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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简报篇一

7月25日上午，五华县召开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推进会暨乡
村振兴工作例会。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宋学希，县领导
温定基参加会议。

据了解，2022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县上
下踔厉奋发、攻坚克难，确保了五华县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
作有序推进。至7月22日，全县完成撂荒耕地复耕面
积96286.4亩，其中完成省下发15亩以上图斑面积38305.4亩。

就如何全力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工作和做好近期乡村振兴工
作，宋学希强调。

四是要统筹兼顾，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切实按照省、
市、县的会议和文件精神、部署要求和近期工作要点，逐一
去抓好落实。

会前，与会人员还到转水镇青塘村撂荒地复耕复种现场进行
考察，详细了解转水镇推进撂荒复耕好经验好做法。

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简报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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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简报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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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简报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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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简报篇五

为加快推进撂荒耕地复耕复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保持农
村社会稳定，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小良镇多措并举，全
力推进撂荒耕地复耕复种。

一是镇主职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推进。为扎实推进撂荒耕地
复耕复种，小良镇主职领导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经常深入各
村查看耕地撂荒情况，多次找相关责任人进行谈话，了解他
们在撂荒耕地复耕复种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并帮助解决。

二是明确目标任务和实施方案。目前小良镇共有75个图斑，
共计2074.16亩撂荒地。经核查全镇核查可复耕图斑40个，面
积1095.4亩，可复耕面积与大于15亩疑似撂荒地图斑面积占
比率为52.81%；从总体情况上看，小良镇卫星拍摄的撂荒图
斑比较多，面积比较大，工作推进相对困难，根据《茂名市
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实施方案》（茂委农办〔2021〕39号）的
文件精神，为了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加快推进小良镇撂荒耕
地复耕复种，确保粮食生产安全，保护耕地质量，提高耕地
利用率，小良镇于2021年11月10日制定了《小良镇撂荒耕地
复耕复种实施方案》。

三是落实主体责任。小良镇通过召开镇领导班子和各村委会
书记关于撂荒耕地复种工作会议，强调复耕复种工作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提出对在基本农田的撂荒耕地，不讲任何条件
和理由，坚决推进复耕复种，确保全镇可复耕的撂荒耕地按
时按质全部完成复耕复种的目标任务。以各村委会为主体，
统一推进复耕工作，及时召开村民座谈会，摸排每块撂荒耕
地的权属关系，对撂荒耕地建档立卡，集中整合，推进土地



流转、推广生产托管等方式多头并进，加强宣传引导，鼓励、
协同村民一起完成复种工作。

四是班子成员支部书记带头带队进行开展复耕复种。镇各班
子成员根据镇委的工作要求，亲自到所挂片的辖区推动开展
复耕复种，有的班子成员还亲自下田，起到很好的带动作用。

经镇、村干部上下同心，共同努力，小良镇撂荒耕地复耕复
种工作取得明显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