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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是把一定阶段内的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导性的
经验方法以及结论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不
妨坐下来好好写写总结吧。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
用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总结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撂荒耕地工作情况汇报 耕地保护工作总结篇一

（一）耕地保护工作

1、按照年初省政府与市政府签定的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中的
有关指标，完成了十县（市、区）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的中
基本农田保有量、耕地保有量等有关指标的分解，市政府与
十县（市、区）主要领导签定了《太原市耕地保护目标责任
书》。

2、由我处牵头组织市局相关处室会同市农业局、市统计局相
关处室组成联合检查组，于4月8日至10日对全市十个县（市、
区）20xx年度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进行了检查。检查结
束后，将检查结果报市政府和省厅，并进行了联合通报。

3、接受了山西省20xx年度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检查和
国土资源部等三部局检查组20xx年度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
情况抽查，完成了接受检查的资料、数字收集、汇报材料的
起草、相关部门及市政府和各县（市、区）的协调接待等工
作。

4、为进一步加大耕地保护的宣传力度，按国土部新标准更新
和完善基本农田保护标识，针对多数县（市、区）经费不足
的情况，我处申请市政府对十县（市、区）补助资金153万元，
用于基本农田保护标识的更换和完善，经市政府批准，资金



已下拨，更换和完善工作正在进行。

5、由我处起草并报市政府批准后以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了
《太原市县级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为下
一步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切实保护好耕地奠定了基础，提
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二）土地开发整理工作

1、组织水利、财政、农业等有关专家对20xx年第一批市级投
资基本农田整理项目的初步设计和预算进行了评审论证，项
目总面积8911.15亩，计划总投资566.1175万元，报市政府批
准后，会同市财政下达了投资计划，现正在实施中。

2、完成了对阳曲县凌井店乡东郭湫村基本农田整理申报项目
和古交市岔口乡关头村基本农田整理申报项目的踏勘；组织
水利、财政、农业等有关专家对以上2个项目的初步设计和预
算进行了评审论证，项目总面积10838.7亩。

3、组织相关专家组成验收组，完成了对省厅委托的万柏林区
化客头街办土地整理项目799.95亩的竣工验收工作；组织相
关专家组成验收组，完成了对尖草坪区20xx年市级投资基本
农田整理项目963亩、万柏林区20xx年市级投资基本农田整理
项目799.5亩的验收工作。

4、会同建审处、整理中心完成了万柏林区、迎泽区申报
的20xx年占补平衡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现场踏勘和初步审
查工作，经局长办公会研究已确定了20xx年万柏林区、迎泽
区2个占补平衡补充耕地项目，总面积647.3亩。

5、制订了《太原市用于“占补平衡”补充耕地的土地开发整
理项目立项程序》。

6、按照省厅要求，督促县（市、区）上报了国家级、省级土



地开发整理项目的整改报告。

7、按照省厅新的耕地地占补平衡项目管理办法，向省厅申报
了占补平衡项目立项申请。

8、组织进行了对《古交市原相、下白泉村补充耕地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评审。

（三）其它工作

1、为重点工程服务，积极支援省市重点工程建设。20xx年1
至3月份，先后为重点工程补充耕地2558.49亩，主要包括小
店区20xx年第一批次、20xx年报国务院批次等。

2、理顺了工作关系，提高了工作效率。我局从20xx年4月耕
保和建审分处后，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和省厅相关业务处
室在职能上对接。为明确职责，规范管理，加强组织协调，
按照省厅耕保处、建审处职责分工，经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
我处将占补平衡项目及新增耕地的入库登记、备案、牵头占
补平衡项目的竣工验收，以及易地补充耕地项目的合同管理
与规范等工作移交建审处。

3、牵头组织召开了全市耕地保护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备案和
信息系统应用会议。传达了省厅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了我市
耕地保护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备案等工作。

4、牵头组织了全市10县（市、区）基本农田上图成果初检，
起草了《太原市基本农田分析报告》。

5、起草了《太原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太原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实施细则》、
《太原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实施规划的编制方
案》。



6、随同局领导对娄烦县、阳曲县卫片案件查处情况进行了督
导。

7、完成了省厅安排的山西清徐小回沟煤矿土地复垦方案的复
核工作。

8、完成其他处室会审件61宗、征求意见稿6件、答复政协提
案2件。

1、耕地后备资源匮乏。太原市现有未利用土地大多位于山区，
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选择中，一些地块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不能进行开发整理，虽有少量潜力，但投资越来越大，
难度越来越高，并且大量的开发整理也可能导致生态环境的
破坏。县（市、区）普遍缺少承担项目的积极性，水利、电
力等相关部门协调困难，项目实施难度增加。

2、依法补划基本农田潜力不足。我市半数县（市、区）已无
补划潜力，多数城区在本区内无法完成重点工程占用基本农
田的补划任务，全市范围内占用中高产基本农田无同质量的
一般耕地可补划。

3、在本市范围内实现耕地动态平衡存在困难。符合项目立项
条件，且投资少、效益高，能开发整理的地块大都已立项开
发整理，集中连片的地块难以找到，有集中连片的地块，新
增耕地率远远达不到立项要求。

2、组织协调县（市、区）完成20xx年省政府下达我市的新增
耕地任务和基本农田整理任务。

3、做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

4、督促县（市、区）及时完成已竣工的省、市级投资基本农
田整理项目的资金审核，严格把关，完成项目的验收工作。



5、基本农田上图后，择时对各县（市、区）基本农田保护标
识设置情况进行检查。

20xx年十一月十一日

撂荒耕地工作情况汇报 耕地保护工作总结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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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撂荒耕地工作情况汇报 耕地保护工作总结篇三

我镇要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将政策宣传到村到户，让基层干
部和农民充分了解中央改革政策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在实
施过程中做好执行新政策与老政策的口径解释、政策在补贴
对象、面积认定、操作方式等方面的调整变化，确保调整完
善后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落到实处。



（一）20xx年《农民补贴网络信息系统》补贴数据以20xx年
补贴兑付完成后为基数修改基础信息及增、减直补面积。

（二）核实好农户基础信息，农户姓名、身份证号码、存折
帐号（邮政储蓄存折户）、联系电话、开户银行栏，农户姓
名、身份证号码、存折信息与身份证件、户口本一致，身份
证号码是第二代18位数身份证号码，农户联系电话真实。

（三）系统及“补贴面积汇审表”中农户总户数是有补贴面
积的农户总户数，在系统中删除了没有补贴面积的农户信息。

我镇收集纸质资料存档的有：

1.分农户的补贴明细表。

2.分村补贴的汇总表。

3.《20xx年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汇总审核表》（即表1、2、
3）。

4.镇、村两级公示图片（含电子版）。

5.其他相关资料。

补贴资金发放实行镇、村两级公示制,公示内容包括补贴面积、
补贴标准、补贴资金数额等，两级公示责任主体均是镇政府，
公示时间不少于七天。我镇于20xx年7月1日收到今年经县审
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数据，在20xx年7月2日通知各村回镇领
取公示表回村公示，于20xx年7月8日公示结束，镇级公示同
步进行；在公示期间，充分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
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我镇在公示结束后立即收集各村
公示图片，并上传相关信息数据。

1.及时报送汇总审核表。我镇于20xx年6月11日上报经镇长签



字、政府盖章后《20xx年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汇总审核表》
（即表1、2、3）到县农经局、财政局审核备案。

2.及时上传系统数据。我镇于20xx年6月18日上传《农民补贴
网络信息系统》补贴面积等准确数据给县财政局农业股413室。

3．及时报送书面文件。我镇完成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的书
面文件、后附经镇长签字、政府盖章的分乡镇、村补贴的汇
总表，同时报送镇村两级公示图片。

撂荒耕地工作情况汇报 耕地保护工作总结篇四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支行办公室关于印发2020年“3·15金融
消费者权益日”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xx县支行于3月9
日-15日组织辖区金融机构开展了系列宣传活动。

为开展好“3·15金融消费者权益日”活动，我支行领导高度
重视，于3月6日组织召开了由辖区金融机构分管领导和办公
室主任参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工作会议。会议从宣传
材料准备、宣传地点选择、宣传时间和宣传形式等方面
对“”期间“金融消费权益日”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决定
在农村地区组织开展“权利·责任·风险-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百村行”活动，送金融消保知识进村委、进村文化站、进
超市和进农户;在城区于3月15日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大
型集中宣传活动。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xx县支行组织辖区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徽商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国人
寿、太平洋人寿和国元保险等保险机构，于xx青年圩广场开
展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集中宣传活动。活动中，参加宣传
的金融机构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设置咨询台、发放宣
传册等形式，集中宣传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征信、反假
货币、反_等知识，得到了现场群众的热烈欢迎。



撂荒耕地工作情况汇报 耕地保护工作总结篇五

xx镇现有耕地面积16550亩,经过摸底排查,全镇撂荒地约1752亩
(永益村566亩、马岩村412亩、顺江村616亩、xx社区74亩、xx
村84亩),撂荒地占总耕地面积的10.59%。坝区几个村由于土
地肥沃，耕作条件较好无撂荒地，撂荒地主要分布在xx社区、
顺江村、永益村、马岩村。其中县道、村道旁及一台土、正
沟田撂荒地共计347.58亩(其中顺江村115亩、永益村56.35亩、
马岩村92.23亩、xx村84亩，撂荒田总计70.15亩，其余为撂荒
地)。二台土、三台土撂荒1404.42亩。已整治出撂荒地172亩，
整治并种上作物125亩。

二、工作进展情况

1.加强政策宣传,营造浓厚氛围。通过张贴标语、广播宣传、
干部入户动员、村组群里发送国家关于撂荒地治理的相关政
策，提高人民群众对支农惠农政策和撂荒地治理的知晓度，
增强农民爱惜保护耕地的自觉性，形成“抛荒耕地就是浪
费”的共识，切实做到“一分耕地不闲，一分闲田必种”,为
根治撂荒地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党委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撂荒地治理工作,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将治理撂荒地
块责任落实到挂村领导、驻村干部、村组干部、田间地块，
建立健全了镇统筹、村主体、户参与的工作机制。并根据各村
(社区)实际,分别研究对策,确保取得实效。

3.加强摸底排查,建立信息台账。严格要求各村到组到户到地
块进行摸排登记，作好撂荒地地块名称、户主去向、具体面
积、整治措施建议等信息的收集，并建好镇、村两级台账,做
到排查一块、研究一块、治理一块、销号一块。

4.细化工作措施,严控过程管理。一是针对不同情况,制定相
应的治理方案。农户自愿复耕复种的,政府给予补贴;不愿复



垦的,由村集体帮助复垦,交由农户耕种;农户无条件耕种的,
引进业主耕种;无业主耕种的,由村集体组织代为耕种。目前
已完成撂荒地整治160余亩，140亩已经种植了作物，其中种
植黄精40亩、净作大豆50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40亩。
二是组织机械进行开荒。今年以来,全镇组织各种机械100余
台次,同时动员远波农机专业合作社耗资10.8万元购买旋耕机
一台，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播种机一台，服务于撂荒地治
理工作。三是整合资源,提高治理成效。全镇将撂荒地治理和
大豆复合种植有机结合起来，投资1.6万元购买春大豆800公
斤，业主、农户自备1600公斤，种植春大豆600余亩，目前长
势良好。后期复耕土地也尽量种植大豆和晚秋玉米,做到两件
事一线牵，齐头推进两不误。

三、存在的问题

一是农村劳动力短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部
分劳动力非农转移，大多年轻劳动力外出，在家基本上是老
弱病残人员，导致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二是部分撂荒地耕
作条件较差。二台土、三台土占比高，大型机械无法进入,开
垦成本高，种粮效益差。三是资金严重不足。大部分撂荒地
多年未耕种,各种灌木乔木丛生,开垦一亩地约需1000元左右
的机械费用,和目前的预算相去甚远,影响了根治撂荒地进度。

四、下步工作打算

1.加强宣传引导。利用传统和新兴媒体，采取农民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宣传国家耕地保护法律法规和强农惠农富农政
策，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让广大农民群众珍惜土地、
用好耕地，提高遏制耕地撂荒的自觉性。

2.强化服务保障。对已有业主承包的撂荒地，镇村两级同时
做好后续服务工作，调解好土地纠纷，处理好与农户的关系。
不断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兑现撂荒地相关补贴以及惠民政策，
结合实施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采取增施有机肥、推广



秸秆还田等措施，尽快恢复撂荒地肥力，提升产出水平，有
效减少撂荒地根治后再度撂荒的情况发生。

3.建立长效机制。对撂荒地基本情况实行动态管理，逐村逐
户摸清底数，建立信息台账，制定统筹利用撂荒地的具体方
案。通过农户自种、引进业主、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是村干部
主导管理等方式来加强根治撂荒地的后续工作，确保撂荒地
开垦出来有人种,建立健全撂荒地治理长效机制。渐进式彻底
根治撂荒地，首先治理镇村道路两侧、一台土的撂荒地,再逐
步扩大到二三台土,治理一块,适时按季节种植一块,最终达到
彻底根治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