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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类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土地，作为极为重

要的物质基础，土地问题会直接制约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影响国家发展战略实现。在过去，我

国全面推行城乡二元分离提出产权管理结构，

这也是受到当时的形式所迫。但在人类进入21世

纪后，该种管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土地

资源的高效利用，导致土地污染、土地资源浪费

问题，制约了乡镇发展。在此背景下，虽然我国

在土地综合治理层面上做出了不少努力，但依然存

在着很多问题，农村土地迫切需要通过综合整治、

高效流转来提升土地资源利用率，这样才能够为

推动城乡统筹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奠定基础。

二、把握土地综合整治形势、选择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制

约，结合当今我国土地管理和经济建设特点，新

式时期土地综合整治要有更加宽广的视野和丰富

的内容，但单一国土资源开发向多层次开发方向

发展，对土地综合政治理论进行创新，采取针对

性措施强化耕地使用质量、拓宽土地面积、改善

自然环境。新时期下，土地综合整治需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出发：一是全面发挥土地综合整治在生

态建设层面中的效用，优化国土资源开发格局，

恢复已经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强化环境保护，构

建绿色乡村，这就需要对现有土地资源整治和开

发，提升利用率；二是强化土地综合整治在土

地利用转变推动经济转型的作用，转变粗放管理

形式，不断挖掘土地资源潜力，不断提升土地利

用效率、效益的基础上，对城镇土地利用空间进

行优化调整；三是全面发挥土地综合整治在保护

耕地、占补平衡、数量与质量生态保护层面的作

用，强化耕地后备资源开发与利用，拓宽耕地补

充的渠道，缓解耕地占补平衡压力，同时对于乱

排、农药使用过多等污染问题，也要通过土地综

合治理和保育工作改善现状。

三、构建综合整治理论体系

（一）综合整治内涵

综合整治是指在一定区间范围内，以土地

浅谈土地综合整治的理论创新及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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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为基础，结合土地利用现状，通过经济

手段、技术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实现区

域内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城乡资源、自然资源

的综合整治，提升有效耕地面积、资源质量，推

动农村生产条件升级、优化乡镇环境，让乡镇布

局更加合理、景色更加优美、土地更加有效、人

居更加和谐，通过土地资源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该理念融合了自然、和谐、创新、开放、

共享的多元化理念，构建以“质量、数量、人

文、自然”四位一体的土地综合治理体系，旨在

提升耕地质量、推动城乡统筹发展、优化土地格

局、改善生态环境、保障综合效益。

（二）综合实施方法

土地综合整治采取多元化方法，通过土地

开发、农田复垦、资源整理、自然修复等手段，

统筹对城市、农村土地资源整理，包括山、林、

水、湖、田、城、村，提升人居环境质量、保

护生态空间健康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创立综合治理理念，让最初的“单向推进”

向如今的“综合发展”方向推进。

土地整治对象也发生了改变，从最初的集

体建设用地、耕地等单一要素，演变成为综合国

土、水利、农业、林业、环保等多部门合力，同

时开展城乡居民点、工矿用地以及道路、农田、

水资源、山资源、森林资源的综合整治。一是通

过国土空间整治改善生态空间；二是公路、水资

源、农田、森林等资源综合整治强化农村生产生

活条件；三是通过综合整治城乡空间，加强城乡

统筹发展，从而打造生态优美、生产集约、生活

适宜的“三生”目标。

（三）综合组织形势

综合整治可以有效改善过去单体项目整治

的缺陷，通过统筹设计、综合规划、全面整治等

方法，构建多部门参与、多对象政治、多形式组

织的综合格局。采取多元化组织形式共同推进，

包括重大工程整治、废气用地复垦、建设高标准

农田、低效地再开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矿地融合、矿山环境整治等，这样即可针对不同

对象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对山川、湖泊、森

林、水资源、乡村、城市等展开综合整治，实现

资源保护、健康发展、资源调控等目标，从而打

造环境优美、居住适宜的城镇和乡村。习近平总

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所以，综合组织要全面保护生态良田以及我

们的绿水青山。

四、土地综合整治成效分析

近些年在土地综合整治当中，取得了十分

显著的成效，提升了土地资源利用率、推动了产

业升级，其主要表现在：

（一）提升耕地的质量、数量

通过有效的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可以有效提

升耕地质量等级，在十九大背景下实现了土地资源

的进一步整治与发展。综合整治提升了土地整治

面积、增加了可用于占卜平衡的耕地面积、构建了

更多的高标准农田。在党的十九大以来，土地综

合整治完成了千万亩农村建设用地开发、数万个

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千万亩工矿废弃地复垦建

设。全面推动低效用地再开发，强化“城中村”改

造，盘活存量建设达到百万亩，效益非常明显。

（二）对空间开发格局进行优化

通过全面展开全域规划、设计、整治、协

同推进，实现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的优化配

置，实现“三生”目标，在促进城镇发展进程的

基础上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让人地关系更加协

调，进一步强化土地利用社会功能、经济功能、

生态功能的实现，充分发挥资源价值的效用。革

新城中村落后生产方式，让城中村紧跟城市发展

进程，积极利用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解决在土地综

合治理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挖掘现阶段工业

用地发展潜力，灵活利用土地资产，促进改造

区产业升级，为实现新型工业体系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三）优化产生的生活条件 

在党的十九大以来，通过开展土地综合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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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作，增加了田间道路、桥梁等工程建设量，

田间道路通达度大幅度提升。通过修建灌排渠

管、水站、农用桥梁、水闸等，有效提升、改善

了灌溉面积，优化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全面

提升了耕地生产效能。我国在土地综合治理多年

中，完成了数亿株防护林工程，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达到了千万亩，对矿区生态环境全面展开治理

工作，恢复矿山环境面积百万亩，进一步推动了

乡镇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优化。

（四）推动农村扶贫开发，加快农民脱贫

通过开展土地综合治理工作，落实综合整

治项目，强化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这些都会直

接提升农民收入，增加了惠民利民渠道，有效提

升了农村基层组织能力，切实增加了农民的获

得感。在十九大背景下，我国各个省市都在大力

推动精准扶贫政策，目标在2020年全部脱贫。

据有关调查结果显示，在土地综合治理以来，省

定经济薄弱村集体年收入在15-20万不等，农民

每年平均增收达到了1  000元以上，惠民达到千

万农民，有效改善了农村松散、凌乱、落后等面

貌，推动了新农村建设进程。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十九大背景下，在习近平总

书记指导下，土地综合整治需要不断深入十九大

精神、以“十三五”规划为核心，全面开展土地

综合治理活动，从提升土地资源利用率、资源均

衡分配、保护生态环境、新农村升级改造等，全

面构建和谐社会，打造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

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