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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在流失!“土地是财富之母”，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

国和农业大国，耕地在社会、生产和精神等领域发挥着重要

作用。“民以食为天，粮乃国之本”，而宝贵的耕地更是我

们的生命线。众所周知，我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人均资

源匮乏，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尽管国家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便实行了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可是每年的耕地流失面积仍是有增无减，滥占滥建的

现象令人触目惊心，而在这层出不穷的土地违法案件中，本

应是土地保护人的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却在扮演着“冲锋

陷阵、吃地占田”的领头羊角色，带头知法犯法，大肆地吞

噬良田。而究其原因，除了个别官员法制观念淡薄、在土地

流转交易中存在权钱交易的暗箱操作之外，关键还在于非法

侵占、出售土地所能带来的巨大收益让为数众多的政府官员

争先恐后、有恃无恐。在几乎不需要任何投入和成本的情况

下，从农民头上“刮”来的土地一经转手，即可为当地政府

在短期内带来巨大的利润，彰显成绩和政绩。这无疑使得不

少大小官员胆敢以身试法，视国法于不顾，随意侵占农民的

活命耕地。而乱占耕地的直接后果是粮食减产，粮价上涨。

这或许在短期内对于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有

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必须看到，粮食是生活必需品，粮价的

涨跌应该调控在合理的范围内。粮价一价带百价，如果粮价

上涨过快过多，就可能带动整个物价的上涨，甚至引发通货



膨胀，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粮价上涨背后的深

刻危机是不容忽视的。 由于我国特定的基本国情，今后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增地减的趋势难以逆转。我国耕地本

来就不多，农业还要靠天吃饭，如果不把不合理和违法的占

用耕地的势头遏制住，我国的人地矛盾将会越来越尖锐。政

府除了在实际工作中加大执法力度以外，更应迫切地在思想

层面上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一、强化耕地资源资产观。耕地

既是资源，又是重要的资产，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很珍贵，

资产要珍惜。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在经济发展的热潮中思想还

停留在过去的粗放型发展观上，形成这样的错误的观念，认

为要发展经济必须多上新项目，而上新项目必须大量占用耕

地。应积极推行耕地资源资产化管理，形成强烈的激励机制

和约束机制，促使职能部门合理节约地利用耕地，提高耕地

资源的使用效率。 二、纠正急功近利的“政绩观”。政府部

门是土地保护的主体，而在一些地区考核干部政绩的评价指

标体系存在偏差。GDP成为衡量干部政绩的最重要的指标。

加之地方各级行政主管任期的短期化，助长了干部在任期内

急于出“政绩”的短期行为，不顾客观经济规律，不顾本地

实际情况，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工业

上大量圈地上项目，城建上大量拆民房建广场，搞“形象工

程”，美其名日“吸引外资的窗口”。以此张扬自己的显赫

“政绩”，过度消耗了资源，还造成严重的浪费。耕地在我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民

以食为天，地为粮之本”，耕地不仅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对于占我国人口65％的农民来说，更是他们精神的依托。土

地资源关乎国家的长远可持续发展，而资源是有限的，我们



不能以透支未来为代价换取今日的发展，但存方寸地，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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