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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监测体系  实现动态管理 

开创江苏地质工作与土地管护融合新局面 

 

江苏省国土资源厅   刘聪 

（2015 年 6 月 25 日） 

 

土地是十分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节约集约用地对人多

地少的江苏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江苏在全国率先完成

其陆域国土的 1：25万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并率先开

展了市、县、乡镇级尺度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试点及富

有特色的科学研究工作，通过 10 多年的探索与努力，积累

了丰富的数据资料。最近，我省又率先启动了耕地生态地质

环境监测、苏南现代化示范区综合地质调查等与生态文明建

设及土地资源管护密切相关的地质服务项目。 

下面，围绕“土地质量地质调查服务土地管理”主题，

结合江苏土地质量地质调查成果开发应用的实践，我汇报以

下三个方面的认识。 

一、江苏土地地球化学调查取得的成果及应用 

从我省土地质量地质调查工作的实践来看，通过利用地

质调查成果，摸清土地资源的家底，实现地质工作与土地管

护有效融合，对加强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推动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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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转变发挥了多层面的作用。 

（一）应用于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调整和完善。通过

调查成果，按照土地环境和质量差异，划分出土地肥力等级

与分区、微量元素丰缺与分区、重金属污染程度与分区及绿

色食品产地适宜性分区、农产品安全性分区等，为转变土地

利用方式和土地规划修编提供了直接信息。我省已将扬州、

南通、无锡、徐州等地的土地质量地质调查的部分评价成果

应用到当地土地规划的修编工作中去，如《苏南现代化建设

示范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应用

实例。 

（二）应用于发掘和开发优质农业土地资源。我省的人

均耕地资源（特别是苏南地区）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开发

利用优质农业地质资源既可以解决土地合理利用的问题，也

能为当地产业升级、发展生态绿色循环经济等提供新的重要

的决策依据。通过地质调查，我们在苏南宜兴地区发现了

20000 公顷以上的天然富硒土壤，并建立起了天然富硒茶叶

生产基地和天然富硒大米生产基地，其产出的大米硒含量平

均可达 0.15 毫克/千克。  

（三）应用于污染防治及资源合理利用。近年来，我省

分别在无锡和苏州两地建立了重金属污染耕地生态修复试

验示范工程，成功修复了镉等重金属污染耕地 10 余亩，研

发了 2项修复技术，为推进污染耕地的防治与合理利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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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科学有效的对策与建议。 

（四）服务于提供后备耕地资源选区。开展全省耕地后

备资源调查评价工作，直接提供了重金属、有机物等土壤污

染元素情况及线索，为我省后备耕地资源的选区提供了必要

的技术保障。成果资料显示，农村居民住宅基地中有 1/3 的

土地有望转化为优质耕地。另外，我们发现江苏沿海滩涂的

重金属污染普遍较轻，养殖可以快速改变地表土壤的污染状

况，增加其生产能力，这些成果线索都是改变土地利用方式

不可或缺的资料。 

二、江苏土地地球化学调查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推动土地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不仅要管住土地的数量，

而且要管好土地的质量。针对目前江苏国土资源管理的实际，

在提升土地资源管护的效率与层次的过程中，我省十分重视

并不断加强以下几项工作： 

（一）构建耕地质量监测体系。 

江苏面对保护耕地资源的艰巨任务，始终在不断强化耕

地质量管理。江苏省委、省政府将“构建全省国土（耕地）

生态地质环境监测网，查清耕地生态质量家底，积极开展耕

地污染生态修复与防治”列为了全省 2014 年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点工作。2014 年我厅启动了国土（耕地）生态地质

环境监测工作，通过项目的实施，旨在对耕地环境质量进行

实时监测，不仅可以掌握耕地质量现状及其变化趋势，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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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确保耕地的基本安全以及健康的基础上，保障农产品的

安全，并可为防治水土污染等地质环境保护提供可靠依据。 

2014 年，项目针对全省现有耕地分布特点，布设代表

性监测点 2078个，实地采集样品 2219个，获取耕地环境质

量监测数据 50000 多条，总结耕地环境质量分布规律与主控

因素，发布的《江苏省国土（耕地）生态地质环境监测年报》，

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认可。 

（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保护。将耕地重金属污染等

指标与基本农田划定工作要求结合，严重污染耕地不得划入

永久基本农田，已经划入的建议调出，无法调出的要安排专

项整治与修复，确保其最基本的生态安全。基本农田中达到

中度以上污染的耕地，对其耕地环境质量变化进行排查、跟

踪监测，随时掌握其生态安全情况。目前，我省在苏州（相

城区）和无锡（丁蜀镇），利用土地质量地质调查成果资料，

试点开展了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保护工作。 

（三）土地整治与复垦。将相关土地质量地质调查工作

成果与土地整治、复垦挂钩，实施分级分区风险评估与管控：

对于污染严重、生态安全危害大的土地将优先安排整治，对

于无污染的、相对安全危害小的土地尽量安排以保护为主，

不安排或少安排相关土地整治计划；土地整治或复垦前后，

安排相应的土地质量地质调查评估，将重金属污染、酸化、

土壤生态安全等相关要素纳入土地整治与复垦的验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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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对污染不达标的项目一票否决。 

（四）表土剥离再利用。充分利用土地质量地质调查评

价成果，将建设用地施工中的表土剥离、处置与耕地质量保

护结合起来。凡是耕地被征用为建设用地的，征用前必须安

排相应的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工作，确定其相应土地的污

染、营养、酸化、微量元素分布等真实状况，查清需要剥离

的优质营养土资源量，拟定其表土剥离方案，对于优质营养

土妥善储存，对于严重污染土壤妥善处置、严防污染再扩散。 

（五）耕地生态安全建档。选择无锡宜兴市作为试点，

以现有的土地质量地质调查成果为基础，将土地质量地球化

学等级评价与耕地利用结合起来，按照“1 个单元 1 张卡”

的形式逐次建立基于各级政府耕地家底的生态安全档案，将

耕地土壤质地、污染、酸化、养分、产能等系列要素记录在

案。 

三、构建地质工作与土地管理的有机融合的新模

式 

江苏苏南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目前设立有“现代

化建设示范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两个国家级示

范区。苏南地区长期以来的快速发展，导致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减弱，出现了地面沉降、地裂缝、水土质量恶化、软土工

程地质稳定性一系列地质环境问题。 中国地质调查局与我

省人民政府计划合作开展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综合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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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构建中央服务、引领地方并与地方合作开展地质工作

的新模式，是传统地质工作服务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具

体实践，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经济强、百姓富、环

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总要求的具体工作之一,同时，也

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落实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全

国地质工作的最新要求。 

各位领导、同志们，土地质量地质调查工作任重道远，

大有可为。今后我们将认真总结和借鉴兄弟省市的经验做法，

不断创新土地质量地质调查工作，切实发挥地质工作对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支撑作用，继续谱写江苏地质工作推进

节约集约用地的新时代篇章，为“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

作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