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撂荒耕地整治复耕工作报告(优
秀5篇)

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
效的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撂荒耕地整治复耕工作报告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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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撂荒耕地整治复耕工作报告篇二

各乡镇要尽快开展撂荒情况排查工作，对一年以内季节性耕
地撂荒、一年以上两年以内耕地撂荒和二年以上耕地撂荒情
况分别进行排查摸底，要做到一户一户查，一块一块查，标
识每一块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耕地遭到破坏及撂荒地的
承包户及位置、面积、类型等信息，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
块，逐户签字确认，并填报“耕地不合规利用情况统计
表”“撂荒地摸底信息统计表（样表）”“撂荒地基本情况
核查表”“撂荒地整治措施调查表”“撂荒地专项整治耕地
撂荒情况统计表”（见附件）。要正确识别撂荒地和退耕还
林还草地，把撂荒地和退耕还林还草地的性质区别开来，不
得将退耕还林还草地视为撂荒地。（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
政府，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xx农垦黑土洼农场，xx
农垦xx农场）

（二）坚持边摸排边整治

各乡镇要紧盯重点村、重点区域、整片撂荒、弃耕农户，认
真分析撂荒原因，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可行的整治措施，



按照“宜粮则粮、宜特则特”的原则，边排查摸底边复垦复
种，做到能种则种、应种尽种，确保按时完成复耕复垦目标
任务。永久基本农田要重点保障小麦、玉米、马铃薯等粮食
作物面积；一般耕地支持发展特色粮油、特色水果、中药材、
优质牧草等作物，增加多样化产品供给。季节性撂荒地，要
通过政策支持，引导农民能种尽种，确需季节性“留白”的，
应种植绿肥等养地作物，促进耕地质量提升。（责任单位：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xx农垦黑土
洼农场，xx农垦xx农场）

（三）建立工作信息台账

县自然资源局要运用近2年地理国情监测成果和遥感影像，为
各乡镇开展撂荒地排查摸底工作提供信息共享服务。县农业
农村局要结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应用平台建设，对撂
荒地建档立卡、上图入库，建立电子信息台帐，做到可查询、
可定位，年底前完成省、市、县三级信息台帐对接。各乡镇
要加强对撂荒地利用情况的跟踪调度，利用一块、销号一块，
及时更新台账信息，做到账实相符。（责任单位：各乡镇人
民政府，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xx农垦黑土洼农
场，xx农垦xx农场）

（四）强化土地流转管理

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全省统一联网
的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和服务基层群众的县乡（镇）
两级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引导农户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
则，将撂荒地流转给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种植大户，促进撂荒地向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和种养大户集中，让闲置的耕地流动起来。对统筹利
用撂荒地成效突出的新型经营主体，加大资金、项目、政策
等支持；对村集体或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撂荒的，由乡镇下发
复耕通知书，责令立即复耕到位。（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
政府，县农业农村局，xx农垦黑土洼农场，xx农垦xx农场）



（五）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

着力培育以农机合作社为主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统一开
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促进小农户通过合作和联合实现耕地
集中连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大力扶持现代农业园区、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和种植大户，健全完
善“主导产业+特色种植”的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全面提升
农业经济效益。（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农业农村
局，xx农垦黑土洼农场，xx农垦xx农场）

（六）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监管

县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xx万亩，各乡镇要引导粮食生产功能
区种植目标作物，提高小麦、玉米、马铃薯等粮食作物的生
产规模，不得擅自调整粮食生产功能区，不得违规在粮食生
产功能区内建设种植和养殖设施，不得违规将粮食生产功能
区纳入退耕还林还草范围，不得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超标准
建设农田林网。（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农业农村
局、县自然资源局，xx农垦黑土洼农场，xx农垦xx农场）

撂荒耕地整治复耕工作报告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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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撂荒耕地整治复耕工作报告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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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撂荒耕地整治复耕工作报告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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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