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附件

加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促进种植类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

为严守 166 万亩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压实耕地

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进一步规范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植

类农业设施用地管理，保障首都重要农产品供给，确保国家下

达的粮食生产任务和市委、市政府下达的蔬菜生产任务圆满完

成，促进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首都乡村振兴，特制定本

意见。

一、农业种植设施的概念

本意见所指的农业种植分为表土种植和非表土种植。

本意见所指的农业种植设施包括：设施农业的生产设施和

辅助设施、大田种植（露地种植）配建的设施。

本意见所指的设施农业的生产设施及辅助设施包括：一是

塑料大棚（含耳房）、日光温室（含下挖式日光温室）（含耳

房）、柔性温室（含耳房）等生产设施。二是管理用房、生产

准备、初选包装与农产品初加工场地、烘干与晾晒场所、水肥

与环控首部、废弃物处理设施、水电设施、内部道路等其他直

接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辅助设施。三是连栋温室类高效设施。

本意见所指的大田种植（露地种植）配建的设施一般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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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服务于大田种植（露地种植）生产必备的设施，包括水井

房、配电室、灌溉及排涝设施、生产路和机耕路。

二、总体要求

166 万亩耕地保护空间内，严禁建设占用等“非农化”行为；

原则上以种粮为主，现状种植棉、油、糖、蔬菜等非粮食作物

的可以维持不变。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在不破坏耕作层、不

改变耕地地类的前提下，除允许按生产季节、种植种类新建利

用表土种植的塑料大棚及既有的生产设施（含耳房）进行翻建、

改建外，严禁其余各类设施新建、改建、扩建、翻建；永久基

本农田储备区范围内，在维持表土种植、不破坏耕作层、不改变

耕地地类的前提下，允许新建、翻建、改建和扩建各类生产设施及

其辅助设施，改变耕地地类的（转为园地、林地、草地、水面等

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的），应按相关政策执行。

166 万亩耕地保护空间外，现状耕地应保持种植状态，允许

新建、翻建、改建和扩建各类生产设施及其辅助设施；改变耕

地地类的（转为园地、林地、草地、水面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

设施建设用地的），应按相关政策执行。

加强规划引领，北京市城市绿化隔离地区内现状耕地，不

允许新建各类生产设施及其辅助设施，既有的具备生产条件的、

或集中连片的种植类设施大棚要集中规范管理，显示生态价值；

不具备生产条件的、零散的种植类设施大棚应逐步恢复耕地实

施大田种植（露地种植），发挥生态功能。针对已纳入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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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部试点地区的，按照试点相关政策执行。

对现状耕地上相对零散布局的种植类设施大棚进行翻改建

时，具备整合条件的，可在本镇（乡）、村区域内调整位置相

对集中布局。对现状耕地上闲置、老旧、毁损的种植类设施大

棚，鼓励盘活利用，用科技创新手段推动升级换代。鼓励对各

类功能的辅助设施依法依规开展复合利用。

三、设施农业的设施用地管理原则

（一）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管理原则。永久基本农田内，

在不破坏耕作层、不改变耕地地类的前提下，允许按生产季节、

种植种类新建利用表土种植的塑料大棚，允许既有的日光温室

（含下挖式日光温室）、柔性温室等在不突破园区原有生产设

施占地范围的前提下进行翻建、改建（翻建或改建后的生产设

施之间应保持合理间距），耳房不得超过 22.5 平方米，棚内应

采用表土种植。

永久基本农田内，不允许新建连栋温室类高效农业设施；

不允许新增日光温室（含下挖式日光温室）、柔性温室等生产

设施及其辅助设施；既有的辅助设施可按照《关于加强点状配

套设施用地管理促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京

规自发〔2023〕168 号）执行，或逐步退出，在永久基本农田以

外的就近适宜地块配建。

（二）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内管理原则。在永久基本农田

储备区范围内，允许对已有的塑料大棚，日光温室（含下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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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温室）、柔性温室等生产设施（含耳房）进行翻建、改建、

扩建；为提高蔬菜自给率扩大规模生产的，可优先在储备区范

围内新建。

在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范围内，不宜新建连栋温室类高效

农业设施，确需建设的，应经市农业农村局、市规划自然资源

委等部门共同审查同意后，方可实施。

上述生产设施所必备的辅助设施、确需新建的连栋温室或

涉及改变耕地地类的生产设施，应按相关政策执行。后续不再

使用的，应优先整治为耕地。

（三）大田种植（露地种植）配建的设施用地管理原则。

直接服务于大田种植（露地种植）所应配建的设施，应根据生

产需要，本着集约节约原则，进行合理布局。永久基本农田范

围内，因高标准农田建设产生的辅助设施，一般在永久基本农

田周边补充相应面积、质量的耕地进行调整补划；永久基本农

田范围外的辅助设施，应按相关政策执行。

四、种植类农业设施备案程序

种植类农业设施的建设，应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经营者

向乡镇政府提出申请，由乡镇政府负责备案，乡镇政府要加强

统筹协调，建立种植类设施农业拟备案项目库，由市规划自然资

源委相关分局协调有资质的测绘单位出具勘测定界成果，也可由经

营者根据需要，委托有资质的测绘单位出具勘测定界成果。

新建、改建、扩建设施农业项目（生产设施和辅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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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乡镇政府会同区农业农村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相关分

局等相关部门联合审核后，由乡镇政府实施备案存档后开展建

设；乡镇政府及时汇总备案的数据材料，交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相关分局组织数据上传，纳入市级设施农业用地监管系统数据

库；之后，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将其中的辅助设施需通过自然资

源部“设施农业用地监管系统”上图入库。

对既有设施农业项目（生产设施和辅助设施）进行翻建的，

占地面积、位置、建筑形态等未发生变化的，已备案的更新相

关备案材料，纳入市级设施农业用地监管系统数据库后通过自

然资源部“设施农业用地监管系统”上图入库；未备案的参照

本条上款执行。

大田种植（露地种植）配建的设施，由乡镇政府会同区农

业农村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相关分局等相关部门联合审核后，

乡镇政府(街道办)实施备案存档；乡镇政府及时汇总备案的数

据材料，交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相关分局组织数据上传，纳入市

级设施农业用地监管系统数据库。

上述备案程序与《关于加强和规范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

知》不同之处，以本意见为准。

五、压实责任

各区、各乡镇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依

法依规做好本区域种植类农业设施的备案和日常监管，做到应

备尽备。结合“田长制”和卫片执法，对新生违法占用耕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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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基本农田的行为，以及对乱占耕地从事非农建设的行为，

加强巡查，做到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按照“发现-处置-

整改-反馈”全流程闭环管理要求， 严防“大棚房”问题反弹，

确保不出现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监督指导相关区政

府做好种植类农业设施的相关工作。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牵头制

定大田种植（露地种植）配建的设施建设标准，进一步规范种

植类农业设施用途，做好种植类设施农业（含大棚）信息化标

识（二维码），建立完善台账。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加强信息化

数字化建设，做好市级设施农业用地监管系统数据库的动态管

理，做到及时通过部“系统”上图入库，会同市农业农村局制定大

田种植（露地种植）配建的设施的用地比例和相关标准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