擅自占用，确保各地已建高标准农
田不减少。

（五）加强耕地灌排保障体系建设。科
学编制全国农田灌溉发展规划，统筹水土资
源条件，推进灌溉面积增加。结合推进国家
骨干网水源工程和输配水工程，新建一批节
水型、生态型灌区。加快大中型灌区现代化
改造，配套完善灌排工程体系，提高运行管
护水平。严格执行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
工程设施补偿制度。

（六）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统筹推进
侵蚀沟治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肥沃耕层
构建等综合治理，加强黑土地保护标准化示
范建设。完善黑土地质量监测预警网络，加
强工程实施评估和成效监测。适时调整优
化黑土地保护范围，实现应保尽保。依法落
实地方黑土地保护主体责任。健全部门协
同机制，统筹政策措施、资金项目等，形成保
护合力。依法严厉打击整治破坏黑土地等
违法犯罪行为。

（七）加强退化耕地治理。实施酸化等
退化耕地治理工程。对酸化、潜育化等退化
耕地，通过完善田间设施、改良耕作制度、培
肥耕作层、施用土壤调理物料等方式进行治
理。加快土壤酸化重点县全域治理。对沙
化、风蚀、水蚀耕地开展综合治理，防治水土
流失。

（八）抓好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全面
摸清盐碱地资源状况，建立盐碱耕地质量监
测体系。实施盐碱耕地治理工程，分区分类
开展盐碱耕地治理改良，加强耕地盐碱化防
治。梯次推进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开
发。坚持“以种适地”同“以地适种”相结
合，培育推广耐盐碱品种和盐碱地治理实用
技术。

（九）实施有机质提升行动。制定实施
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方案，改良培肥土壤，
提升耕地地力，确保耕地有机质只增不
减。加快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推进畜禽
粪肥就地就近还田利用等用地养地措施。
建立耕地有机质提升标准化体系，加强示
范引领。

（十）完善耕地质量建设保护制度。加
快耕地质量保护立法。完善耕地质量调查
评价制度，建立统一的耕地质量评价方法、
标准、指标。每年开展耕地质量变更调查评

价，每 5年开展耕地质量综合评价，适时开展
全国土壤普查。建立健全国家、省、市、县四
级耕地质量监测网络体系。完善耕地质量
保护与建设投入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要为
提升耕地质量提供资金保障。

四、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十一）改革占补平衡管理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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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耕地坚持以恢复优质耕地为主、新开垦耕地
为辅的原则，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内
禁止新开垦耕地，严重沙化土地、严重石漠
化土地、重点沙源区、沙尘传输通道、25度以
上陡坡、河湖管理范围及重点林区、国有林
场等区域原则上不作为补充耕地来源。改
进占补平衡落实方式，各类实施主体将非耕
地垦造、恢复为耕地的，符合规定的可作为
补充耕地。坚持“以补定占”，在实现耕地总
量动态平衡前提下，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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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规模上限，对违法建设相应冻结补充耕地
指标。自然资源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完
善耕地占补平衡管理配套政策。

（十二）完善占补平衡落实机制。建立
占补平衡责任落实机制，国家管控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耕地总量，确保不突破全国
耕地保护目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加强
对省域内耕地占用补充工作的统筹，确保
年度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市县抓好落实，从
严管控耕地占用，补足补优耕地。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要将补充耕地指标统一纳入
省级管理平台，规范调剂程序，合理确定调
剂补偿标准，严格管控调剂规模，指标调剂
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坚决防范和纠正单纯
追求补充耕地指标、不顾自然条件强行补
充的行为。生态脆弱、承担生态保护重点
任务地区的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由国家统
筹跨省域集中开垦，定向支持落实耕地占
补平衡。

（十三）加强对补充耕地主体补偿激
励。各类非农建设、造林种树、种果种茶等
占用耕地的，必须落实补充耕地责任，没有
条件自行补充的，非农建设要按规定缴纳
耕地开垦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结
合实际，分类分主体制定耕地开垦费等费
用标准并及时调整，统筹安排资金用于耕
地保护与质量建设。各地可对未占用耕地
但已实施垦造或恢复耕地的主体给予适当
补偿。

（十四）健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制度。
农业农村部要会同自然资源部出台补充耕
地质量验收办法，完善验收标准，强化刚性
约束。垦造和恢复的耕地要符合高标准农
田建设要求，达到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
稳产标准且集中连片、可长期稳定利用，质
量不达标的不得用于占用耕地的补充。完
善补充耕地后续管护、再评价机制，把补充
耕地后续培肥管护资金纳入占用耕地成
本。补充耕地主体要落实后续培肥管护责
任，持续熟化土壤、培肥地力。

五、调动农民和地方保护耕地、种
粮抓粮积极性

（十五）提高种粮农民收益。健全种粮
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完善价格、补贴、保险政
策。推动现代化集约化农业发展，实施多种
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
粮食种植比较收益，调动农民保护耕地和种
粮积极性。

（十六）健全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利益
补偿机制。加大对粮食主产区支持力度，充
分调动地方抓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的积极
性，形成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耕
地保护合力。实施耕地保护经济奖惩机制，
对耕地保护任务缺口省份收取经济补偿，对
多承担耕地保护目标任务的省份给予经济
奖励。

（十七）加强撂荒地治理利用。以全国
国土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实地核查，
摸清撂荒地底数，分类推进治理利用。综合
采用土地托管、代种代耕、农田水利设施建
设等措施，尽快恢复生产。

六、积极开发各类非传统耕地资源

（十八）充分利用非耕地资源发展高效
设施农业。加强科技研发和生产投资，推进
农业生产技术改造和设施建设，在具备水资
源条件的地区探索科学利用戈壁、荒漠等发
展可持续的现代设施农业，强化大中城市现
代化都市设施农业建设。

七、强化保障措施

（十九）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把党的领导落实到耕地保护工作全过
程各方面。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承担起耕地
保护主体责任，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发展改
革、财政、生态环境、水利、林草等部门要按
职责分工加强协同配合。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可按照本意见精神，结合实际制定配套文
件并抓好贯彻落实。

（二十）严格督察执法。建立健全耕地
保护“长牙齿”硬措施工作机制，以“零容忍”
态度严肃查处各类违法占用耕地行为。强
化国家自然资源督察，督察地方落实耕地保
护主体责任，不断提升督察效能。完善行政
执法机关、督察机构与纪检监察机关和审
计、组织人事等部门贯通协调机制，加强干
部监督，严肃追责问责；加强行政执法机关、
督察机构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等的协作配合，强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
刑事司法工作的衔接，统一行政执法与司法
裁判的法律适用标准，充分发挥公益诉讼、
司法建议等作用。耕地整改恢复要实事求
是，尊重规律，保护农民合法权益，适当留出
过渡期，循序渐进推动。

（二十一）加强宣传引导。做好耕地保
护法律政策宣传解读。畅通社会监督渠道，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引导全社会树立严格保
护耕地意识，营造自觉主动保护耕地的良好
氛围。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

习近平总书记9月23日在接见探月工程
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发表重
要讲话强调，探月工程成果凝结着我国几代
航天人的智慧和心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
们这些年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的显著成
就，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亲切关怀、殷切期望，让广大航天工作
者增强了自信心和自豪感。大家表示，要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扬追逐梦
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
神，在不懈追求航天梦的新征程上接续奋
斗，为建设航天强国再立新功，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
出更大贡献。

标志性成果 科技自立自强
取得显著成就

今年 6月，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
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这是我国建设航
天强国、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不断刷新的月球探索新高度，见证了
中国人迎难而上、勇攀高峰的不停脚步。”受
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嫦娥六号任务总
设计师胡浩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20年来，
探月工程从零起步，我们向先行者学习，但
绝不是亦步亦趋效仿，而是敢于走别人没有
走过的路，坚持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一张蓝图绘到底，如期实现了目标。”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
“奋斗圆梦”，我国一代代航天人坚持自力更
生、自主创新，推动航天事业实现历史性、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
近 3000家单位、约 10万人协力攻关，嫦

娥六号任务中的一个个重大节点，国家航天
局副局长卞志刚记忆犹新：“新时代以来，正
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探月工程为代表
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航天强国建
设迈出坚实步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
标不断变为现实。”

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
不懈追求的航天梦。

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攻克 247项关键
技术，送“嫦娥”飞天，也有力支撑了一系列
航天强国标志性工程的成功实施。现场聆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长征五号运
载火箭总指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珏备受
激励，深感继续创新的紧迫。

“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牢
记总书记嘱托，把航天强国和科技强国建设
的宏伟蓝图化作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行动，
用更多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自主知识产权
的创新成果，进一步提升我国探索宇宙空间
的能力。”王珏说。

弘扬探月精神 进一步增强
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
共赢”，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弘扬探月精
神，令在现场的航天工作者深受鼓舞。

不断追求梦想，是探月工程奋勇向前的
澎湃动力。

嫦娥六号任务探测器副总设计师、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邓湘金说，从探月工程立项时

“一张白纸绘蓝图”，到嫦娥六号多项技术
“国际首创”，事实证明，外国人没做过的，我
们中国人照样可以做到、可以做好。

“一棒接着一棒，一环扣着一环！”20年
探月逐梦，嫦娥六号任务地面应用系统总设
计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左维长
期参与其中，眼下她正和同事一起对嫦娥六
号月背样品进行制备、分装，“探月工程不仅
把中国印记成功留在月球上，也让中国开启
了月球研究新篇章。我们要继续努力做好
月球样品科学研究，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
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伟大事业，始于梦想、基于创新、成于实干。
当五星红旗在月球背面成功展开，鲜艳

的“中国红”让无数人流下热泪。要能耐受
高真空、高低温循环、强剂量紫外辐照等极
端环境，这面国旗不简单。

“把每个人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再大的难
题也能突破。”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参与嫦娥六号月面国旗展示系统研
制任务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副主任设计师程
昌满怀信心地说，“未来要继续弘扬探月精
神，保障完成新的任务，为进一步增强全体中
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添砖加瓦’。”

再向深空探索 贡献中国智
慧和中国力量

“嫦娥”既是中国的，又属于全人类。我
国探月工程始终秉持平等互利、和平利用、

合作共赢的原则。
嫦娥六号测控分系统总师、中国电科 39

所副所长荣武平说，下一步，要遵循习近平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为全球深空探索贡
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遥望太空，中国有能力飞得更远，人类
有能力飞得更高。

佳木斯 66 米深空站、喀什 35 米天线组
阵系统……探月工程深空探测网的最前端
设备，不仅为嫦娥六号采样返回任务实时

“保驾护航”，未来有望为更复杂的深空探测
任务提供保障。

“我们欢迎中外科学家按照月球样品管
理办法，积极申请，一道开展月球样品研究。”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关锋表
示，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
敞开胸怀，深入推进多种形式的航天国际交
流合作，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完善外空治
理，让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人类。

探索太空永无止境。习近平总书记接
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
表，极大鼓励了广大航天工作者继续投身奋
力创新、探索未知的科技事业。

第一时间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创新研究院副
院长汪作来表示：“我们将以重要讲话精神
为指引，发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推进产
学研深度融合，努力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
术、空间应用全面发展，为人类的科技进步
贡献更多力量。”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探索浩瀚宇宙 建设航天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发表重要讲话激励广大航天工作者再立新功

9 月 24 日 10 时 31 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
阳附近海域使用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 41 星、星时
代-15/21/22 卫星、驭星二号 05 星、复旦一号卫星、天雁 15 星
和吉天星 A-01星共 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
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9 月 23 日，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甘市附近，俄罗斯宇
航员尼古拉·丘布（右二）离开“联盟MS-25”载人飞船。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 23日发布消息说，“联盟 MS-25”载
人飞船搭载 3 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莫斯科
时间 23 日 14 时 59 分（北京时间 23 日 19 时 59 分）在哈萨克斯
坦杰兹卡兹甘市附近着陆。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9月 24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
境保护司司长刘德春 24日表示，目前 1500亿元超长期特别
国债资金，已安排到 4600多个设备更新项目。初步测算，今
年国债资金支持的设备更新项目总投资近 8000亿元，可以带
动各类设备更新超过 200万台（套），形成节能量约 2500万吨
标准煤/年。

刘德春在当日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题新闻发布会
上说，今年3月，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行动方案，部署开展设备更新行动；7月，报经国务院
同意印发的加力支持“两新”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安排 1500亿
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工作。目前，有关方
面已快速建立起设备更新行动政策体系，加快下达国债资
金，加快完善保障措施。

“重点领域设备更新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对稳增长、促转
型的作用不断显现。”刘德春介绍，今年前8个月，设备工器具
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6.8%；全国报废汽车回收量为 421万辆，
同比增长42.4%，已达到去年全年报废量的90%以上。

在建筑市政领域设备更新方面，今年前 8个月，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累
计增长23.5%、21.6%。其中今年计划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资
金支持各地对 4万余台使用 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实施
更新。

此外，政策大力支持高耗能高排放设备更新改造。今年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用能设备更新项目超过 500个。
相关项目实施后，预计每年可形成节能量约 300万吨标准煤，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800万吨。

刘德春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
用足用好各项政策和资金，尽快让政策红利惠及更广大的经
营主体，有力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发
展方式绿色转型。

今年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
项目总投资近 8000 亿元

新华社联合国 9月 23日电 联合国未来峰会 23日在美国
纽约闭幕。会议通过了描绘世界未来发展蓝图的《未来契
约》，旨在改革国际治理体系，振兴多边主义，以更好应对新
时代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为期两天的峰会是第 79届联大期间备受瞩目的高级别
会议，有约 13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峰会通过的《未
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和《子孙后代宣言》，涉及
可持续发展和发展筹资，国际和平与安全，科学、技术和创新
及数字合作，青年和子孙后代，全球治理变革等五大领域。

有 240多位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或
代表在峰会期间发言。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国
家对加强以联合国及其宪章为核心的多边体系及其各机构
的努力表示欢迎与支持。

尼泊尔总理奥利代表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发言，呼吁建设
一个没有贫富鸿沟的未来。他强调了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
严峻挑战，包括饥饿、未兑现的发展援助、气候融资承诺和不
断扩大的债务困境。

乌干达总理罗比娜·纳班贾代表由 134 个发展中国家
组成的七十七国集团发言时表示，“当前不公平的国际经
济秩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重大挑战，已经达到当今时代
最尖锐的程度”。她希望峰会达成的协议能务实解决当前
问题并在预期的未来为全球南方提供迎头赶上的机会和
能力。

本届联大主席菲勒蒙·扬在闭幕致辞中高度评价了未来
峰会及其成果，称这是各国走上更有效、更包容的里程碑。
他表示，峰会的闭幕不是工作的结束，而是新的开端，他敦促
各国采取切实有效行动，创造有意义的成果。

联合国未来峰会在纽约闭幕

遗失声明
●李 莉（工号：38617316）遗失新华保险展业证，证

号：02000564000080002017014475。声明作废。
●薛艳红（工号：37518819）遗失新华保险个人营销员

委托合同。声明作废。
●贺梓煜遗失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住院收费票据 1张，

票号：0067055294，金额：2451.24元，开票日期：2024年 7月
23日。特此声明。

●赵广祥遗失宁夏昊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银
川市金凤区苏杭名苑小区 13-2-201室购房发票 1张，票号：
01739897，金额：904392 元，开票日期：2016 年 11 月 30 日。
特此声明。

●孙延安遗失银川市金凤区紫云华庭 27A-2-502室购
房收据 1张，收据号：0112211，金额：343950元，开具日期：

2011年11月28日。特此声明。
●胡子旸遗失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警官证，警号：

000741。特此声明。
●银川运输有限公司（宋怀珠）遗失车辆牌号为宁

AT6281（蓝色）车辆道路运输证，证号：宁运管银字
640102006167号。特此声明。

●雍 容遗失宁夏天源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银川市天鹅湖小镇水岸国际 B座 2101室购房收据 2张，收
据号:4835180，金额：200000 元；收据号：0518774，金额：
50000元。特此声明。

●杨梦月遗失宁夏长城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银川市金凤区宝湖海悦嘉园小区 3-1-2301室购房发票 2
张，票号：00190475，金额：261290元，开票日期：2017年 1月
20日；票号：00508868，金额：560000元，开票日期：2018年 3
月19日。特此声明。

封路公告
灵武市2024年农村公路质量提升项目（第一批）是我市今

年的重点工程，因近日将对乡道 Y201 线下白路 K32+000—
K42+842实施路面修复性养护工程，为确保过往车辆及人员
安全，拟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临时封闭道路进行施工，施
工期限为 2024年 9月 26日至 2024年 11月 20日，届时将根据
施工进度有序开放部分路段。施工期间，请前往灵武市市区、
宁东、白土岗、惠安堡方向的车辆绕道G211银榕线行驶；自宁
东、盐池沿 S307高青线方向行驶的车辆请顺行至G211银榕线
绕行。因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

灵武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灵武市交通运输局
广西康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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