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土地确权工作个人总结(模板7篇)
围绕工作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问题进行的专门性总结，总结
某一方面的成绩、经验。那么，我们该怎么写总结呢？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土地确权工作个人总结篇一

（一）工作目的：

根据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土地登记规则》和《地籍
调查规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确定土地使用权人并取得土地
合法使用权属文件。

（二）主管部门：

土地所在地的区规划处

（三）工作内容：

领取《土地登记申请书》。按要求填写。执相关要件到土地
所在地规划处进件办理。

注：属行政划拨土地的可在初始登记时一并办理。

（四）要件：

1、《土地登记申请书》；

3、地上物处理证明文件及补偿缴费票据（转让协议及票据）；

4、1/500地籍图、界址坐标图、测绘资料、宗地图；



5、《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

（五）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

土地确权工作个人总结篇二

土地确权发证工作量、难度都较大，要求工作人员在登记过
程中必须细致负责并了解农户家庭人口、二轮承包土地情况，
针对这一问题，我镇将登记工作明确到位，要求准确把握土
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的关键环节，着重查清承包地块的面积和
空间位置，做到农户签字率达百分之百。

2.电脑录入：

在台账登记工作结束之后，我镇将电脑录入工作分配至每位
大学生村官、劳保所志愿者及其他精通电脑操作人员。由农
经部门组织对录入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并对录入过程中容易
出现的问题及注意事项提前给予说明。录入完毕之后，统一
用a3纸打印，并交由各村会计进行核实修改，最终确保每户
人口、土地信息准确无误。

3.证书、合同签订发放：

我镇严格按照统一印制的合同书，由发包方、承包方依法签
订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并及时将相关资料准确无误地
录入电脑。证书打印由农经人员连同各村会计交替接班，做
到人不离岗、机不停歇，并要求在打印过程中注意核对信息
内容，对出现问题及时纠正。

我镇领导组织安排到个别村农户家中对其发放证书，要求对
发放工作实行分工负责、划片包干、责任到人，确保了“一



本不错、一户不漏”。

4.资料归档：

对承包土地清查、清丈核实原始材料、二轮承包面积变动情
况核实表、土地承包合同和证书等相关资料，要求各村会计
按组别、序号分好，并由农经人员及时装订成册，专橱存放，
专人管理，作为永久性档案，集中保管。

5.妥善解决问题：

土地确权工作个人总结篇三

湖阳镇位于当涂县东南面，东临石臼湖，西临运粮河，南与
高淳县接壤，单镇独圩，全镇辖六个村，三个居委会，共38
个村民小组，人口2.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6万人，6700余
户，耕地面积3.9万亩，分老圩、新圩、大白宕三大块。截止
目前，有1个村基本完成摸底调查工作，其他5个村预计于7
月30日前全部完成摸底调查工作。

（一）成立组织领导。镇成立由书记任组长、分管副镇长为
副组长，农经、建设办等8个部门负责人和6个村党总支书记
为组员的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领导小组，并结合我镇实际
制定印发了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6名党政领导带12名机关干
部包村指导，并下设专门办公室具体业务指导。各村成立相
应组织，村“两委”包村民组，村民组长带1-2名人员开展具
体工作。期间，镇在召开有关工作会议时，要求各村汇报进
度，协调矛盾，提出要求。

（二）突出思想发动。镇召开党政领导、包村干部、村“两
委”人员参加的动员部署会，各村召开村“两委”和村民组
长会议进行再发动。制作15条宣传标语，悬挂于重要路口和
人员居住密集区，各村村委会在村务公开栏内张贴土地确权
登记颁证相关资料宣传，印制“致广大农民朋友一封信”发



到每家每户，利用镇村工作人员入户调查、农户来镇和村办
事等时机，广泛宣传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目的意义、方
法步骤、政策规定，调动广大农户主动参与、全力配合的自
觉性和积极性，消除推倒重来、重新分地等模糊认识。

（三）以村组为主。工作过程中，我们牢牢把握“县指导、
镇负责、村为主”原则，注重发挥村民组长作用。村民组长
与相关人员走到每户家庭，按照“保证质量、确保进度”要
求，力争将人口信息、土地信息摸全、查准。同时村组成立
老党员、村民代表参加的“议事会”，收集遇到的困难问题，
分析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在不违反政策、规定前提下，
实行一对一的矛盾化解。

（四）严格监督，加强检查。为积极稳妥推进农村承包土地
确权工作，镇上指定专人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
阶段工作的进度收集、汇总上报，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和工
作典型等。同时，不定期走访各村进行实地查验，及时了解
掌握确权工作进展情况，对确权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
及时落实相关人员进行调处和化解。

（一）全镇各村工作推进程度不均衡。有个别村积极性不高，
导致工作推进缓慢。

（二）二轮承包合同面积与实际面积不一致的问题。解决的
方法：确权登记颁证应严格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政策规定，
对测绘多出的土地，按照同增同减的原则确权到户。

（三）原“两田制”的4个村的农户集体流转给村组的土地，
四至不明确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对流转的土地四至不清的，
可采取确地确股，暂不确定承包地的四至，待摸底完成后村
委会将这部分土地面积统计上报县确权办，由县向上级部门
请示后再统一口径。

（四）在自家承包地建房的问题。解决的方法：自行在承包



地上进行建房或建设其他实施的，已改变了原承包地的农业
用途和现状，应不予确权登记。

（五）承包人已去世其子女要求分户分地确权的问题。解决
的方法：１、先由承包户出示“关于××户要求土地承包经
营权分户的协议”，协议上要写明原承包地有多少、因什么
原因分户、分户后的面积各为多少以及四至，最后分户代表
都要签字；２、协议报给村委会后，村委会对乡镇、村以及
原承包户的二轮承包合同、经营权证书要收回并变更，变更
后再填写摸底表。

（六）承包地被征用，农户没有“要钱要地”的问题。解决
的方法：调查摸底时先按照原承包关系登记确权，在“备注
栏”内说明。

（七）委托别人申请签字的问题。我镇在外务工人员较多，
摸底、申请时少数农户不能到场而只能委托亲属等代为指界
签字，可能事后对认定结果有争议。解决的方法：坚持“群
众协商、干部协调、部门协作”，分别做好工作组村干部与
承包户电话联系、现场指界、公示后无异议确认三个时段的
在场人公证记录。

（八）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给家庭人口信息的（身份证、
户口本）收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一）督促工作进度慢的村克服困难，加快“确权摸底表”和
“确权申请书”进度，确保在测绘公司到来之前完成。

（二）做好摸底数据的汇总以及人口信息的收集，确保质量。

（三）继续收集和梳理各村遇到的问题和难题，向上级部门
请示，统一答复口径。

（四）做好测绘公司入驻乡镇前的准备工作。



土地确权工作个人总结篇四

我乡辖15个村委会，97个村民小组，耕地面积达3.4万多亩，
到目前为止，已完成二榜公布100%，平面图制作全面完成，
编制登记薄全面完成，开展确权登记全面完成，测绘总面积
为4.1万多亩，多出面积达7000多亩，下一步三榜公示后抽部
分村组打证、发证。

我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主要困难和问
题：

第一，绝大多数的群众对此工作不太理解(包括村干部)，因
为群众很清楚土地是生存的第一要素，农村千百年来是按人
头分田，并且对生老病死、外嫁、娶媳妇等绝大部分村组都
是3-5年进行小调整。如果土地确权以后，田块、面积再也不
能调整，农村家庭之间就会出现耕地面积严重不平衡，虽然
按照政策，耕地多的可以流转给出去，但对于田少的农户就
出现要出钱租田耕地的现象，按目前农田租田的价格
为400-600元计算，种田就没有任何利润可谈，所以，开展此
项工作就会存在很多矛盾。

第二，现在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员较多，责任田都委托别人在
耕种，三榜之后一定要各家各户签字为准，不能代签(有授权
书除外)，如遇需要进田的，他就不会签字认可。

第三，农村土地确权是涉及千家万户的工作，工程量巨大，
消耗人力、财力较大，为了搞清楚每个垅面，每块田块，需
要通过很多程序，特别是有些村民小组，基本上组长每年一
换，对每块田块根本不清楚，出错率很高，村里又没有资金
来派误工人员，最后导致张榜出去又有错误的现象，这样既
影响进度，又影响质量。第四，我乡签订的测绘公司也有很
大的问题，因为当时不清楚他们的工作实力，其实他们根本
没有专业人员做此工作，都是由在校学生来完成，因为确权
工作相对时间延续较长，他们有的已毕业走向社会，后来的



又不懂前阶段的工作，甚至不管前面的工作，人员也不多，
几个月来一次，做完就走，不论对错，所以给工作带来非常
被动。

1、我乡将近有三分之一的村处在山区，那么山区冲里的耕地
与实际面积相差很大，此前几分地现在通过测量可能有一亩，
我乡到目前为止多测出7100亩，因为当时签协议时按实际测
量面积结账，如县政府不认账，我乡就要负担10多万元的债
务。

2、我们应该本着尊重群众意愿，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
有些规矩有他们去订，只有这样，土地确权此项工作就不会
闹出很多的矛盾。

土地确权工作个人总结篇五

土地确权发证工作量、难度都较大，要求工作人员在登记过
程中必须细致负责并了解农户家庭人口、二轮承包土地情况，
针对这一问题，我镇将登记工作明确到位，要求准确把握土
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的关键环节，着重查清承包地块的面积和
空间位置，做到农户签字率达百分之百。

在台账登记工作结束之后，我镇将电脑录入工作分配至每位
大学生村官、劳保所志愿者及其他精通电脑操作人员。由农
经部门组织对录入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并对录入过程中容易
出现的问题及注意事项提前给予说明。录入完毕之后，统一
用a3纸打印，并交由各村会计进行核实修改，最终确保每户
人口、土地信息准确无误。

我镇严格按照统一印制的合同书，由发包方、承包方依法签
订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并及时将相关资料准确无误地
录入电脑。证书打印由农经人员连同各村会计交替接班，做
到人不离岗、机不停歇，并要求在打印过程中注意核对信息
内容，对出现问题及时纠正。



我镇领导组织安排到个别村农户家中对其发放证书，要求对
发放工作实行分工负责、划片包干、责任到人，确保了“一
本不错、一户不漏”。

对承包土地清查、清丈核实原始材料、二轮承包面积变动情
况核实表、土地承包合同和证书等相关资料，要求各村会计
按组别、序号分好，并由农经人员及时装订成册，专橱存放，
专人管理，作为永久性档案，集中保管。

土地确权工作个人总结篇六

8月3日到8月15日，为期两周的村界、组界土地确权工作在我
社区顺利开展，这次确权工作是由市测量局和县土地局共同
牵头、社区和村相互配合的分工下进行的，目的是划清村与
村地界，以及村民小组间的地界。

在这次土地确权工作中，市上抽调了测量方面的专家团队全
力支持，县上也派出了技术骨干协助工作，我社区则抽出了
所有领导和全体年轻干部积极投入其中，在村一级，大量的
干部和群众参与和见证了确权的过程。

在具体的测量工作中，市、县、社区、村四级人马被分为三
个小组，分赴各村，市上同志负责测量技术方面的工作，比
如读图、绘图、目测地形等等，县上同志负责监督活动的开
展，社区同志们负责组织活动的开展和协调村与村、组与组
之间的边界不清楚等问题，村上的同志主要负责村界、组界
的'指定，以及后勤保障工作。确权流程是这样的：由两村
（两组）村民或村干部共同指出双方公认的村界（组界）位
置，然后在这个位置打下木桩以为标记，再喷上漆作为记号，
之后，指定边界的双方人员在打下的木桩前合影，以为图片
证据，同时，技术人员在卫星拍摄图上标出木桩位置，以备
将来寻找。



在这次土地确权的过程中，所有村庄都能够正确看待确权工
作，积极服务于工作大局，没有一起地界纠纷发生。

2.社区工作总结、社区年终工作汇报

3.社区部工作总结

4.社区义工工作总结

5.社区保安工作总结

6.社区半年工作总结

7.社区医师工作总结

8.社区社保工作总结

土地确权工作个人总结篇七

为贯彻落实好全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
作会议精神，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
作，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把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作为
全县农业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从组织领导、人员配备、
工作经费等各方面予以重点保障。在州农经局的指导帮助下，
我县确定首车镇为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示范点，精心组织
实施，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总结
如下。

1、强化组织领导。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分管副
县长为组长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由农经局具体负责实施；制定了工作方案，具体明确
了工作目标、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实施步骤和工作要求。
同时，根据工作需要，成立了综合协调组、维稳工作组、政



策宣传组，并抽调素质高、责任心强、熟悉政策的人员参与
试点工作，特别是明确要求入村工作组要吸收村民代表、熟
悉村情的老干部参加，确保工作效果。

2、加大宣传力度。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需要做大量的工
作让老百姓了解、理解政策。为此，试点镇精心组织召开了
由镇党委书记，分管副镇长，镇社会事务服务站长，村主干
参加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动员暨培训大会，对该
项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通过采取发放致农民群众一封信、
一本手册的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目前，该镇已发放《致广大
农民群众一封信》1000余份、《政策宣传手册》1000余本。
同时，还利用电视、广播、标语、展板、横幅等形式加大宣
传力度。通过广泛宣传，试点镇充分调动了农民群众参与确
权工作的主动性，为确权颁证试点工作奠定了群众基础。

3、注重流程规范。今年7月份以来，根据工作进展和实际需
要，我县及时组织干部、工作人员分批次到首车镇对村组干
部进行了政策和业务培训。通过组织培训和考试方式，参与
工作的人员全部能够准确理解和正确把握政策界限，熟悉掌
握具体操作规程。为确保规范操作，我县严格按照上级的要
求，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确权颁证工作流程，设制了农户
土地承包经营权摸底表、村基本情况统计表、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登记问题统计表等表格，确保了登记规范、全面、详
实。

4、确保阶段成效。目前，我县农村土地确权颁证试点已经完
成了班子组建、业务培训、政策宣传、调查摸底四个阶段的
工作，工作中做到了上级文件精神吃透到位，政策宣传普及
到位，调查摸底户户到位，每阶段工作都稳扎稳打，确保成
效。但是因为技术公司航拍图没有全面完成，导致后续工作
进展缓慢。

1、积极性普遍不高，导致工作推进缓慢。一是乡镇积极性不
高。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矛盾纠纷较多，乡镇担心激化矛



盾。二是少数农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消极对待。

2、工作任务繁重，经营纠纷化解难度大。一是确权登记颁证
涉及到每家每户、每个地块，内容多，程序复杂。二是我县
地貌复杂，地籍调查、面积实测等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
三是有不少承包地存在争议，有的争议时间久远、矛盾交织，
证据缺失，化解难度大。四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多外出务工，
把承包地周边农户聚齐并现场确权极为不易。五是分田到户
时部分当事人已不在人世，子女对自己的田土界限不熟悉，
导致确权颁证难度大。

3、资金需求量大，县财政无法满足工作开展正常需求。按农
业部的规范要求，确权登记颁证所需资金较多。通过询价初
步估计我县需要2000余万元。我县是国家贫困县，基础薄弱，
财力严重不足，影响了确权颁证工作的进度。

4、技术要求高，我县技术人员无法满足工作需要。确权登记
工作的实地调查、现场勘测、影像绘图等环节技术规格很高，
我县目前极度缺乏相关技术人才。一是由测绘公司制作影像
工作底图；二是入户调查，把承包地基本信息导入土地承包
信息系统，由农户确认；三是测定土地在整个地理系统中的
绝对位置，并绘制成图，由农户确认；四是公示审核，核对
修正；五是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信息系统等都需要聘请有
资质的专业技术队伍。

我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任务艰巨，面临
的问题和困难很多。通过当前的试点推进，我们积累了一定
的经验，下一步，我们将主动作为，攻坚克难，严格按照省、
州要求，紧扣时间节点，依法依规操作，确保我县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在年全面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