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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土地整治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助力
乡村发展路径探讨

●莫鹏飞

　　

[摘要]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广西作为农业大省(区)虽拥有丰富土地资源,但对高质量土地的需求仍在不

断地增加,积极推动土地治理是可行的重要解决途径之一.本文通过阐述广西土地治理的概况、介绍和分析

旱改水、开垦、修复等手段的实施及成效,进一步探讨了土地治理在保障耕地数量质量、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推动乡村发展方面的作用.并针对性地提出,广西的土地治理应在科学规划、生态优先、因地制宜、加强监

管、创新机制等方面着重关注,以此实现土地治理与农业持续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统一,为广西农业提

质增效,助力乡村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广西土地治理;农业提质增效;乡村发展;土地资源利用

广
西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区)。 然而，伴随社会经

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的持续

增长，广西对高质量农业生产的需求与日俱增，对优质土地

的需求也在不断攀升。 旱改水、开垦和修复等手段作为常

见的土地综合治理方法，是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手段，对广

西当今的农业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然而，在实

施过程中也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在面临耕地保

护、保障粮食安全严峻的挑战同时，还需要同时兼顾生态

平衡。

广西土地治理概况

自２００１年以来，广西共立项实施了１４７９个土地治理项

目，实施总规模８８．０６万公顷，总投资２４３．０３亿元。 这些

项目的实施，有效提升了广西的耕地质量，增加了耕地面

积，促进了广西的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发展。 在广西土地治

理力度推动下，广西的耕地保护成效与土地质量提升显著，

目前广西通过土地治理项目，共建成高标准农田９３．３５万公

顷，项目区受益农民人数达１０３５万人。 这些土地治理项

目，不仅提升了耕地质量，还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上均表现显著。 通过土地治理，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

入，还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和产

业发展，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通过土地治

理，广西有效改善了土地生态环境，提升了土地的综合承载

能力。 在广西诸多的土地治理手段中，旱改水、开垦和修

复三个手段是成效最为显著的。

(一)旱改水

旱改水，是指在农田建设时，将旱地改造为水田的土地

治理行动。 通过旱改水，能够有效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

形成稳定的生产能力，提高耕地的利用价值。 近年来，广

西大力推进“旱改水”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 截至２０２１

年８月，广西已累计实施“旱改水”耕地提质改造项目１５２６

个，竣工项目核定入库水田面积达到９１６２．４４公顷，粮食产

能增加约３．３４万吨。 但旱改水需关注持续性和生态影响，

其可持续性依赖于水资源供应，且可能改变生物栖息地影响

生物多样性。 不过以上问题均可通过合理规划和科学管理

进行解决。 广西目前的“旱改水”项目，成功地将广泛的

旱地转变为水田，增加了水稻种植面积，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和粮食产量，为农业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开垦

除了通过旱改水在已有耕地上下功夫外，对荒地、未利

用地进行开垦，也是广西的主要土地治理手段之一。 通过

实施土地开垦项目，对土地进行平整、土壤进行改良可以有

效增加耕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 近年来，广西结合本

地的地形地貌和土地资源特点，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开发，

实现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开垦。 广西来宾市兴宾区是广西进

行土地开垦取得良好成效的典型地区之一。 目前，兴宾区

土地开垦项目可实施面积为２．３４万亩，已报备入库１．３７万

亩。 通过土地开垦，兴宾区补充了大量耕地资源，缓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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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压力。 据统计，迁江镇乐英村委的土地开垦项目基

地，为当地增加了１８０多亩可耕地。 兴宾区将土地开垦项

目作为全区补充耕地的有效途径，大大地增加了当地的甘蔗

种植面积，为兴宾糖业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

兴宾区的土地开垦项目还促进了当地生态的建设，有效改善

了当地生态环境。

(三)修复

土地修复是指对受到污染、破坏或退化的土地进行治理

和恢复，使其重新具备适宜农业生产、生态保护等功能的过

程，主要的修复方法包括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和生物修复

等。 通过土地修复，可以去除土壤中的污染物，提高土壤

肥力和保水能力，为农作物生长创造良好的土壤环境，确保

耕地的可持续利用。 广西土地修复工作正在积极推进，目

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

的《２０２３年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集》中，择优推广了

１２个案例，这些案例覆盖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

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矿山生态修复、海洋生态保护修

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 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对

遭受重金属污染的农田进行大规模修复便是典型案例之一，

此次修复涉及多个乡镇和行政村，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土

壤修复项目中，综合采用了植物萃取、超富集植物与经济植

物间作、植物阻隔和重金属钝化等修复技术，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土地治理促进农业提质增效的成效分析

(一)保障耕地数量和质量

旱改水通过将旱地改造为水田，极大地提高了耕地的产

出效益。 旱改水项目建设产生的水田指标及粮食产能指

标，可用于满足项目建设占用耕地须落实“占一补一、占优

补优、占水田补水田”占补平衡的要求，有效缓解了保护耕

地占补平衡的压力。 这对于广西这样一个农业大省(区)来

说，意义是重大的。 通过旱改水，不仅提高了土地的利用

价值，还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 开垦作为

土地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对补充耕地资源、增加耕地面积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修复则可以改善受损耕地的质量，

确保耕地可持续利用。 在广西，土地修复工作通过对受到

污染、破坏或退化的土地进行治理和恢复，使其重新具备适

宜农业生产、生态保护等功能，确保了耕地的可持续利用，

为保障耕地质量发挥了关键作用。 通过这些措施，广西有

效地保障和满足了耕地数量和质量的要求，同时也进一步地

满足了新时代农业生产的需求。

(二)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新时代对农业现代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适应这些新

要求，就要在农业的提质增效上下功夫。 通过旱改水、开

垦和土地修复等综合土地治理手段，可以促进广西农业的提

质增效。 首先，要关注现代化农业的机械化使用率以提高

生产效率。 土地的综合治理使得耕地更加平整、灌溉排水

设施更加完善，为机械化作业和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有利条

件。 崇左市龙州县上龙乡通过水田“小块并大块”工作，

推动了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发展，便是很好的案例。 其

次，要关注农产品的质量、产量问题，耕地质量的提升对提

高农产品的品质和产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旱改水

能够有效提升了耕地质量，北海市铁山港区南康镇龙门村的

旱地经过改造后即将种上水稻等粮食作物，大大增加了粮食

的产量便是很好的例子。 土壤调理与修复也对农产品品质

与产量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三)推动乡村发展

土地治理对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村产业结构

调整等有着显著作用。 首先，土地治理项目通常会修建田

间道路和农村公路，使得农产品运输更加便捷，提高了农业

生产效率，同时也方便了农民的出行。 土地治理还可以改

善农村的居住环境，通过对农村土地的综合治理，合理规划

农村居民点和闲置土地利用，可以建设公共绿地和休闲广

场，为农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建设美丽宜居新乡村。

其次，土地治理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进一

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土地治理使得耕地更加平整、

集中连片，提高了土地的利用价值，吸引了更多的农业企业

和种植大户参与土地流转，进行规模化种植。 在广西的一

些地区，土地流转后，企业引进了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

验，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如葡萄种植、火龙果种植等，为乡

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广西土地治理促进农业提质增效的实践路径

(一)科学规划，统筹协调

首先，科学合理的土地治理规划是实现广西土地治理多

目标统筹协调的关键。 土地整治涉及耕地保护、农业发展

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只有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才

能充分考虑各方面的需求，实现多目标的有机统一。 在制

定土地治理规划时，应充分依据广西的实际情况，结合当地

的自然条件、土地利用现状和农业发展需求，以《广西壮族

自治区土地整治办法》为指导，明确土地治理的目标与任

务、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等内容。 同时还要加强部门间的

协作配合，这是共同推进广西土地治理工作的重要保障。

土地治理涉及国土资源、发展改革、财政、农业、水利、林

业、交通运输、城乡规划、环境保护、审计等多个部门，各

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形成工作合力。 通过各部门的协作

配合，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解决土地治理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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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优先，绿色治理

首先，要坚持生态优先原则。 土地治理是一项涉及多

方面的系统性工程，在广西的土地治理过程中，坚持生态优

先原则至关重要。 这一原则要求在土地治理的各个环节，

都要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位，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

坏。 从项目规划阶段开始，就要充分考虑生态因素。 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循生态优先原则。 其次，要采用绿

色治理技术。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土地治理的生态效

益，广西在土地治理过程中积极采用绿色治理技术。 生物

修复技术是广西土地治理中广泛应用的绿色治理技术。 生

物修复是利用植物、微生物等生物体的代谢作用，吸收、转

化或降解土壤中的污染物。 如前文所述的在河池市环江毛

南族自治县的土壤修复项目中，所采用的生物修复技术便是

值得推广的案例。 通过采用这些绿色治理技术，广西在土

地治理过程中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土地利用的有机统一，提高

了土地治理的生态效益，为广西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生

态基础。

(三)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土地利用现状和农业发展需

求，制定针对性的土地治理方案。 广西土地资源丰富，不

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土地利用现状和农业发展需求各异，因

此制定针对性的土地治理方案至关重要。 土地治理涉及旱

改水、开垦和修复等多个方面，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以实现耕地保护、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多目标平衡。

对于旱改水项目，充分考虑水资源的承载能力是关键。 对

于开垦项目，严格控制开垦范围是避免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

措施。 在进行土地开垦时，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生态环境状

况，避免在生态脆弱区域进行开垦。 对于修复项目，选择

科学合理的修复技术是确保修复效果的关键。 在进行土地

修复时，要根据土地的受损情况和当地的实际条件，选择合

适的修复技术。

(四)加强监督管理，确保质量

建立健全土地治理监督管理机制，是确保广西土地整治

项目质量的关键举措。 土地整治涉及众多环节和复杂的工

程内容，只有通过严格的监督管理，才能保证项目按照规划

要求顺利实施，达到预期的目标。 做好土地治理监管机

制，应在明确监督管理主体和职责和建立全过程监督管理体

系方面下功夫。 此外，还可以引入第三方监督管理机构，

增强监督管理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同时，还应加强对耕地

质量的监测和评价。 通过及时掌握耕地质量变化情况，可

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保护和提升，确保耕地的可持续利

用，建立耕地质量监测网络、制定科学的评价标准是可行之

策。 而在完成土地监督管理项目后也仍需加强对耕地质量

的跟踪监测，确保耕地质量得到有效提升的同时建立健全耕

地质量保护的长效机制，加强对耕地的日常管理和维护，防

止耕地质量再次下降。

结束语

广西土地治理通过旱改水、开垦和修复等措施，在保障

耕地数量和质量、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措施共同为广西的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提高了农

业现代化水平，极大地促进了广西农业的提质增效。 然

而，在土地治理实施的具体过程中也可能产生一些其他的影

响。 因此，需要科学规划、生态优先、因地制宜、加强监督

管理、创新机制，实现土地治理与农业持续发展、生态环境

保护的有机统一。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土地治理的综

合效益，为广西的农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未来，广

西土地治理应继续坚持实现土地治理与农业持续发展、生态

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 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实施土地治理

项目，不断提高耕地质量和数量，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在

土地治理过程中，持续强化生态保护意识，采用绿色治理技

术，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同时，创新土地治理工作机

制，将土地治理工作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手段来推

进开展，提升土地治理综合效益。 同时还应，加强部门协

作，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土地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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