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流转工作总结(汇总5篇)
写总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每一个要点写清楚，写明白，
实事求是。什么样的总结才是有效的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
了一些优质的总结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土地流转工作总结篇一

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

三、互换的年限自_____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起
至_____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
日(注：_________________以国家自留地年限政策为基准)。

四、互换以后，如果国家征用一方的土地，按互换以后的土
地使用方享用征用的安置补偿，原与村里的承包合同解除，
由未被征用土地的一方重新与村签订承包合同。

五、互换以后，一方如果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由改变土地使
用性质方到国家规定的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另一方可永
久性的享受互换以后的土地使用权(国家规定不能享受的除
外)。

六、土地互换协议签定后报村委会备案。

土地流转工作总结篇二

几年来，xx市一直把搞好土地有序流转作为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维护农村稳定的大事来抓，认真贯彻落实《农村土
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从促
进农村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农业结构调整、
增加农民收入的高度出发，积极引导和规范农村土地有序流
转，取得了较好成效。截止20xx年末，全市农村土地流转面



积达81574公顷，涉及55700个农户，分别占承包耕地面积
的10.8%和总农户的11.2%。其中流向种养大户和龙头企业的
为xx07公顷，占流转总量的2.3%；流向农民专合作组织
的xx80公顷，占流转总量的2.4%；流向农户的77687公顷，占
流转总量的95.3%。在土地流转总量中转包的61574公顷，出
租的8143公顷，互换的389公顷，转让的7252公顷，入股
的xx80公顷，其他形式的2236公顷，分别占流转总量的75.5%、
10%、0.5%、8.9%、2.4%、2.7%。流转的土地中自发流转
的75873公顷，占流转土地的93%；乡村组织提供信息流转
的1461公顷，占流转土地的1.8%；委托乡村组织流转的4240
公顷，占流转土地的5.2%。流转出的土地主要以种植粮食作
物为主，占流转总量的80%以上，种植经济作物和蔬菜占流转
总量的10%左右。流转期限以中短期为主，5年以下流转面积
占88.4%，5—20xx年占4.3%，20xx年以上占7.3%。由于xx市
采取土地入股等形式，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数粮大户，
搞土地规模经营，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实现了土地
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发挥了规模效益。一是促进了
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通过土地入股流转，使农村土地向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和有能力经营的农民集中，实现了土地规模
经营。二是实现了转移劳动力和农民增收双赢。农村土地流
转后使一些会手艺、头脑活、善经营的农民摆脱了土地束缚，
或打工，或经商，服务于二、三产业。既增加了农民收入，
又活跃和繁荣了城乡经济，加快了小城镇建设步伐。三是推
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通过成立农村土地流转合作社，
规范土地流转操作程序，加快土地流转进程，采取公司+流转
合作社+基地+农户等形式，吸引大量社会资本投向农业，促
进了先进生产技术、现代装备、现代管理在农业领域的运用
和推广。

近年来，xx市农村土地流转工作在市、县两级政府和各级农业
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下，对依法推进土地流转进行了积极的
探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
一是对土地流转的意义和认识不足。许多农民还没有把土地



流转作为整合土地资源、提高土地产出率、转变经营方式、
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多种经营、拓宽增收渠道等有效手段
和必然途径。有些农民依然存在小富即安的传统观念，不愿
离开自己那块有限收入的土地。二是土地流转需要进一步规
范。各地没有完全健立和实施土地流转登记备案制度。有的
流转主体和行为还不能完全依法运行。对流转情况缺乏相关
备案登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让变更手续。合同文本还没有统
一。还存在土地流转引起的纠纷现象。三是土地流转的体制
机制和流转形式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换言之，
以土地经营方式的变革为显著标志的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协调。

一是要广泛宣传，提高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结合农村土
地承包法律法规学习宣传活动，采取电视、广播、标语、条
幅、下发宣传单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土地流转的意义及土
地流转政策措施，以及流转土地农民增收的实际效果，消除
农民思想顾虑，提高土地流转意识。

二是积极调研，及时解决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要把土地流
转作为一个课题，组成调研组，深入县（区）、乡村和农户
对xx市土地流转情况开展调研，及时掌握全市土地流转情况
和存在的问题，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流转新模式、新办法。

三是加强典型引导，营造土地流转的良好转氛围。要把培育
土地流转典型作为促进土地流转的重要手段，总结典型经验，
加强引导。

四是要健全制度，依法规范土地流转。健立和实施土地流转
登记备案制度。确保流转主体和行为符合有关法律和政策规
定。对流转合同及有关资料进行归案并妥善保管，建立流转
情况登记册，及时记载和反映流转情况。对以转包、出租或
其它方式流转的，及时办理相关备案登记；对以转让、互换
方式流转的，及时办理有关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让变
更手续。建立和实施土地流转合同管理制度，指导流转双方



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建立稳定规范的流转关系。使用省里
统一制定的合同文本。较大规模或涉及主体较多的流转，必
须由农经站指导流转双方签订流转合同，进行合同登记、鉴
证。

五是重视纠纷调处，保护土地流转。为保护土地流转双方的
合法权益，该市各县区于20xx年全部成立了农村土地承包仲
裁机构，要充分发挥作用，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全部纳入依
法管理的轨道。

六是创新体制机制，探索流转形式。坚持以《土地承包法》
及中央和省相关规定为准绳，鼓励农户依法采取转包、转让、
出租、互换等多种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积极探索土地
流转合作社等土地流转组织形式。在保持原承包关系不变的
前提下，由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自愿申请，并以土地
经营权入社的形式，组建农村土地流转合作社，由土地流转
合作社进行集中统一规划、统一经营。这种模式以股份制和
合作制为基本形式，实行“三权分离”，即村集体拥有土地
所有权，农民拥有土地承包权，土地流转合作社拥有土地经
营权，实行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管理制度，农
户按入社土地面积从合作社获取分红收益。这种形式既能够
把土地集中流转出来，促进高效规模现代农业的发展和新农
村建设，又可以克服其他土地流转形式存在的弊端，有利于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维护承包农户和经营业主的合法权
益，提高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
民增收，有利于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促进农村社会公益事业
发展。

土地流转工作总结篇三

继续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截至目前，全县流转土地面积xxx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
（新确权面积xxx万亩）的50.1%。已实现全县土地流转面积



达到50%以上的任务目标。其中，50亩规模以上土地流转面积
达到50万余亩。

近年来，我县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积极搭建平
台，建设了19个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引导农村土地有序流转，
推进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村土地流转为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生产基地建设提供了创业平台，通过农村土地
流转，我县农业产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村土地资源和农
村劳动力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为
全县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一是土地经营权有序流
转，可以让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还可以得到比自主经营更多
的收益，既节约了生产成本又解放了农村劳动力，既为农民
开辟了稳定增收渠道又提高了规模生产所带来的单产收益，
改变原先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模式，实行规模化生产、标准
化种植、集约化经营，让更多的农民得实惠。二是促进了农
村产业结构调整。全县除种植各类蔬菜40多万亩外，还拓展
到花卉、苗木、中药材、水果、特种种养殖和休闲观光等领
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明显提升。

1、量化目标任务，纳入乡镇年度综合考评。一是乡镇建立规
模流转50亩以上大户数据库，实行跟踪动态监管。二是建设
了xx县土地流转信息网络，实现了县乡土地流转信息联网。
三是及时发布土地流转供求信息，为流转双方搭建了市场交
易平台。

2、继续加大新型经营主体的政策扶持力度。今年，县政府出
台了《xx县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若干政策暂行规定的通知》（x政
办秘〔20xx〕142号），加大了对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特色种
养业的奖补力度，进一步激发了我县农村土地流转活力。

3、建立xx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为推动全县农村产权流转交
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促进农村资源阳光透明运行，县
政府出台了《xx县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x



政办秘〔20xx〕146号）和《xx县农村产权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
（x政办秘〔20xx〕147号）文件，成立了xx县农村产权交易中
心，为下农村步土地流转合同签订、鉴证、评估、备案搭建
了很好的平台。

4、开展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培育活动。通过示范社、示范
家庭农场培育活动，发展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为发展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奠定了良好基础。

5、切实做好“县、乡、村”三级调节工作。为切实做好我县
农村土地流转纠纷调解工作，县乡村加大对土地流转纠纷调
处力度，积极化解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矛盾纠纷。

土地流转工作总结篇四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洗礼,目前农村经济已进入不断向市
场经济迈进的实践阶段。分析这个阶段的新实践,农村经济已
逐步出现这样一个明显特点:土地活则经济活,土地流转正成
为推动农村经济实现新一轮发展的“兴奋点”。

我县作为一个欠发达的内陆山区农业县,如何紧紧把握农崐村
经济发展的新趋势,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流转的实现方式和途径,
促进农村土地规范、高效流转,全面盘活、开发利用好土地这
一与发展经济联系至关密切、潜能极为巨大的生产要素,对加
快发展县域经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带着这一课题,我们对
全县农村土地流转的情况的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调查。

1、流转的面积逐步扩大。从1995年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责任
制以来,我县土地流转的面积逐年增加。1995年全县土地流转
面积不到2.1万亩,今年已达7.62万亩,增长了3.5倍。特别是
近两年来,初步出现了由小块流转向成片规模流转的新变化。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一次性流转崐面积达20亩以上的就有370
余宗。



2、流转的形式不断丰富。据调查,我县农村土地流转主要有
五种形式:一是委托代管,即外出务工的农户委托亲戚、朋友、
邻居耕种,税费负担与收益分配由代管人与委托人签订书面或
口头协议商定,全县有80%以上的属崐于这种形式。二是反租
倒包,即乡、村.体根据结构调.等需要将承包户的土地租过来,
然后又转租给原承包户或其他农户。如堡子镇政府租赁该镇
新店村、楼落村农户的200亩稻田,然后又转租给原来的农户
或其他农户,用来.中连片开发无籽西瓜。三是股份合作,即.
体或个人以土地入股,与他人或单位进行共同开发经营,分享
效益。如林城镇大石板村粟多坤、粟多遇等人负责技术和资
金,连山乡宋家洲村的9户农户以118亩稻田入股,实行股份合
作,共同开发优质葡萄。这种分户管理的股份合作形式既解决
了种田大户无田可种的矛盾,又解决了田主缺资金、缺技术搞
开发的矛盾。四是.体重新发包或转包,即村组将.体“四荒
地”、农户弃耕抛荒的土地重新发包或转包给农户。如团河
镇向阳村以150元/亩的租金,承包了该村120亩土地(其中耕
地80亩,河滩荒地40亩),经..后崐以2.5万元/年的租金,发包
给本村3户农户,规划用于建崐立鸡、鸭、猪、羊、鱼综合养
殖场。憘五是对外招租,憗即村崐组.体将.中连片的低产田,
或将.体原来统一经营或承崐包的山林、果园、水面及荒地,
以招标的形式租给大户经营。团河镇官舟村将两块分别为300
亩和500亩的荒地发包崐给两名洪江籍的农户,承包期20年,承
包者带资金和技术落户团河,发展板栗和脐橙等优质水果。此
外,拍卖、以租抵债等形式在土地流转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3、土地跨区域流转逐渐增多。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潜
能的不断释放,许多能人大户已不满足于本地有限的土地资源,
从而使土地跨村、跨乡、跨县流转的面积逐步扩大,土地经营
逐步打破了传统的区域界限。据初步统计,全县跨区域流转的
土地已达1.9万亩,占全县流转土地的25.2%。仅团河镇就对
外(外县)招租1100余亩。连山、坪村、林城镇等交通方便的
乡镇,对外更具吸引力。地灵乡的草莓大户吴国华就到坪村承
包了稻田20亩,在国道边发展草莓;若水镇的胡清在连山承
包30多亩耕地,同时转战怀化鸭嘴岩租赁荒山发展脆蜜桃。



我县土地流转虽然起步较晚,但产生的效益和影响是十分明显
和积极的。一是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调.。不少能人租赁.体
或个人的土地,不再局限于耕种质次效低的农作物,而是逐步
倾向于作物耕种的多样化、规模化,由耕种比较效益较低的油
茶、水稻转向耕种优质水果、西瓜、大棚蔬菜、葡萄等比较
效益较高的作物。目前全县在土地流转中已涌现出了一批调.
结构的“排头兵”,为推动全县农村产业结构调.作出了示范。
如坪村镇大顺村张光前崐等6户农户承包耕地84亩,全部改种
水稻为种无籽西瓜、葡萄、草莓等,带动了当地农民调.产业
结构,加快了全镇产业结构调.的步伐。在他们的带动下,全镇
有120多户农崐户参与承包土地300多亩,用于种植无籽西瓜,
获得了很好的收益。憘二是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力的合.转移。
土地流转一方面催放了土地的巨大潜能,同时又进一步解放了
劳动力。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大约有2万余名农村劳动力将耕
地崐以流转的形式处理后,纷纷外出经商、开店、打工,从而
有效解决了目前农村劳力过剩、弃耕抛荒现象严重的问题。
崐憘三是提高了土地使用价值。土地合.流转后,土地逐步向
大户和能人.中,经营者实现了市场化、规模化的生产,崐改变
了农村经济长期存在的品种老化、管理落后、经营小崐打小
闹的不良布局,使土地的潜能得到了大幅度的释放。崐如坪村
镇农户张崇华承包了32亩耕地,用来种植无籽西瓜,崐今年产
值达2.8万元,而32亩耕地用于种植水稻总收入仅1.崐4万元,
只有种植无籽西瓜的50%。

四是培植了一批农村崐大户。憗随着土地流转的推进,生产要
素不断向生产大户和崐能人.中,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使生产大户和能人有了“用武之地”,一批发展农村经济的大
户脱颖而出。目前,全县承包5亩土地以上的经营大户就
有2100余户。黄茅乡白洋村陆明建等9户农民于1997年租赁本
村300亩荒山,承包30年,至今已累计投入资金11万元,栽种优
质板栗20xx株,优质梨树3000多株,杨梅、碰柑、脆蜜桃等
崐1000多株,预计进入盛果期产值可达25万元以上,可以为15
人以上提供劳动就业机会。



我县的土地流转经过几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推动了了
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思想意识、机制束缚崐等因素的影
响,我县土地流转仍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
了我县土地合.、规范、高效流动。这些崐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土地流转的组织引导乏力。憗我县土地流动主要是农户
自发进行的,个体化倾向较重。各级党委、政府缺乏有效的组
织和引导,至今没有规范的政策指导操作,没有明确具体的部
门规范管理,致使我县农村土地难以实现规范、有序和高效流
转。二是土地流转的市场培育滞后。全县干部群众“土地市
场”的观念十分淡薄,县、乡、村三级都没有建立为土地流转
服务的中介组织,崐市场培育严重滞后,从而导致土地流转的
供求信息、交易管理都存在诸多问题。三是土地流转的档次
不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流转的形式档次不高。我
县土地流转绝大部分仍属最低层次的委托代管形式。在我
县7.62万崐亩流转土地当中,委托代管形式占82.4%以上。堡
子镇流崐转的1235亩土地当中,委托代管形式流转的就达1000
余亩,占流转总面积的81%,其它形式流转的仅占19%。而实践
崐证明,低层次的委托代管所产生的效益仍然是比较低的。其
二是流转地的开发档次不高。许多流转地仍处于自发的、粗
放的、低层次的经营状态,流转规模小、投入低、科技崐含量
不高、抵制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强。林城镇一户居民低崐价承
包了8亩良田,但一年四季都是栽种一些“大路菜”,几分至2
角钱一斤,效益很低,连上交那低得不能再低了的租金也成了
问题。四是土地流转的管理欠规范。由于至今没有指导性文
件,没有具体的部门组织管理,导致土地流转的管理欠规范。
主要表现在:流转双方忽视必要的法律手续;交易监督滞后,.体
“暗箱操作”仍有发生;流崐转服务体系欠完善,流转的档案、
信息、价格都没有规范崐建立;利益保障还比较乏力,一些流
转地的经营者反映要进一步宽松环境,支持他们生产发展。

1、提高认识,将推进土地流转作为实现农村经济新崐一轮大
发展的关键来抓。土地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生崐产要
素,“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就高度概括了土地崐的巨大
潜能。但从新的农村经济发展形势来看,离开了土崐地流转,



土地的潜能发挥受到了极大的束缚。长期形成的崐土地平均
拥有、所有权和经营权机械统一的模式已明显不崐适宜农村
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打破这一沉闷局崐面,就必须
让土地流转活起来。因此,各级党委、政府和崐涉农部门要切
实提高对土地流转的认识,要充分认识土地崐流转对合.配置
农村土地资源,推动农村经济新一轮发展崐的重大意义的认识,
充分认识土地流转是进一步深化和完崐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
改革的需要,切实加强对土地流转的崐领导。要大力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牢固树立“土地市场”崐的观念,转变领导方式和
职能,利用市场引、政策推、行政促、典型带等方式,大力活
化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积极崐加快土地流转的进程。

2、强化宣传和引导,使土地流转由自发逐步转向自土地是农
民的命根子,群众是土地流转的主体。因此,崐要抓好土地流
转,必须千方百计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崐憘一是要加强对
土地流转现实意义的宣传。憗要充分利用电视、崐广播、墙
报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土地流转意义的宣传,通过崐宣传,让广
大农民群众充分认识盘活农村土地对发展农村崐经济、增加
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基层干部要深入村组,深崐入到土地流转
过程当中,向群众讲清盘活土地与固守原有崐土地甚至弃耕抛
荒的利弊,通过前后效益对比,提高农民崐对土地流转的重要
性的认识。憘二是要加强对土地流转典型崐的宣传。憗对那
些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观念较新,经营效益崐较好的经营大户
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大力宣传,切实崐发挥典型的带动作
用。通过宣传,让更多农村或城镇的富崐余劳动力感到经营土
地有利可图,从而自觉投入到土地流崐转当中,利用好土地资
源,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憘三是各崐级党委政府、基层干部
要善于调动农户的积极性。

土地流转工作总结篇五

乙方：_________________

一、位置：_________________



二、面积：_________________

三、土地补偿标准：_________________

四、土地补偿金额：_________________

八、本协议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自补偿款到位之日起执
行;

九、自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于年月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
自动解除;

十、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十一、本协议一式三份，张湾乡政府和甲乙双方各持一份。

甲方：_________________(签章)乙
方：_________________(签章)

以上是土地流转合同解除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