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过渡期内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局，各派

驻地方的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局，部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脱贫攻坚期内，自然资源部和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

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部门职责，加强政策供给，有力地

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为更好地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部坚持和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

约用地制度，统筹发展和安全，对以往印发的政策文件进行了梳理，明确了过渡

期内有关支持事项，现通知如下。

一、科学推进村庄规划编制管理

顺应乡村发展规律，根据乡村人口变化、区位条件和发展优势，通盘考虑土

地利用、产业发展、居民点布局、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在

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统筹城镇和村庄布局，科学确定村庄分类，加快推进有

条件有需求的村庄编制“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依据村庄类型，分类引导

村庄规划编制的内容和深度，可以多个行政村为单元联合编制，实现资源高效配

置、空间高效融合。编制村庄规划要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各类管控边界、约束性

指标等管控要求,坚持村民主体地位，尊重村民意愿，反映村民诉求，合理安排

村庄用地布局。

二、加强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保障

每个脱贫县每年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600 亩，专项用于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用地需要，不得挪用；原深度贫困地区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

标不足的，由所在省份协调解决。

三、完善耕地保护措施

按照《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

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 号）要求，改进和规范建设占用耕地占

补平衡制度，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实行年度“进出平衡”。

严格控制新增农村道路、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

施等农业设施建设用地使用一般耕地。过渡期内，继续执行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

统筹政策，补充耕地指标优先考虑耕地保护成效突出的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

疆地区和脱贫地区。鼓励支持脱贫地区光伏项目在戈壁、荒漠等地区建设，不得

新增占用耕地建设光伏项目。

四、延续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预审政策

2024 年 1 月 2 日前，原深度贫困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省级以下基础设施、易地扶贫搬迁、民生发展等建设项目，确实难以

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可纳入重大建设项目范围，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

用地预审，并按照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

五、优化完善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政策

按照《自然资源部 财政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

理办法〉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78 号），支持原“三区三州”及其他深

度贫困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所在省份，优先按照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

关系开展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对其他脱贫地区继续实施城乡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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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域内交易政策。同时，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政策已到期，政

策到期后不再新增项目，但符合条件的工矿废弃地可纳入增减挂钩实施。

六、优化工业项目用地指标控制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原深度贫困地区按规划新批准的工业项目，过渡

期内，其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可不受相应地区行业投资强度控制指标约束。

七、推动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继续支持脱贫地区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开展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在城镇开发

边界内编制或修编详细规划，优化存量空间结构；在保障安全和节约集约的原则

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地方规划用地标准，引导土地混合开发和空间集约复合利

用，推动城镇有机更新。不再开展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低丘缓坡开发

利用试点。

八、盘活利用集体建设用地

按照《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 号）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兴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

的，可以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条规定使用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单位或者

个人也可按照国家统一部署，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渠道，以出让、出

租等方式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可依据国土空间规

划，以乡镇或村为单位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腾挪空

间用于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对依法登记的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进行复合利用，发

展乡村民宿、农产品初加工、电子商务等农村产业。

九、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在生态保护红线之外，加大地质找矿力度，选择有市场前景、有资源潜力的

资源富集区开展前期调查勘查，统筹安排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指标、项目、技术、

资金等，在同等条件下，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原深度贫困地区倾斜支持。

十、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力度

加大地质灾害防治投入，对脱贫地区上报的符合条件的特大型地质灾害治理

项目予以重点支持。加强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治，抓好灾害易

发区的监测预警、搬迁避让和工程治理等措施的落实，建立健全脱贫地区地质灾

害防治体系。

十一、搞好地质信息服务

引导和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地勘单位等积极开展原深度贫困地区现有地质资

料的二次开发，深入挖掘地质资料潜力，继续开展地质资料专题服务和定制服务。

积极实施原深度贫困地区地质调查，进一步摸清地质资源优势；继续加强原深度

贫困地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助力特色农业发展；继续加强原深度贫困地区

地下水综合调查，助力解决饮水用水难题。

本文件自下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此前部印发的支

持脱贫攻坚的政策文件，有关规定与本文件明确支持事项规定不一致的，以本文

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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