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解《益阳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

《益阳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共有10章



第一章  现实基础与发展形势

益阳市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降水充

沛，水资源相对比较丰富。截至2020年底，实际耕

地灌溉面积224.27万亩，节水灌溉面积达26.53万

亩。年末拥有（建成）各类灌区210处（其中大型1

处、中型67处、小型142处），供水量13.05亿m3，

灌溉水利用系数0.547。

通过推进集中连片开展田块整治、土壤改良、

配套设施建设等措施，有效促进了农业规模化生

产、机械化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了水土资源利

用效率和土地产出率，加快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

育，有效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
益阳市耕地分布情况



第二章  总体要求

到2025年，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358.31万

亩，累计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50.44万亩。

到2030年，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374.91万

亩，累计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16.05万亩。

到2035年，通过持续新建和改造提升，全市高

标准农田保有量和质量进一步提高，农田基础设施

基本完善，绿色农田、数字农田、智慧农田建设模

式进一步普及，形成更高层次、更有效率、更可持

续的粮食安全保障基础。

序号 指标 目标值 属性

1 高标准农田建设

到2025年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358.31万亩 约束性

到2025年累计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50.44万亩 约束性

到2030年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374.91万亩 约束性

到2030年累计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16.05万亩 约束性

2 高效节水灌溉建设

到2025年累计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32.04万亩 预期性

到2030年累计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36.89万亩 预期性

3 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新增高标准农田亩均产能提高100公斤左右 预期性

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产能不低于当地高标准农田

产能的平均水平
预期性

4
新增建设高标准农田亩均

节水率
10%以上 预期性

5
建成高标准农田上图入库

覆盖率
100% 预期性

益阳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指示



第三章  建设标准与建设内容

（一）田块整治

水田丘块平整度应在±3厘米以内，旱地丘块平整度应

在±10厘米以内。

（二）土壤改良

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等级宜达到4.5等以上。

（三）灌溉和排水

根据水资源平衡分析成果，以地表水为主、地下水为

辅，科学规划水源、输水、排水、渠系建筑物等工程。

（四）田间道路

田间道路通达度湖区应达到100%，丘岗冲垅区、丘陵

山地区应达到90%以上。机耕路设计行驶速度为20km/h，

路面宽度宜为2.5m～3.5m。

（五）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

根据因害设防原则，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应进行全面规划、综合治理。

（六）农田输配电

农田输配电建设供电方案应符合电网建设总体规

划，农田输配电一般采用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

（七）科技服务

采用信息化手段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进行集中统一管

理，及时实现信息“上图入库”管理和部门信息共享。

（八）管护利用

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的原

则，明确产权归属、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责任。



第四章  建设布局与建设任务

全市2020-2025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为：新建高标

准农田79.17万亩，同步实施高效节水灌溉面积5.51

万亩；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50.44万亩。

全市2026-2030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为：新建高

标准农田16.60万亩，同步实施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4.85万亩；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65.61万亩。

南县、沅江市、大通湖区、资阳区、赫山区为平原

湖区，以“规模化、智能化”为导向；

桃江县为丘岗冲垅区，以“宜机化、标准化”为导

向；

安化县为丘陵山地区，以“生态化、田园化”为导

向。

建设布局 建设任务



第五章  重点示范工程

重点示范工程包括：高标准农田区域示范工程、土壤改良与培肥示范工程、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工程、绿

色农田示范工程、数字农田示范工程。



第六章  建设监管和后续管护

（一）建设监管

利用全国及省级农田建设监测监管综合平台，以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底图，全面承接高标准农田建设历

史数据，把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立项、实施、验收、使用等各阶段信息及时上图入库，实现全市“一张

图”。

（二）后续管护

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遵循“建管并重”和“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的原则，责任主体主

要包括村级组织、受益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专业管理机构、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探索推行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专业管理机构、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参与的管护模式，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项目管护一体化、委

托代管、第三方购买服务等方式，形成多元管护格局。



第七章  环境影响和水土保持

（一）环境影响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是

短时的、有限的，不会影响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和完整性。

（二）水土保持

高标准农田建设单个工程规模小，工程施

工周期短，不会造成较大的水土流失，同时通

过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蓄水保土耕作措施有

效地控制水土流失。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

工程建设，可有效拦截泥沙，有效地减轻土壤

侵蚀强度，对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起

到积极作用。



第八章  投资测算和资金筹措

（一）投资测算

益阳市2021年—2030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规划总投资估算为63.54亿元，其中2021

年—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规划投资估

算为38.88亿元，2026年—2030年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规划投资估算为24.66亿元。

（二）资金筹措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高标准农田

建设支出责任。市级层面应积极争取中央及省

级财政加大投入，引导鼓励区县财政投入。



第九章  效益分析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规划实施后，平均每亩耕地每年节本增效约470元，增加农民收入约6亿元

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升农田生态功能



第十章  实施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建设标准、统一组织实施、统一验收考核、统一上图入库要

求，构建集中统一高效的管理新体制。

（二）强化规划引领

构建规划体系；做好规划衔接；开展规划评估。

（三）加大科技支撑

加强农业科技研发，加大对数字农田、农田防灾抗灾减灾能力提升、农田信息化监管等关键技术问题

的攻关力度。探索农业科技人员激励创新政策，夯实农业科技人才支撑。大力引进和推广高标准农田建

设先进实用工程与装备技术。

（四）严格监督考核

强化激励考核；动员群众参与；做好风险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