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确权总结工作报告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掌握报告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对于个
人和组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
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土地确权总结工作报告篇一

身份证号：身份证号：

因本人不能亲自办理县(市、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及证书申领相关事宜，现委托全权代理我户办理县(市、
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相关事宜，对被委托人签名
盖章确认的结果，我本人完全同意，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和
民事责任均由委托人承担。

委托人：被委托人：(签名摁手印)(签名摁手印)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月日年月日

1.其因确权登记事项所发生的签字、手印均代表我户意见;2.
按该项工作要求配合确权登记过程中的各项事务。

授权委托书签字之日起生效。

委托人签字按手印：受委托人签字按手印： 年月日年月日

注：委托人手持委托书及身份证拍照后，将照片粘到贴照片
处，将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到贴身份证处，再将委托书寄到被
委托人手中。



土地确权总结工作报告篇二

为贯彻落实好省、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做好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把
确权登记工作作为全县农业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从组
织领导、人员配备、工作经费等各方面予以重点保障。在省、
市农业部门的指导帮助下，我县精心组织实施，各项工作取
得了阶段性进展。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全县耕地面积22。5万亩，其中水田面积18。43万亩，辖13个
乡镇，157个行政村，1228个村小组，50856户，21。5万人。
目前，工作进展为：全面完成了第一阶段准备工作，进入了
第二阶段确权工作。对全县各村各户原二轮承包档案资料进
行清理，已完成了全县48313户家庭承包农户承包面积及合同
的核实登记工作，占总数的95%；已有157个行政村的调查摸
底表表一进行了公示。进一步完善了基础信息采集，统一印
制了《发包方调查表》、《承包方调查表》、《承包地块调
查表》、《信息公示表》、《公示结果归户表》等表格5万余
份；同时我县聘请了3家技术公司已进驻湖上乡、南岭乡、荷
塘乡、高洲乡、六市乡、坊楼镇、三板桥乡等7个乡镇全面开
展实测示范工作，其中三板桥乡已全部完成勾图实测工作，
南岭、高洲、六市、坊楼已完成60%的勾图实测。现有南岭乡
长埠村东冲组49户、三板桥乡棠市村一组39户，完成确权登
记程序，可以率先颁证。

“一平台三体系建设”工作，确定了湖上乡、坊楼镇、升坊
镇、三板桥乡四个乡镇为示范点。在示范乡镇购置了电子显
示屏、电脑等其它硬件设备，规范了土地流转制度，全面开
展土地流转信息统计及信息发布。

1、坚持高位推进。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县政府
主要领导挂帅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由农业局具体负责，并以县政府办公室文件下发了
《关于印发莲花县农村土地承包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



通知》，具体明确了工作目标、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实施
步骤和工作要求。同时，县政府与各乡镇签订了责任书，将
此项工作纳入乡镇年终考评。并根据工作需要，成立了县领
导分乡挂点督导组、农业局班子成员挂点工作组、乡级工作
领导组、村级工作组等工作组，并抽调素质高、责任性强、
熟悉政策的人员参与挂点工作，特别是明确要求各村工作组
要吸收村村民代表、熟悉村情的老干部等参加，确保工作效
果。通过成立县级领导组及专门机构，为登记工作有序开展
奠定了很好的组织基础。

2、注重政策宣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需要做
大量的工作让老百姓了解、懂得。为此，我县精心组织召开
了由乡（镇）长，分管乡（镇）长，乡镇农技站站长的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动员大会，由县委书记、县长
等四套班子成员参加就开展登记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通过采取
“四个一”方式广泛宣传，（即发放致全县广大农民一封信、
一本手册、一条短信、一份工作倒计时表）。目前，全县已
发放《致广大农民群众一封信》5万余份，《政策宣传手
册》20xx余本，确权登记手机短信3000多条次，《工作倒计时
表》20xx多份。同时，还利用电视、广播、标语、展板、横幅
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广泛宣传，充分调动了农民群众
参与确权工作的主动性，为全面铺开确权工作奠定了坚实的
思想和群众基础。

3、确保规范操作。今年4月份以来，根据工作进展和实际需
要，县农业局及时组织干部、工作人员分批分次到13个乡镇
对村组干部进行了政策和业务培训。通过组织培训和考试方
式，参与工作的人员全部能够准确理解和正确把握政策界限，
熟悉掌握具体操作规程。坚持做到“七个”到位，（一是上
级文件精神要吃透到位；二是宣传要到位，知晓率和见面率
做到100%，好的做法与典型及时上报；三是调查摸底户户要
到位，面积核实、四方界址要到位；四是公示要到位；五是
聘请技术公司、航拍图要到位；六是颁证工作要到位；七是
组织领导和经费要到位）。不仅如此，为确保规范操作，还



严格按照省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流程的要求，
结合工作实际情况，制定了工作流程，设制了农户土地承包
经营权摸底表、村基本情况统计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
记问题统计表等表格，确保了登记规范、全面、详细。

4、落实进度措施。为做好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
作，我县组织人员到各乡镇进行指导和不定期召开调度会，
在每周五汇总进度情况，通过《农情简报》和 “12316” 惠
农信息平台通报各乡镇确权工作进度。

一是确定过硬的专业测绘队伍。目前我县正与测绘公司洽谈，
确定具体专业测绘公司开展航拍。对实测面积进行公示与农
户确认，对示范村的部分农户进行率先颁证工作。二是做好
确权颁证档案的建立工作。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完善各种资料，
确保数据准确性和将来录入的真实性、可靠性，按照省市有
关要求建立确权颁证档案，积累总结经验。三是继续加大协
调督办和指导工作力度。严格政策，严把质量，强化组织领
导，稳步推进实施，妥善处理矛盾纠纷，确保我县农村土地
确权颁证试点工作按时完成任务。

土地确权总结工作报告篇三

1、农村土地确权是当前加快农业发展的需要。当前，农业产
量已达到最高值，传统模式下增产增收的空间越来越小，投
入与产出越来越不成正比，如何减少投入、增加产出是今后
农业发展的一大问题。现阶段，国家倡导通过农村土地确权
推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发展规模经营，为农业的快速发展
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有效突破了制约农业增产增收的瓶颈，
满足了农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2、农村土地确权是实现农民期盼的需要。随着农业经济的发
展，农民对流转土地的前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流转土地的
热情有了进一步提高，农村土地确权对实现农民土地流转的
愿望提供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上的保障。同时，农民也希望通



过确权来明确自己承包土地的权属。

3、农村土地确权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需要。农业要发展，
成方连片的规模化经营是重要举措。要实现规模化经营，就
必须要将农民手中现有的土地征集到一起，发展农场式耕作。
而实现了农村土地经营权的确权颁证，才能进一步促进农村
土地流转，更好的发展规模经营。

4、农村土地确权是实现两区同建的需要。建设新型农村社区
和新型农业产区，需要土地流转的支持;而土地流转更离不开
土地确权的强力支撑。

5、农村土地确权是整合农业资源的需要。整合农业资源，扩
大种植规模，有利于减少水、肥、土地的浪费，降低种植成
本，有利于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发展。而整合农业资源，
其前提就必须要对农村土地进行确权，对农民的土地权益进
一步明确，让农民积极支持土地流转，给农民吃一颗定心丸。

一、主要工作措施

1、加强领导，印发方案。印发了《**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成立了领导小组，组长由县
长田理明同志担任，农牧局、财政局、审计局、农委、国土
资源局、政府法制办、档案局、信访局、司法局等单位主管
负责同志和各乡镇镇长为成员。办公室设在农牧局，负责日
常工作。

2、开展培训，广泛宣传。一是召开动员会，**年11月4日在
加会镇与王均乡分别召开了动员会;2020年4月9日—10日在王
常、马屯、唐林、恩察4个乡镇召开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登记颁证动员。二是组织乡村干部进行集中培训，举办培
训班15次，培训人数600余人次。三是通过广播、发放明白纸、
墙壁大字标语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农村家庭承包地确权的
重大意义，争取做到家晓户喻，发放土地确权宣传资料5万余



份。

3、做好土地确权前期工作。农业局购买10台复印机，抽调20
名精干力量，分成两个小组，由两位副局长带队对加会镇、
王均乡各村原二轮承包档案资料进行清理并对户主身份证和
家庭成员户口页进行复印。

4、确保规范操作。严格按照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
查规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要素编码规则》、《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数据库规范》及国家和省关于开展
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要求规范进行。认真执行农村土地承包
法律、法规、政策，法律、法规、政策有明确规定的，坚持
按照法律、法规、政策办。法律、法规、政策尚未明确规定
的，按照民主决策程序，由村组农民集体组织成员讨论决定。

5、加强督导。农业局成立了两个督导小组，分别负责对加会
镇与王均乡土地确权工作的指导与督查。

总的来说，这项工作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进展顺利。

二、工作进展

**年土地确权：加会镇与王均乡土地确权已完成了前两阶段
工作，进入了第三阶段即清查阶段工作。已将两乡镇53个村
二轮土地承包台账、承包合同、经营权证书、土地承包方案
等相关原始资料档案进行整理，填制了发包方调查表、承包
方调查表、承包地块调查表。已制作基础工作底图村数53个，
已开展外业村数53个，已绘制地块分布图村数48个，第一次
公示42个村，公示确认签字完成42个村。

20**年土地确权：王常、马屯、唐林、恩察4个乡镇现已完成
前期准备阶段工作，进入了地块清查阶段。王常乡已实测16
个村小地块。



三、存在的问题

通过总结归纳，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局也发现工作中存在
以下问题：

1、部分村干部对确权登记工作重要性认识程度不高，工作缺
乏积极性。

2、二轮土地承包原始资料缺失。部分村二轮土地承包原始资
料全部丢失，还原二轮土地延包实施情况比较困难，需耗费
较多人力。

3、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部分农户举家外出，难以联系，
给调查摸底、指界确认签字等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4、人、地因素变化大，积累了大量人地关系矛盾。

四、下一步措施

1、进一步增强乡镇干部和村两委干部工作责任感，利用各种
形式，加强政策宣传，发动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土地确权颁证
工作。

2、严把质量关，做到发包方调查表、承包方调查表、地块调
查表、地籍图、公示表相统一。

3、加大纠纷调处力度，落实乡镇、村组责任，及时调处矛盾
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4、加大协调督导力度。强化督导检查，稳步推进实施，县乡
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确保我县农村土地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按时完成。

一、工作进展情况



全镇共有23个行政村，39个自然村，225个小组，总农
户11112户，承包耕地面积46664.5亩。今年以来，大垛镇全
面启动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23个行政村组织召开会议45
次，推选村级调查员、审核员共343人，收集土地承包原始资
料164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294份，以组绘制农户承包地示
意图204组，全镇在3月底全面完成准备阶段工作，并转入第
二阶段入户权属调查阶段。截止目前，全镇23个行政村，
有21个行政村已完成入户权属调查，涉及到36个自然村，204
个小组，调查总农户9929户，农户签字确认的户数8042户，
农户签字确认率达81%，所有入户调查表格已全部上报镇经管
站进行集体审核。还有安民、吴杨等两个村，自大包干分田
之后，一直未调整过土地，分田的原始资料已丢失，目前正
在完善第二轮承包资料，制定工作方案，待夏收结束后，开
展入户权属调查。

二、主要做法

1、加强组织领导。镇成立了党委书记为组长，镇长和分管副
镇长为副组长，农经、财政、国土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
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领导小组，并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镇实际情况，研究制
定了工作方案。

2、广泛宣传发动。镇党委、政府召开了全镇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动员会议，并组织村工作人员学
习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搞好业务培训，掌握具体操作规程，
确保工作熟练开展。各村也分别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让群
众明白，这次确权发证，不是重新调整土地，更不是打乱重
分，而是在二轮延包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维护
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

3、规范工作程序。按照整体工作五大目标任务、六个阶段部
署的安排，稳步推进，规范操作，分步实施。坚持做到村不
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地块、地块不漏项。对登记过程中



在土地面积、地块、四至、家庭成员信息等方面有异议的，
由村干部、群众代表进行实地调查核实。

三、工作中存在问题

1、原始资料保管不善。安民村、吴杨村自大包干分田之后，
一直未调整过土地，部分农户将田退回村，村落实给有关户
承包，现在有的家庭没有田，有的农户几十亩田。目前，一
轮承包分田清册已丢失，二轮承包清册当时是按农户土地承
包现状填写的，不够准确，登记工作难开展。

2、土地征用与租用界定不准。镇工业园区用地，以租代征农
户承包地，每年发放补偿费，这些地是否确权。

3、土地权属不清。有些农户在二轮承包调查土地时，将自己
应分土地委托给他人代分，并由他一直代种;有些农户，在当
时调田时，不想要田，然后由村调到需田的农户，且一直在
该农户种植;还有东刘村在分田时，要求农户必须将原欠集体
经济上缴，缴上来才可分田，当时有的农户不想要田，所欠
的上缴也没有缴纳，其他农户就替欠款户缴了上缴，原农户
的田就分给了其他农户，且一直在该农户种植。上面三种情
况，近几年，由于土地流转，加之种粮食补贴的增加，部分
农户也与分田户要过，分田户以各种理由不给，在这次土地
确权中有争议。

四、几点建议

1、思想认真要统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采取更加有针对
性的措施，做好宣传工作，特别是做好村干部、党员和重点
户的思想工作，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把党的方针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赢得群众的支持
和拥护。要让农民群众认识到，开展这项工作的核心是把农
民的权利还给农民，维护农民自身的土地合法权益，从而最
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2、矛盾化解要稳妥。对工作中遇到的土地权属纠纷问题，要
在依照相关法律精神的基础上，采取村内民主协商、村民议
决的办法，让绝大多数群众说了算，依靠群众的智慧积极稳
妥地加以处理。

3、方式方法要细化。对个性问题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不
搞“大跃进”，加以认真落实处置。对共性矛盾则采取分步
实施的方式过细解决。

土地确权总结工作报告篇四

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委会横塘村7号。联系电话：

申请人：黄xx，男，身份证号码：4，住广东省

和平县大坝镇街镇东一路2号。联系电话：

被申请人：黄xx，男，身份证号码：，住广东

省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委会横塘村9号。

被申请人：黄xx，男，身份证号码：，住广东

省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委会横塘村9号。

行政处理请求：

将坐落于黄沙乡跌鬼山东至黄沙乡 、南至黄镜犬山、西至山
脚、北至叶甫山处山林土地所有权确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共同所有。

事实和理由：

县人民政府申报黄恒星(黄锦标之子，申请人堂兄，被申请人



父亲)作为权属登记，导致和平县人民政府遗漏申请人父亲黄
志伟所有权人身份，将上述争议山林地权属错误确权为被申
请人父亲黄恒星一人所有。

多年来，申请人一直不清楚和平县人民政府已将上述争议山
林地权属证颁发给被申请人父亲黄恒星，而认为是两家共同
所有并且在上述争议山林地进行共同作业。直至近年来，被
申请人宣称，上述争议山林地为其一家所有，不准申请人进
行任何形式劳作经营活动，双方产生纠纷。

综上，申请人认为，上述山林地本为父亲黄志伟及叔父黄锦
标从祖父黄延鉴手中继承，本应两家共同所有。由于人民政
府在50年代末进行四固定时没有详尽调查，遗漏被申请人父
亲黄志伟作为共同所有权人的身份，错误颁发上述争议山林
地权属证书，导致产现时的纠纷。

因此，为了保障申请人的财产合法权益，尽快解决申请人与
被申请人之间的纠纷，特申请对上述争议山林地进行产权确
认。

此 致

和平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局

申请人：(签名捺印或盖章)

××年××月××日

附件：1.申请书副本 份;

2.证据目录清单 份及相关证据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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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翁田镇茂山村委会大堂(塘)经济合作社与抱__经济合作
社因一块土地(即“企亮坡”)产生土地权属纠纷。市政府
于20__年以文府[20__]22号文作出处理决定，将争议土地用
途现为农用地，使用权确定给抱__村。因此，我社不服。理
由是：争议土地一直为我社所使用，解决前属我社的族地，
族谱有明确记载。解放后，无论是土改时期还是“四固定”
时期，于1975年__县重新进行政区划时也将“企亮坡”划属
昌久大队大堂村使用，此后该片土地的使用权未有新的变更，
且我社一直使用。在83年我大堂(塘)村把该地带进去和茂山
大队合并成为茂山乡人民政府，并由乡出面借去该地种植树
林，砍伐后归还，这才引起争议。

20__年5月，我社向海南省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省政
府法制办在对我社的申请进行审查后，认为__市人民政府文府
[20__]22号文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__
年6月海南省法制办公室作出了琼府法复纠字[20__]第045号
行政复议建议自行改正通知书，贵府没有纠正，于20__年11
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复议决定书作出撤销被申请人__市人民政
府文府[20__]22号《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

然而，时至今日，贵政府仍然没有按照复纠书进行自纠，我
社在此期间曾多次要求市政府作出新的决定，但一直未得到
确切的答复，至使土地权属争议至今未得到解决。

为维护我社的合法权益，促使土地纠纷的尽快解决，我社再
次请求贵政府依照省法制办琼府复纠字[20__]045号纠字书的
精神，及时对争议土地做出处理。

__市__镇茂山村委会

__经济合作社



年8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