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计划 撂荒耕地复
耕复种工作简报(通用5篇)

制定计划前，要分析研究工作现状，充分了解下一步工作是
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的，是依据什么来制定这个计划的。因此，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计划的作用，并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应用。
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计划书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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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是西和县政协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
5月19日，西和县政协组织部分市县政协委员到苏合镇，参
加“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协商议事会
议，围绕撂荒地整治和产业发展建言献策，促进工作落实。

西和县苏合镇是典型的农业乡镇。2021年底，根据省“三
调”办反馈图斑和镇村干部摸底情况，苏合镇共有撂荒
地3326亩，占全镇总耕地面积的6。7%。撂荒地整治势在必行。

协商议事前，市县政协委员现场观摩了苏合村撂荒地整治点
和上蔡梁千亩马铃薯种植基地、泰华山梁玉米大豆带状复合
种植基地建设情况。随后，委员们参加在苏合镇政协协商议
事室召开的协商议事会议，与苏合镇党政领导、辖区合作社
负责人代表就撂荒地整治、复耕复种和农业产业发展进行协
商讨论，大家结合工作实际畅所欲言，议事主题鲜明、建言
有理有据，会场气氛活跃。

苏合镇党委书记卢小鹏说，今年以来，苏合镇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县工作要求，坚持把撂荒地整治作
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举全镇之力高位推动撂荒地整
治，截至4月底，全镇累计整治撂荒地3218.7亩，复耕复种撂



荒地3218.7亩，为全镇农业产业稳步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县政协委员何建功建议，撂荒地整治应分类施策、强化支持。
农业产业发展要保持定力，持续推动，久久为功，要以为民
的担当、魄力和情怀，精准落实农业保险政策，努力降低农
业发展风险，让更多的人种粮有利可图、产业发展有所作为。

县政协委员孙伟伟提出，将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多宣传报道，
引导更多人关注撂荒地整治、关心粮食生产，爱惜粮食、节
约粮食。

西和县农兴马铃薯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苏启说，苏合镇上
蔡梁千亩马铃薯种植基地在建设过程中，整治撂荒地380多亩，
修复灾毁农田320多亩、整修农路3公里。基地建成后，可吸
纳周边农户240余人就近临时务工，生产周期内预计农户人均
增收达到3500元，能有效解决疫情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的影响，有序衔接乡村振兴。

大家表示，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是守牢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
通过此次协商议事活动，进一步深化了对推进撂荒地整治、
守牢粮食安全底线重要意义的.思想认识和行动自觉，会后将
立足各自实际，切实发挥所长，积极建言献策，多渠道争取
支持，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协商结束后，参会人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苏合
镇党委及时召开会议研究，要求镇政府积极衔接、认真抓好
落实，切实强化撂荒地整治资金保障，加大农路修复力度，
引导外出青年回乡发展产业，规范种粮补贴发放，跟进农业
保险支持，推进协商成果变为工作实效。

苏合镇党委副书记、政协工作站站长、政协协商议事会主席
柴文祥表示，协商议事活动“商”出了实效，“商”出了共
识，将聚焦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协商议事活动，
聚人心、聚合力，奋力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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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底，全州粮食种植面积达345.9万亩，同比增
加23.67万亩、增幅7.3%，产量103.29万吨，同比增加9.4万
吨、增幅10%，撂荒1年以上的耕地减至779.9亩。

印发《关于在全州范围内全面开展耕地撂荒情况调查的通
知》，抢抓春耕、秋冬种生产宝贵时间节点，督促县、乡两
级成立耕地撂荒情况排查工作组，采取多种措施抓紧抓实耕
地撂荒现状摸排工作。通过多次调查核查，2021年，全州撂
荒1年以上的耕地由3月份的1.55万亩减少到12月份的0.078万
亩，耕地“非粮化”“非农化”得到有效遏制。

结合调查摸底情况，认真分析撂荒原因，对撂荒耕地进行评
判，实行分类管理。对因家中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而撂荒的
耕地，积极引导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通过多
渠道、多方式开展农民土地流转进行复耕复种；对种植效益
差的地块，采取提升土地质量，进行测土配方施肥，改善土
地生产条件，同时指导农户进行套种等方式，来提高地块收
益，增强其发展种植业的意愿。

抢抓生产时间节点，通过召开培训会、入户宣讲、印发宣传
资料等多种方式，广泛深入宣传国家的《土地管理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和耕地保护政策，讲清耕地
撂荒利害关系，讲好国家政策，切实提高群众对坚决防止耕地
“非农化”“非粮化”重大意义的认识，营造了全社会共同
关注参与耕地保护工作的浓厚氛围，有效调动农户种粮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引导和督促流转土地的工商大户及时对撂荒地进行合理利用；
及时协调项目主管部门跟进项目建设进度，项目建设完工后
及时组织涉及农户恢复耕种。抢抓春耕生产有利时机，加强
春耕生产技术服务指导，提高规避灾害损失的能力，增强农



业生产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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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化实行_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
《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看法》以及农业农村部
《关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看法》，有
效遏制耕地撂荒，充分挖掘保供潜力，经县委、县政府探讨，
确定开展农村撂荒地专项治理工作，现结合工作实际，制定
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全面实行中心、省、市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以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为抓手，以构建新发展格局、落实新发展理念、树立
新粮食平安观为目标，以坚守耕地红线、稳定播种面积、实
施藏粮于地、提升产能为重点，利用现代农业技术手段，充
分发挥乡、村两级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参加治理主力军作用，激励耕地经营权人主动参加撂
荒地治理，建立撂荒地动态监测平台和治理长效机制，全面
精准排查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削减存量、强化监督遏制增量，
统筹推动撂荒地治理，促进农业生产健康发展，确保粮食平
安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应。

二、目标任务

建立县、乡、村三级齐抓共管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各级党组
织在撂荒地治理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因地制宜、因村施策，
依法、有序、统筹推动撂荒地治理工作。xxxx 年底前，充分
利用现代农业普查手段完成撂荒地精准摸底清查、信息台账
建立和实施方案制定等工作；xxxx 年 x 月底前，基本完成 xx
个乡镇 xxx 个村的撂荒地治理任务。将撂荒地治理纳入乡村



振兴战略持续推动落实，建立和完善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耕地资源爱护利用相适应的长效机制。

三、基本原则

1、坚持依法依规。严格遵遵守法律律法规，执行最严格的耕
地爱护制度，强化耕地爱护意识，坚守耕地红线，加大耕地
爱护执法力度，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

2、坚持乡村主体。切实履行耕地爱护监管职责，以乡镇、村
为责任主体，把解决耕地撂荒问题作为三农工作的一项重要
内容，因地施策，仔细履职，主动作为，切实解决耕地撂荒
问题。

3、坚持问题导向。深化调研分析集体土地违规运用、耕地撂
荒等存在的问题及缘由，有针对性的制定撂荒地复原耕种、
集体土地合法流转、农村承包地依法经营等措施、方法，分
类指导，逐项解决。

护村集体权益，主动有效开展专项整治。

四、实施步骤

（一）成立机构（xxxx 年 xx 月底前）。各乡镇要结合实际，
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结合本乡镇实际，制定实施方案，细
化措施、夯实责任，全面进行动员部署，通过宣扬车、村广
播、报刊、村级微信群、培训等方式，大力宣扬中心及省、
市、县有关耕地地力爱护政策，充分调动群众自主复耕复种
的主动性，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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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中、*中全会精神和_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_土地管理法》
《_农村土地承包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农村土地流
转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把恢复撂荒耕地生产作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和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着
力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坚决纠正和解决农村土地管
理中出现的弃耕撂荒、毁损耕地等现象和问题，依法保护农
民合法权益，稳定农村生产经营，为促进产业兴旺、农民增
收和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依法依规。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执行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强化农业用途、耕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意识，坚
守耕地红线，加大耕地保护执法力度，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
闲置、荒芜耕地。

（二）坚持乡村主体。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行业部门切实
履行耕地保护监管职责，乡村切实担负起耕地保护的主体责
任，把解决撂荒问题作为“三农”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提
高认识，担责履职，积极作为，攻坚克难，切实解决耕地撂
（抛）荒问题。

（三）坚持因地施策。对整治撂荒耕地实行挂图对表作战，
坚持撂荒地落实到乡镇、到村、到户、到地头，明晰撂荒耕
地的具体地块、方位、类别、面积等。深入分析耕地撂荒原
因，有针对性的制定撂荒耕地恢复耕种计划措施。

细化工作措施，健全工作机制，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及时
研究解决耕地撂荒整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实行村级日报告
制，乡镇分村建立工作台账，确保耕地撂荒整治取得实效。

三、整治重点

一是限期解决长期撂荒耕地复垦复耕恢复种植问题，该复耕



的及时复耕，该收回的收回，该撤销合同的撤销合同。二是
强化耕地保护法律政策执行，加大监督管理和排摸巡查力度，
依法处置弃耕撂荒、毁损耕地行为。三是规范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政策，严格落实“多种多补、不种不补、谁种谁补”要
求，结合乡镇实际，实行差异化补贴方式，对撂荒的耕地一
概不予兑付耕地地力保护与提升补贴资金。对享受补贴又不
从事农业生产，并造成耕地撂荒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人的责任，充分调动各方保护耕地、应种尽种的积极性。

四、时间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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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底镇积极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工作，最大限度提高耕地利
用率，确保现有耕地应种尽种。县底镇抢抓农时，调动镇村
屯干部党员群众等力量，深入田间地头，扎实推进农村耕地
撂荒整治行动，对全镇撂荒土地重新“洗牌”，不断盘活撂
荒土地，有序推进全镇撂荒地专项整治工作。

县底镇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对撂荒地整治工作进行全
面安排部署，并成立了以镇分管农业工作的领导、农业服务
中心主任为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长，指导各村成立以挂村
领导干部、村党支部书记为副组长，各村民小组组长为成员
的工作推进组，形成了“镇村屯三级干部党员群众包户包地
块”的责任体系，有效确保了撂荒地整治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按照“干部包抓”责任体系，镇村屯干部深入农户、田间地
头，逐户对撂荒地进行“地毯式”“拉网式”摸排登记，结
合各村耕地信息分布图，理清撂荒面积、承包关系、位置、
耕种现状等情况，为复耕工作顺利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通过摸底调研、入户宣传、召开村屯户主会议等多种形式，
广泛深入宣传国家的《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



等法律法规和耕地保护政策，以及容政规【2022】1号文件精
神，切实提高群众对耕种土地责任义务的认识，使广大农民
充分认识到保护耕地、恢复撂荒地耕种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增强爱惜土地、种好土地的自觉性，有力推进农村耕地撂荒
复耕复垦工作。

对排摸出的撂荒地，实行“一户一策”“一地一策”，探
索“农户自愿、亲友代管、合作社代种”的复耕新模式，鼓
励有劳力的农户在自行复耕的基础上，对整户外出、无劳力、
土地耕种条件差以及因土地产出效益低不愿耕种的农户，采
取动员农户将土地交由亲友托管代耕、动员农户将土地入股
合作社等方式，快速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

结合各村实际，统筹谋划，复耕的撂荒地主要以水稻、玉米、
薯类等农作物种植为主，确保守住耕地红线和基本农田红线，
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同时，严格落实“对弃耕撂荒1年以上
（含1年）的，不得享受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惠农补贴；原承
包户不愿复耕，经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形成收回弃耕土地经
营权的决定，公示生效后，由村委会安排他人、企业、合作
社代耕，无需给原承包者任何费用，代耕收入和该耕地国家
补贴均由代耕者所有”等相关耕地保护和用途管制措施，切
实推动撂荒地整治工作取得长久实效。

如今，撂荒地复耕复种工作的号角早已吹遍县底镇大地，持
续巩固撂荒地复耕复种工作成效和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筑牢
粮食安全防线，成为县底镇当前及今后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
抓手。县底镇坚持把撂荒地复耕复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干群合力、真抓实干，扎实推进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全
力以赴将荒地变耕地，旱地变良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