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土地管理心得体会 土地利用管理心
得体会(通用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我们想要好好写
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土地管理心得体会篇一

本文以安吉县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及统计资料的收集,界定
了“农家乐”的概念,分析了“农家乐”土地利用特点、形态
布局及土地利用变化,最后提出了“农家乐”土地利用存在的
问题和建议。

农家乐土地利用安吉县

一、安吉县“农家乐”概况

1、“农家乐”的概念

“农家乐”旅游一直没有一个社会公认的定义,提法很多,通
常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联系在一起。本文所研究的“农家
乐”与乡村旅游是包含关系,认为“农家乐”是乡村旅游的一
种,它是指在农民自由宅基地和农村集体土地上利用庭院、果
园、花圃及菜畦等田园景观、乡村人文资源,以家庭为经营主
体,为游客提供以农业体验为特色的观光、餐饮、住宿及娱乐
等服务的乡村旅游。它以农民家庭为基本接待单位,以农业、
农村及农事为主要载体,以利用环境资源、体验农村生活为特
色,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主要
内容,以旅游经营为目的。

2、安吉县“农家乐”现状分析



(1)发展规模。安吉地处天目山北麓,太湖南滨,素有“中国竹
乡”之称,面积1886平方公里。安吉“农家乐”始于,作为安
吉生态旅游特色项目之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发展空间,
已经成为安吉生态旅游和休闲度假的一大亮点。经过培育、
发展及规范阶段,到现在已有“农家乐”经营户约500户,床
位8000多张。,全县“农家乐”共接待旅游人数35万,总收
入3000万元。“农家乐”旅游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全年接待游
客311.6万人,实现旅游收人9.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
和26.8%。

(2)安吉“农家乐”的主要类型。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资源
优势,历经的培育和发展,安吉“农家乐”已经拥有自己独特
的竹乡特色。目前全县“农家乐”已经逐步建成三种类型:农
家旅社型、农家餐馆型和休闲农庄型。如天荒坪镇农家乐,以
景点密集着称,可为周边景区的游客提供住宿;开发区农家乐,
以百笋宴、铁板全鱼及三色茅草根等众多山珍美味为拳头产
品;鄣吴镇的无蚊村可以过没有蚊子的清凉夏季。

但安吉“农家乐”的发展总体上仍处在初级阶段,并表现出自
发特点:发展区域单向集聚,西南山区呈持续扩张态势,中部丘
陵和北部土斗区几乎还是空白;青山绿水的视觉享受和相对廉
价的食宿几乎是产品的全部内涵;经营机制和运作模式单一,
个体粗放经营。

二、“农家乐”土地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土地利用特点

(1)多效益性。旅游用地可以获得多种效益,包括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些效益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能增加经
营户的经济效益,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促进文化的交流;另一方
面也可能给旅游地带来不可逆转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的负面
效果。



(2)高收益性。“农家乐”用地不仅能维持原有的土地功能收
入,而且还能通过发展旅游得到额外的收入,明显的增加了土
地的经济产出;河流水面、滩涂等未利用地,通过承包、租赁
发挥其未利用地的经济潜力;经营户利用疏林下的空隙种植蔬
菜、布置娱乐设施,也使土地经济收益显着增加。

(3)复杂性。“农家乐”用地类型众多,包括水田、果园、茶
园、林地、坑塘水面及农村宅基地等。考虑不同类型用地本
身的特点,发挥其优势,也是“农家乐”发展中需要考虑的一
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一切土地都归国家
和集体所有,但是“农家乐”用地仍然涉及种种复杂的土地管
理体制,对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进行不同的土地用途管制。

2、“农家乐”用地的空间形态分布

安吉县“农家乐”经营个体用地的空间形态有点状和块状两
种。采取何种布局形态与地理条件、投资规模及土地管理制
度等有关。点状的空间形态是指除了主体接待设施以外,基本
上没有附属的户外休闲娱乐设施,目前安吉“农家乐”经营户
的75%左右以这种形态分布。它们坐落在景区旁边,依靠得天
独厚的自然环境,本身除了餐饮、住宿和休闲(局限于麻将、
卡拉ok等),没有其他户外娱乐设施或项目。例如大汉七十二
峰旅游区(石岭)旁边的小家农家,竹博园旁边的竹博园新亚农
家乐,灵峰胜景区旁边的青青果园山庄等。块状的空间形态是
指除主体接待设施以外,周围还有小范围的景观休闲用地和户
外休闲娱乐设施。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雅的环境,经营户
本身自有或租赁来的水库、菜地及农地等可供游客进行垂钓、
乘竹排和摸鱼虾等户外娱乐休闲活动。如报福景溪野趣农庄、
狮子山庄和七十二峰山景园农家等。

3、土地利用类型结构分析与收益变化

“农家乐”的用地结构通常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主体的接
待设施,包括接待厅、餐厅、住房和室内的休闲娱乐场地,这



一部分属于建设用地类别,是已办理土地占用相关手续的永久
性用地;第二部分是经营户在主体接待设施旁搭建的辅助用房
和周边的停车场、前坪、园林化构筑物等。这一部分一般属
于园地和林地,为利用地类别,未全部办理土地占用的相关手
续。第三部分是作为“农家乐”背景而存在的林地、园地和
湖泊水面,这一部分主要由经营户自有或租用或本身属于未利
用地,而且一般没有基建投入。

从19“农家乐”悄然兴起以来,安吉县的一些土地的用地性质
就发生了变化,由单纯的农村居住用地、农村宅基地发展成一
种复合型的土地利用类型,一些农地、林地也具备了两个产
业(农业和旅游产业)的特性。这些变化给安吉县带来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促进了农民的就地就近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
以安吉发展“农家乐”最早的大溪村为例,据地税部门数据反
映,年大溪村农家乐税收14万多元;为80多万元,翻了二番多;
税收达90多万;20大溪村每家农户靠农家乐年收入最少的也达
到了17至18万元。安吉县农民的就业结构也由原来传统的农
业生产结构向农商结合的模式转化。

4、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1)避开审批,违法占地。“农家乐”为农民增收开辟了一条
新的途径,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业主在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租赁、承包和村民合作联营的方式取得土地后,擅自改变土地
用途,硬化地面,建设永久性的建筑物,虚报、瞒报实际的经营
内容,借开发“农家乐”之名,行房地产项目之实。例如“安
吉鹤鹿生态观光园”拟建30幢联体河景小别墅,并配备600平
方米的竹园,价格为7.5万元起,使用期也为30年,但没有产权
证,是为变异的农庄。除了私家农庄,缩小版的农家乐公寓也
渐露头角。这些行为既破坏了耕地,又扰乱了土地市场。

(2)用地需求扩张与耕地保护相矛盾。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已成
为制约各地发展的瓶颈。近年来安吉生态旅游开发加快,以生
态旅游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得到迅猛发展,这一朝阳产业已成为



安吉县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但是风景旅游开发、会展业
开发及“农家乐”的发展都对用地指标需求较大。土地要素
的.稀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家乐经营规模的扩大。

(3)发展区域单向集中,资源依赖程度高。安吉县域丘陵山地
占60%以上,地势呈三面环山,中间凹陷(西苕溪河谷平原)
的“畚箕形”盆地特征,是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安吉县的土
地利用类型齐全,各类用地面积由大到小依次为:林地耕地草
地园地水域工矿居民交通未利用地。“农家乐”的开发位置
主要依附于旅游景点或依山旁水,如大汉七十二峰周边的农家
乐就不下十家。发展区域单向集聚,西南山区呈持续扩张态势,
中部丘陵和北部土斗区几乎还是空白。由于青山绿水的支撑,
缺乏开发新产品的动力,“农家乐”产品大多局限于餐饮和住
宿。参与性、体验性项目不多,反应农村乡土文化的节事、风
俗展现的较少。

三、基本对策

1、重视土地利用规划,协调各规划之间关系

避免盲目、无序的发展“农家乐”,坚持与区域范围内的社会
发展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农林业发展规划及城乡建设
规划相衔接。对“农家乐”的发展还要进行堵疏结合,特色引
导。

2、集约土地利用,完善土地管理政策

土地集约利用体现在土地投入的强度,土地利用的深度、精细
程度、效益以及合理的布局和产品体系上。在现在和可预见
的未来条件下,满足“农家乐”用地的完整功能,适度的发展
规模,在取得最大规模效益的基础上,增加存量土地的利用,优
化结构,不断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在不
破坏农用地耕作层和种植条件等的前提下,明确界定“农家
乐”用地的规定。



3、升级旅游产品,保护生态环境

加强高级“农家乐”旅游产品的规划设计,细分市场,针对不
同的目标市场开发不同的旅游产品,提供不同的旅游活动和旅
游体验,展现人文资源,对乡村文化内涵进行深层次挖掘,加强
游客与当地居民的互动性。保护“农家乐”旅游地的生态环
境和人文环境,重视生态容量的运用。

【参考文献】

[1]唐代剑、池静:中国乡村旅游开发与管理[m].浙江:浙江大
学出版社,.

[2]田喜洲:休闲旅游“农家乐”发展探讨[j].北京第二外语学
院学报,(2).

[3]胡卫华、王庆:“农家乐”旅游的现状与开发方向[j].桂林
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3).

[4]梁栋栋:古村落型旅游地土地利用的初步研究――世界文
化遗产黟县西递案例分析[j].经济地理,2005(4).

[5]长江三角洲城市年鉴[m].中国工商出版社,2006.

[6]梁栋栋:旅游用地初步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
场,2005,21(5).

[7]许刚、朱振国:太湖流域上游土地利用变化机制的实证分
析――以浙江省安吉县为例[j].湖泊科学,(2).

[8]常疆:休闲观光农业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以湖南省
益阳市为例[j].经济地理,(6).

[9]蒋文伟:利用markov过程预测安吉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j].



浙江林学院学报,2004,21(3).

土地管理心得体会篇二

一、在编制年土地利用计划时，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严格土地管理，加强宏观调控的有关政策要求，正
确处理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的.关系，在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
量，确保建设占用耕地占补平衡的前提下，按照统筹安排、
突出重点、优化结构的要求，合理安排各业用地计划，确保
扩内需保增长保民生建设项目的必要用地，严禁计划指标用
于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行业，防止
不报不批、批而不用，促进经济社会平衡较快发展。

二、各县（区）在编制土地利用计划时，除按文件附件规定
的表格认真填报外，还应提交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建议分析报
告。

年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及建设用地需求预测分析；补充耕地的
资源条件、资金保障情况、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安排情况等。

三、对独立选址重点建设项目，要以建设项目为单位编制计
划建议，并将年以前开工建设但未能报批的建设项目和年即
将开工建设的项目用地同时列入年农用地转用计划中，以便
统一纳入计划。对不符合土地利用规划、未列入土地利用计
划的项目，国土资源部门将按有关规定不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四、土地开发整理增加耕地计划，按照补充耕地来源，分为
土地整理复垦和土地开发补充耕地两类编制。各县（区）要
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开发整理规划、建设占用耕地
情况以及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收缴使用情况，统筹编制
补充耕地计划。

五、编制年土地利用计划时间紧、任务重，各县（区）要高
度重视，加强联系，抓紧做好编制工作，务必于年月26日前



报送市局土地利用科。

土地管理心得体会篇三

乡镇土地管理人员是农村地区的重要岗位之一，他们负责贯
彻执行国家土地政策，监管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在
当前农村土地利用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乡镇土地管理人
员的工作任务异常繁重。农村土地承载着农业生产、农民生
活和农村发展的重要功能，因此乡镇土地管理的任务非常重
要。如何更好地管理土地，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土
地管理人员亟需解决和面对的问题。

第二段：总结乡镇土地管理人员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在乡镇土地管理的实践中，土地管理人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首先是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问题，一些农村土地因规
模小、碎片化等原因导致利用效果不佳。其次是乡镇土地管
理的法律法规落后或不完善，导致一些违法用地现象屡禁不
止。最后是土地管理信息化程度低，缺乏有效的信息系统和
数据支撑，给土地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土地管理人员需要加强业务培训，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同
时要与农民和相关部门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形成合力，共
同解决土地管理中的问题。

第三段：分享乡镇土地管理人员的好的管理经验

在乡镇土地管理工作的实践中，一些地区的土地管理人员积
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首先是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开展培训
班、示范基地等形式，提高农民对土地管理的认识和意识。
其次是加强监管力度，完善土地管理制度，严厉打击违法用
地行为。最后是推动土地流转和整合，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
集约化利用。这些经验在实践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为其他
地区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第四段：探讨乡镇土地管理人员的进一步改进和创新

要想更好地发挥乡镇土地管理人员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改进
和创新。首先，要加强对土地管理法规的学习和研究，推动
土地管理法规的完善。其次，要加强土地管理信息化建设，
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提高土地管理的科学性和效率。最后，
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与协作，形成合力，形成土地管理
工作的整体合理性和协同性。这些改进和创新举措是推动农
村土地管理工作健康有序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五段：总结乡镇土地管理人员心得体会

乡镇土地管理人员的职责与使命决定了他们的工作必须具有
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推动土地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他们需要
不断学习与提高，适应时代的变化与发展。通过总结和分享
经验，加强与农民和相关部门的合作，推动农村土地管理工
作的创新与改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农村土地资源
的保护与利用，为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好的保障。

土地管理心得体会篇四

建立健全地籍管理制度,实现地籍管理城乡一体化,不仅可以
及时掌握整个管辖区域土地资源数量、质量的动态变化规律,
保持土地资源调查成果的'现实性和适用性,为编制土地利用
规划和土地资源的规范使用提供决策依据,实现科学管理土地
资源、全面贯彻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
耕地”的基本国策,也是更好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基础手段.

作者：王贺忠蔡军立张颖邢贺满作者单位：王贺忠,蔡军立,
张颖(河北省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

邢贺满(辽宁省征地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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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心得体会篇五

第一段：乡镇土地管理的重要性及实践感受（字数：200）

作为乡镇土地管理人员，我深深地意识到土地管理对于农村
发展的重要性。土地是农民的生命线，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
基础。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了乡镇土地
管理的复杂和挑战。土地的分配、使用和保护都需要我们精
心管理，确保土地资源科学合理地利用，促进农村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熟悉政策法规，
还需要善于运用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不断提高自身
的专业能力。

第二段：不断提高土地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字数：250）

土地管理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复杂性的工作，需要我们不断
提高科学水平。首先，我们要始终关注土地利用规划，合理
划定土地用途，确保农田、城镇建设、生态环境等各类用地
的平衡发展；其次，我们要加强信息化建设，借助现代技术
手段，提高土地管理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再次，我们要加强
农村土地权属的登记和确权工作，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此
外，我们还要积极推进土地流转和集约化经营，在提高土地
利用效益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第三段：加强土地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结合（字数：250）

土地管理工作必须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以实现农村经
济的长远发展。首先，我们要坚持土地资源的节约利用，推
广循环农业和绿色种植方式，减少对土地的过度开发和污染；
其次，我们要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加大对土地的保护和修
复力度，推动农田水利设施的改造和农作物的多样化种植；



此外，我们还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产业
的升级和转型，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第四段：加强部门协作，促进农村发展（字数：250）

乡镇土地管理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配合，只有加强协作，才
能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作为土地管理人员，我们要与
农村基层政府、农业、环保等部门建立紧密的联系，加强信
息交流与共享，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工作。同
时，我们还要加强与群众的沟通与协商，听取农民的意见和
建议，及时解决农民在土地管理方面的问题，确保政策措施
的顺利实施。

第五段：展望乡镇土地管理的未来（字数：200）

展望未来，乡镇土地管理人员要继续努力，适应新形势下的
土地管理要求。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能
力。要关注农村经济的发展需求，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以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要注重创新，积极引进新
技术、新模式，推动土地管理工作向智慧化、数字化发展。
只有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我们才能更好地推动农村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总结：作为乡镇土地管理人员，我们要不断提高科学水平，
加强土地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结合，加强部门协作，促进农
村发展。只有在全面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工作的过程中，我们
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推动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同
时，展望未来，我们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和创新，以适应新形
势下的土地管理要求，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