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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全国土地日宣传主题

为了开展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从 1991
年开始，每年“6·25”《土地管理法》颁布纪念
日都有一个宣传主题。历年的全国土地日宣
传主题是：

1991 年，第 1 个全国土地日：
土地与国情

1992 年，第 2 个全国土地日：
土地与改革

1993 年，第 3 个全国土地日：
土地与经济

1994 年，第 4 个全国土地日：
土地与市场

1995 年，第 5 个全国土地日：
土地与法制

1996 年，第 6 个全国土地日：
土地与发展
——保护我们的生命线

1997 年，第 7 个全国土地日：
土地与国家
——爱护我们生命的家园

1998 年，第 8 个全国土地日：
土地与未来
——集约用地，造福后代

1999 年，第 9 个全国土地日：
依法行政，合理用地

2000 年，第 10 个全国土地日：
保护耕地
——为了美好的明天

2001 年，第 11 个全国土地日：
规划土地，利国利民

2002 年，第 12 个全国土地日：
规范土地市场，
促进经济发展

2003 年，第 13 个全国土地日：
规范土地市场，
促进可持续发展

2004 年，第 14 个全国土地日：
坚持科学发展观，
珍惜每一寸土地

2005 年，第 15 个全国土地日：
节约集约用地，
促进科学发展

2006 年，第 16 个全国土地日：
依法合理用地，
促进科学发展

2007 年，第 17 个全国土地日：
节约集约用地，
坚守耕地红线

2008 年，第 18 个全国土地日：
坚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
用地，构建保障和促进科
学发展的新机制

2009 年，第 19 个全国土地日：
保障科学发展，
保护耕地红线

2010 年，第 20 个全国土地日：
土地与转变发展方式
——依法管地 节约用地

2011 年，第 21 个全国土地日：
土地与转变发展方式
——促节约 守红线 惠民生

2012 年，第 22 个全国土地日：
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013 年，第 23 个全国土地日：
珍惜土地资源，
节约集约用地

2014 年，第 24 个全国土地日：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转变土地利用方式

2015 年，第 25 个全国土地日：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推动土地利用方式根本转变

2016 年，第 26 个全国土地日：
节约集约用地，
切实保护耕地

2017 年，第 27 个全国土地日：
土地与生态文明建设

2018 年，第 28 个全国土地日：
珍惜土地资源，建设美丽家园

2019 年，第 29 个全国土地日：
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十分珍惜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基本国策是基本国策

廖梦婷廖梦婷 摄摄

走进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广袤大地承载
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更多期许，记录着我们建
设美丽中国的奋进轨迹。在第 29 个全国土地
日到来之际，我们带着更为深沉的挚爱来感恩
脚下这片土地，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十分
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
国策。今年全国土地日的宣传主题是“严格保
护 耕 地 ，节 约 集 约 用 地 ”，看 似 熟 悉 的 字 里 行
间，饱含着非同一般的寓意：生态文明与机构
改 革 的 视 野 下 ，土 地 资 源 管 理 重 心 始 终 没 有
变，但是站位更高远，内涵更丰富，责任也更重
大了。

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人与自
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
同体的“大国土”理念，赋予了耕地资源保护和
节约集约用地更为深刻的时代要义。“人的
命脉在田”，耕地资源关乎十几亿人口的吃饭
问题，坚守耕地红线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
等大事；然而“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
山的命脉在土，土地的命脉在树”，如果没有整
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安全，单是就“护田”而谈
耕地保护，难逃顾此失彼的落套。可见，“严格
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不仅仅是国土开发
利用与管护的要求，也是维护整个生态系统安
全，维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战略举措。

我国的国土包括陆地国土和海洋国土，其
中陆地国土面积 960 万平方公里，根据《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和我国主张，管辖海
域 面 积 约 300 万 平 方 公 里 。 这 是 中 华 民 族 繁
衍生息的宝贵家园，也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
展的基本载体。长期以来，我们始终坚持节约
资源、保护环境和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实行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
制度。但是，我国土地资源“底子薄、基础弱”
的国情并不乐观，主要表现在人均土地资源不
足、耕地质量总体不高，难以利用的土地多、宜
耕宜农的土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水
土资源空间匹配性差，资源富集区域生态脆弱
区多有重叠。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土地资源
需求刚性增长与粗放利用并存，生产、生活与
生态用地需求势头仍旧强劲，而城乡人均建设
用 地 标 准 均 远 超 国 家 标 准 上 限 ，国 土 开 发 无
序 、过 度 利 用 造 成 土 地 生 态 系 统 功 能 不 断 退
化，部分地区森林破坏、湿地萎缩、草原退化问
题突出，全国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石漠化面
积依然较大，给陆域国土地质环境安全带来隐
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
的资源，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依法
依规做好耕地占补平衡，规范有序推进农村土
地流转，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耕地红
线就是我们的生存线，事关粮食安全、生态安
全 和 社 会 稳 定 ，也 是 改 革 发 展 不 可 突 破 的 底
线，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闪失。自然资
源 统 一 管 理 的 大 格 局 中 ，耕 地 保 护 更 强 调 数
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并重，强调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在维系生
命共同体中推进耕地资源整体保护、系统修复
与综合治理。

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型
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逐步深入，对守住耕地红线提出了更
高要求。对此，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强调查清查实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利
用状况与分布，将为从严保护耕地资源提供基
础数据支撑。基本农田是耕地资源的精华所
在，我国划定了永久基本农田并全面实行特殊
保护，着力构建保护有力、集约高效、监管严格
的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新格局。这不仅对
坚守耕地红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将对各
类建设布局形成逆向约束。严格保护耕地要
点在于 严 防 非 农 建 设 占 用 ，对 于 确 实 无 法 避
让 耕 地 的 ，要 按 照“ 占 优 补 优 ”的 原 则 补 充 数
量 与 质 量 相 当 的 耕 地 ，确 保 耕 地 资 源 数 量 不

减 少 、质 量 不 降 低 、生 态 有 改 善 。 同 时 ，还 要
严格规范农业生产活动，重点清理整治“大棚
房”问题，杜绝打着设施农业的旗号变相占用
耕 地 行 为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农 地 非 农 化 问 题 。
对 于 因 占 用 、污 损 等 原 因 导 致 质 量 退 化 的 耕
地资源要站在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一体
化保护与修复的层面开展综合治理。最严格
的 耕 地 保 护 制 度 ，将 对 各 类 建 设 布 局 形 成 硬
约束，成为国土开发利用的控制线，生态文明
建设的底线。

节约集约用地与严格保护耕地，是生命共
同体“大国土”问题的两个方面，落实两个“最
严格”制度也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
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
先、自然恢复为主，加快形成节约资源的空间
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节约
集约用地既能够“严控增量”避免占用耕地，也
可以“盘活存量”优化用地布局，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根本之策。推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耕地，更是为了彻底改变粗
放用地的传统发展模式，打造集约高效的国土
开发空间。

经过多年探索，各地统筹地上地下空间开
发，推进土地多功能立体开发和复合利用，探
索 出 各 式 各 样 的 节 约 集 约 用 地 新 技 术 、新 模
式 ，逐 渐 形 成 了 市 场 配 置 、政 策 激 励 、科 技 应

用、考核评价、共同责任等节约集约用地新机
制。但是，从城乡建设用地现状来看，节约集
约用地的空间和潜力依然很大，城镇用地“虚
胖症”亟待通过调整结构布局来根治，农村仍
然有大量闲置土地有待盘活再利用。当前，我
们推行“增存挂钩”机制，瞄准批而未供、闲置
土地等存量土地的处置盘活，使之与新增建设
用地指标奖惩相挂钩，以推进节约集约用地。
农村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为代表的国土综
合整治行动正在逐渐推广开来，节约集约用地
已成为建设美丽乡村的有效途径。从实践来
看，节约集约不仅应该成为贯穿土地利用全过
程管理的一条主线，还应该通过优化国土空间
开发布局，推进城乡国土综合整治与修复，加快
形成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
间和山清水秀生态空间。

对于各类自然资源保护，习总书记强调最
多的就是一个“严”字。为此，我们要坚持“源
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用最严格制度
最严密的法治保护土地资源。同样，“严格保
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离不开最严格的土地
管理制度，也离不开统一的规划引领和最严密
的法治保障。当前，“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建设已经全面启动，规划将坚持节约优
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在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的基
础上，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
能空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
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引领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与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精
准落地。对于耕地保护中存在的违法违规现
象，土地资源利用粗放浪费等违法违规行为，
要进一步加大查处和问责力度，严格按照有关
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我们相信，随着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不断完善，随着违法违规行
为的督察与执法力度逐渐加大，最严格的土地
管理制度将得到更为强劲的法治保障。

土地资源承载着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
希望，承载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美丽梦想。我们
要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
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
家园⋯⋯这些目标的实现，寄望于“从严从紧”
将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用地的各项举措落到
实处，寄望于凝聚社会共识与群众自觉参与，
寄望于我们每一个人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
责、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十分珍惜和
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

严格保护耕地 节约集约用地
——写在第 29 个全国土地日之际

本刊编辑部

全国土地日来了
全国土地日，是每年6月 25日。1986

年 6月 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并颁布我国
第一部专门调整土地关系的大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为了纪念这
一天，1991年 5月 24日国务院第 83次常
务会议决定，从 1991年起，把每年的 6月
25日即《土地管理法》颁布的日期确定为
全国土地日,以此深入宣传贯彻《土地管
理法》，坚定不移地实行“ 十分珍惜、合理
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

“土地日”是国务院确定的第一个全国纪
念宣传日，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保护土
地而设立专门纪念日的国家。

2019年 6月 25日是第 29个全国土地
日，为切实增强全社会关注土地资源、严
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识，确定
今年的活动主题为“严格保护耕地 节约
集约用地”。

今年的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形式多
样，自然资源部联合有关单位设计制作土
地日公益宣传片、公益宣传电子海报，并
在新媒体平台开展“我与土地的故事”短
视频宣传。活动重点围绕土地资源的重
要性，凸显人与土地的密切关系，还组织
中央媒体赴地方围绕今年土地日主题，采
访加强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的典型经
验，突出严格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用地的
重要意义，增进社会公众对土地资源国情
国策的了解，培育节约优先、保护优先的
绿色发展意识。

全国土地日宣传期间要严格遵守中
央八项规定，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各项宣传活动要厉行勤俭节约，杜绝铺
张浪费。

石濡华石濡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