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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分钟内，我们可以完成一次简短的休息，让自己重新充
电。一分钟的陈述，要有条理和重点。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一分钟阅读经典，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文字的魅力。

撂荒耕地复耕工作汇报篇一

11月2日，渭南市农业农村局督导检查华阴市2022年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工作开展专项督查，该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陪
同检查。

督导组先后查阅了镇、村两级相关资料，并听取该市2022年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开展情况。对于该市2022年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发放工作，督导组给予了充分肯定，一致认为该
市2022年耕地地力补贴发放工作有力，方法得当，资料完整、
规范，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督导组指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通过国家财政专项资金对
承包了耕地，并保护好耕地质量的所有农户实行补贴的一项
扶持政策，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

督导组要求，一是要高度重视，认真贯彻落实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政策，确保广大农户享受国家的惠农政策，切实提高农
户种粮的积极性。二是要加大宣传，采取多形式的广泛宣传
耕地地力保护贴补的补贴对象、补贴标准、补贴程序，以及
改善提升耕地质量的.措施办法，充分发挥补贴资金效益。三
是要共同协作，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涉及农业农村、财政
及镇（街道）等多部门，各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共同协作，
形成合力，切实做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四是要提
前谋划，要认真总结2022年发放工作，提前谋划，做好预算，
确保2023年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及时、精准有效发放。



督导组采取抽查的形式，先后对该市罗敷镇、华西镇的部分
农户进行了走访，向农户询问和了解2022年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的落实到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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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推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落实省、市相
关工作部署，南溪区全面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宣
传动员工作。

近期，南溪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会同区农业农村局采取门户
网公示、微信推送、张贴海报、发放传单等方式，全域开展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宣传工作。

目前，已印发了农村乱占耕地“八不准”及《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的通知》海
报60张、“八不准”宣传单1000余份，横幅12条。各镇（街
道）相继召开了宣传动员会，陆续开展入户宣传，把农村乱
占耕地“八不准”及《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农
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的通知》的.宣传资料送到农户手中，
确保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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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工作不够仔细，责任心没有到位，我马上对全村的耕
地地力补贴发放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并全力追回多发的补
贴……”日前，太仓市某村资产办主任徐某，在接受该市监
委第二监察员办公室工作人员询问时进行了反思。

今年以来，为加强对各项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等政策落实情
况的`监督，太仓市纪委监委以“室地”联动的方式，运用大
数据比对、核查资料、调研走访等形式，开展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专项整治。



专项整治过程中，该市监委第二监察员办公室发现某村为配
合重大项目建设，有大量的农民承包地改变了用地性质，并
获得了国家相关补偿。村里却没有对承包地的面积进行核减，
仍按原有面积向农户发放了耕地地力补贴。

针对发现的问题，第二监察员办公室会同镇纪委，召集人社、
农经等相关部门详细了解耕地地力补贴发放的工作流程，并
调取查阅土地承包、补贴发放、农路建设等数据信息，以数
据建模的形式展开精准监督。

“通过数据建模的方式，我们对太仓全市的耕地地力补贴资
金发放情况进行了数据比对，对疑似问题再开展现场核查，
共发现各地多发的补贴资金19万余元。”该市监委第二监察
员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在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同时，
将制发监察建议书，督促相关部门迅速落实整改措施，主动
追回多发的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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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做好太平乡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工作，提高群众保护耕
地和耕地非农化意识，进一步加大保护我国耕地力度，2021
年5月13日太平乡国土所、司法所、村规站等部门在集镇赶集
天联合开展整治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宣传活动及其他相关宣传
活动。工作人员给过往的群众发放“八不准”和“十个一
律”等宣传资料，同时对前来咨询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耐心
讲解，直到他们听懂满意为止。国土所共计发放各种宣传资
料160余份，接待前来咨询的群众20人次。发放宣传资料同时
加大宣传力度，告知群众要提高保护耕地意识，发动周边群
众保护耕地，做保护耕地的'捍卫者。

撂荒耕地复耕工作汇报篇五

4月8日，我局召开了惠东县2022年早造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
作推进会，各镇（街道、区）分管领导、农办主任等参加会



议，县委农办主任、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小明同志主持会议
并发表讲话，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罗永茂同志通报各镇（含
街道、区，下同）早造撂荒耕地复耕复种目前完成情况，并
对早造撂荒耕地复耕复种补助申报方法和撂荒耕地复耕复种
迎检台账编制方法进行培训指导。

会上，根据当前各镇政府（含街道办、管委会，下同）2022
年早造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完成情况（据统计，截至4月8日，
全县2022年早造撂荒耕地复耕备耕面积已达10996.13亩），
对镇委镇政府高度重视且完成任务进度快的高潭镇、宝口镇、
吉隆镇,给予通报表扬;九龙峰、安墩、多祝、白盆珠镇任务
重，完成进度较慢，给予通报批评。

三是各镇要加强交流学习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先进经验，通过
印发简报、新闻媒体报道等方式加强宣传，以点带面，营造
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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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许昌市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
部署，建安区采取多种措施，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在全区范
围内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集中宣传活动，大
力宣传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和国家耕地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在全区营造坚守耕地红线的强大舆论氛围。

一是政府主导、部门参与。区政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区
政府分管领导多次组织各乡镇办及区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召开
宣传推进会，明确宣传指标和内容，要求各相关单位把宣传
工作做实、做细，深入到户，具体到人，用数据作支撑，全
面开展宣传活动，做到宣传范围覆盖全区16个乡镇办。

二是集中宣传、集分结合。每周组织宣传车10余辆、附车载
广播、车身悬挂横幅，开展一次大型的全区域范围集中宣传
活动。同时利用村内广播、手机短信、微信等形式，分散宣传



“八不准”和国家耕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不间断营造坚决
遏制乱占耕地建房行为的'舆论氛围。

三是通俗易懂、形式多样。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以公
告、彩页、聊天、讲故事、抖音短视频等形式，广泛宣传党
中央、国务院遏制新增违法建房政策的规定，着力宣传14亿
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但存方寸地、留于子孙耕，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耕地的爱地、惜地思想，以提高耕地保
护和粮食安全为出发点，以遏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为目的，
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群众依法合规建房，从源头上杜绝未批
先建乱占耕地建房问题。

四是典型报道，保持威慑。对辖区河街乡王岗村占用基本农
田建住宅及椹涧乡金庙村占耕地建钢构棚坚决予以强制拆除、
复耕，并将这两起典型案例在全区进行通报，做到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起到拆除一方、震慑一片的效果，对潜在的其它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为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在社会上树
立不敢占、不能站、不想占的意识。

截至目前，全区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集中宣传月期间，
该区共出动宣传车辆700余台次，悬挂横幅1000余条，粘贴农
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宣传海报3000张，墙体宣传标
语56处，大型喷绘版面2处，发放宣传彩页30000份，大喇叭
宣传3000余次，发布抖音等视频10余条，取得了较好的宣传
效果。

下一步，在原有的宣传基础上，该区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
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坚决遏制农村乱占耕地新增行为发生，
做到零增长，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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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孙村镇广大农民群众依法依规用地和严格保护耕地意
识，2022年9月份，孙村镇持续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



治专项宣传活动，重点宣传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开展农村乱
占耕地建房问题清理整治的决策部署要求，耕地保护尤其是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等相关规定。

一是普法宣传。广泛利用广播、工作群进行宣传，通过政策
解读、宣传单、宣传栏等方式，围绕宣传内容，在全镇开展
对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整治工作全面广泛的'普法宣传。积极创
新宣传工作方式，采取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开展宣传。

二是重点宣传。对镇、村级组织及企业和村民开展针对性强、
内容接地气、形式灵活便捷的重点宣传。宣传人员身着红马
甲发放宣传材料并向企业、村民宣传通俗易懂、条理清晰的
法律法规知识和相关政策;充分运用条幅标语、宣传单、led电
子显示屏、广播滚动播放宣传广告和标语等方式，多方式、
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

三是落实宣传。为确保宣传工作覆盖到镇村，孙村镇通过走
村入户、到村宣讲等互动形式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到
村、到户、到人。同时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及时收集乱占
耕地建房违法线索。

此次宣传活动，既提高了孙村镇群众的政策知晓率，让群众
认识到遏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违法行为对耕地保护和国家粮
食安全的重要意义，又为专项整治行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撂荒耕地复耕工作汇报篇八

今年以来，景泰县把撂荒地整治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来抓，多措并举，精准施策，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确保现有耕地应种尽种，为农民
致富增收扩渠道，为乡村振兴添活力。

初夏时节，景泰县草窝滩镇北面的兰飞农场里，绿油油的玉



米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摆着身姿。另一边，大型机械来回穿梭，
深翻后的土地开出一垄一垄的“黄土花”。经验丰富的老农
说，再经过浇水、覆土，土壤变得疏松后就能种油葵了。

景泰属温带干旱大陆性气候，昼夜温差大，干旱少雨，干旱
山区土地撂荒严重。部分偏远山区的村庄移民搬迁至灌区，
原居住区域耕地多年无人耕种，也成了撂荒地。

记者从景泰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景泰县承包地确权面
积104.74万亩。根据核查统计，实际撂荒地14.81万亩（包括
盐碱地1.2万亩、降雨量在200毫米以下的旱地2.58万亩、坡
度在25°以上的耕地0.27万亩），永久基本农田撂荒8.75万
亩。

撂荒地整治刻不容缓。景泰县出台《景泰县撂荒地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成立景泰县撂荒地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和6个
督导专班，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盯住抓、部门
乡镇具体抓的工作格局，统筹推进撂荒地整治工作有序开展。

在掌握撂荒地底子的基础上，景泰县认真分析撂荒原因，紧
盯整片撂荒等重点区域，精准“把脉”，提出“复耕复种一
批、集中流转一批、代耕代种一批、兜底托管一批、改善提
升一批”，“一地一策”激活土地要素。

一条山镇现有耕地64566亩，其中撂荒地2689亩，主要分布在
兰化农场、兰炼农场、兰石农场、长风农场等33个驻景农场，
土地盐碱化严重。

针对驻景农场管理现状和农业发展实际，一条山镇建立了撂
荒土地电子台账，绘制了耕地撂荒地分布图，通过多重手
段“盘活”土地资源，让闲置多年的土地重焕“新生”。

一条山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光英说：“我们对农
场没发包出去的地，集中划片，流转给合作社或者是种植大



户进行集中整治。对盐碱比较严重、排水还不够畅的地，由
镇政府牵头，对土地进行深翻、晾晒，打磨之后种植石叶草
等比较耐碱的作物，逐年逐步进行改善，有效推进撂荒地复
耕复种。”

长风农场负责人郝龙告诉记者，长风农场前几年因土地盐碱
化严重，弃耕600余亩土地。排碱渠现在已修好，土地碱化有
所好转，他们响应政府撂荒地整治政策，对内号召职工进行
弃耕地复耕，已经种植了300余亩，剩余弃耕地对外流转给合
作社和种植大户。

据了解，截至目前，一条山镇已整治撂荒地1628.21亩，占撂
荒地总数的61%。在主体复耕方面，已对接农场总公司三联景
泰农牧公司，5月份开始试种石叶草。

田家勤力作，蓑笠事春耕。景泰县各乡镇积极响应县委县政
府整治撂荒地政策，利用春耕时机，充分利用乡村大喇叭和
微信群，多层次全覆盖宣传《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
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让农民既明确土地
经营权利，又明白保护耕地义务。

同时，景泰县大力推行耕地保护补贴、产业扶贫、农业产业
扶持等国家涉农惠农政策与耕地种植直接挂钩，做到“谁种
补谁、多种多补、不种不补”，激发农户种地热情；对外出
务工和无力耕种的农户，动员农户“谁的孩子谁抱”，将耕
地交由亲友代耕代种，避免耕地撂荒；对无人耕种的撂荒地
由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统一整治托管，整治后返还给农户或流
转给经营主体。

此外，景泰县把土地规模化、标准化经营作为撂荒土地复垦
的有效手段，大力发展“旱变水”工程，兴建各类调蓄水库，
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结合，对积极参与撂荒
地复垦、流转面积大的经营主体，在流转费用优惠、奖补资
金申报、项目争取上给予支持。



截至目前，景泰县通过整治改造、土地流转、村集体收回等
措施，已整治撂荒地11.43万亩，整治率达到77.18%，复耕复
种4.62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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