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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国土局第二往局长，党组书记嵌冉清同志

～1’姜曩爹 一

闭结务实的局领导班子(局长袁冉清(中>、副局K刘明玉(

张勋清<朽)、党组成员德智<f-一>止在研究全县国土
理工作



安县国上局力忪火楼

安县国土局被县委、县府授予“文明单位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全国建设用地管理

先进单位
国家土地管理局

一九九四年七月一

安县国土局被国家土地管理局授予“全国建设刖地管理先进单位”

安县国土局被省国土局、省人事厅授予“四川省国土管理系统

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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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人民政府土地统征办全体人员正在研究建设用地统征工作

酋、市吲土局领导来安县买地枪查土地详查工们



县永安镇被国家土地管理局授予全国土地管理“三无”模范镇

县土地执法监察大队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占地建筑物



安县采取有效措施，实施《基本农田保护区规

划》，切实保护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



解放初期，土地使用证

989年至1996年底的土地使用证



《安县国土志》编纂领导小组

主任：袁冉清

副主任：张勋清刘明玉

委员：徐智 杨小海 黄 锐 刘国虎 董思军

王国平李代清

《安县国土志>编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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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审：陈兴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I，

序 言

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志书，是我们民族灿

烂文化园中的一枝奇葩，是一方百科全书，包含着山川形势、

自然资原、风土人情、政冶经济、科技文化、自然灾害、名人轶

事等丰富的内容，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的重要怍用。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无法取代的自然资源，中国以占

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因此“十分珍惜和

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深护耕地”始终处于全局的战略地

位，被列入国家的基本国策。

《安县国土志》是安县建置1600多年以来的第一部国土

专业志，是地方志的组成部分。她记述了百余年来安县的国

土资源、主地制度、土地蜮税、土地管理、土地法规建设、土地

管理执构的历史和现状，还记述了国土规划、农业区划的制定

情况，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和专业特色。使我们了

解安县国土资源状况，总结土地管理的经验教训，加深对保护

耕地和加强国土管理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努力做好国土

管理工f#，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县长：赵忠明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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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为指导，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实

事求是，全面记述安县的国土资源，反映土地制度、土地管理、

土地开发、秘蹋、整治等方面趵琢吏和现状。

二、时间断限：上限为公元1840年，个别史实可视情上

溯。下限至1996年。

三、使用文体：使用语体文记叙体(引文除外)。志体，以

记为主，述、录、图、表等适情应用。

四、结构层次。按章、节、目三层设置。概述为全志之纲。

以大事记为经，以国土资源、土地制度、土地管理、土地开发整

治等为纬，为求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

五、志中称谓：朝代名沿历史称呼。如“明”、“清”、“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县予1949年12月25日解放。为简便

起见，在此之前，简称解放前，之后称蜂故后。朝代纪年，民国

以前统用汉字纪年(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纪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律使用公元纪年。地名、行政区名、机

关名、富职均故当对称谓。

六、计量、货币单位：因年代不同，标准不一，故以当时的

计量、货币单位入志。一般不怍换算。

七、文字、标点：按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办)字第

36号《关于土地史志编纂语言文享哲行规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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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安县．地处成都平原西北边缘，龙门山中南段。地理座标

为：东经104。05’至104。38’；北纬3l。32’至3l。47’。东与江油

市、涪城区接壤，南与罗江县为邻，西南与绵竹市接界，西北与

茂汶县毗邻，北与北l|l县相连。全县境域东西宽54．9公里，

南北长43全里，方围总长217．9公里。幅员面积1404平方

公里。县蛾安昌镇距绵阳市城区40公里，距成都市137公

里。

安县，从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建县至今已有1650

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缓慢。解放后，

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发展了

社会生产力。特别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

导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实行，安县步入了一个崭新的

历史时期，各项事业砍钦向荣；教科文卫事业迅速发展；公路

四通八达，邮电联成网络；农业基础稳定；工业突飞猛进；商业

日益繁荣。全县社会总产值1996年达到36．5亿元，为1950

年的39倍。

安县有丰富的国土资源。境内气候温和，年均气温

16．3℃；雨量充沛，年均降水量1200毫米，年总水量达16亿

多立方米(其中地下水总量3．19『乙立方米)，入均占有量

3000余立方米，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10．81万千瓦，可利用

水面38217．1亩。境内地形，西北高，东南『氐，地貌山丘坝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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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低、中山区约占幅员面积的40．02％，海拔1200—2220

米，高⋯乡境内的大光包为最高峰，海拔3047米；丘区约占幅

员面积的41．16％，海拔一般在．600米左右；坝区约占幅员面

积的18．82％，海拔一般在550米左右，最『氐处海拔490米

(安昌河东界棹乡出境处)。

安县幅员面积为1404平方公里(详查数为1402．58平方

公里)，合210．6万市亩(详查量算面积合2103870亩，本志按

此数计数)。境内土地总面积中，农村集体土地占92．47％，

国有土地占7．53％。在土地总面积中，耕地760817亩，占幅

员面积36．16％。境内农耕地土壤类型以水稻土为主，次为

黄壤土、山地黄棕壤土、紫色土、冲积土等，共有5个土类，八

个亚类，22个土属，78个土种。耕地中，田的总面积为

46．477万亩，占耕地61．09％，地占耕地的38．91％。安县林

业恢复发展较快，森林覆盖率已由1958年的16．9％，1978年

的18．4％上升到1996年的40．1％。安县改造中『氐产田土进

展快，现已改造183730亩，占中低产田土的51．8％。安县农

用地综合利用率较高，农耕地一年两熟或三熟，复种指数为

190％。安县城镇、工矿和交通用地的聚集效益较高。安县的

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收到了显著的经济

社会效益。

上述资源中的不利因素及利用中的弱点：一是，土地后备

资源不足。境内未利用地只有141718亩，占幅员面积

6．73％。未利用地中田坎土埂就占59．96％，裸露岩等难用

地占9．12％，废弃地很少。二是人均土地少。按幅员面积、

耕地面积和现有人口计算，全县人均土地资源4．3亩；低于全

国、全省人均水平。人均耕地1．5亩，低干全国人均水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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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县尚有172655亩中f氐产田土(占耕地总面积30％)需要

改造。四是非农业用地急需规范化。城镇、工矿用地欠统等

规划，城镇虽经改造，但仍未解决拥挤问题，而且绿化用地、公

共设施较少，污染比较严重。10万余户农村居民住宅零星分

散，加上院坝，人均占地多达100余平方米。庭院综合利用效

益也f氐。五是水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境内地下水源丰富，

已开发量汉占可开发量的20％。水能资源也有待进一步开

发。水的灌溉面积也不平衡，一大渠和白睢秀灌区的有效灌

面占耕地的90％。而安昌河左岸及若干丘陵高地的缺水问

题尚未解决。水面利用尚有差距，水产、鱼类养殖面积仅占可

养水面的73％，且多系低产水面。

安县的土地管理，大体经历了以税代管(初期的统管)一

分散管理一城乡地政统一管理的过程。在清代、民国时期，无

论公、私土地均实行以税代管。为征收田赋，清雍正五年

(1727年)对县内土地进行清查、丈量登记。民国期间，安县

田赋管理处为征收田赋和土地税，曾于境内勘查、丈量、登记、

上报各类土地状况。解放后，初期的土地管理沿袭国民政府

管理体制。1952年土改后，安县人民政行为个体农民和国有

土地使用者颁发了《土地房屋所有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

这是一种初始的统管，它仅限于对土地的登记、发证。从

1954年开始，则转向以土地利用为中心的多头、分散管理：国

家征(拨)土地由民政科审核呈报；城镇建设用地由城建部门

负责；农业社和国营安县农场、林场、苗圃的土地规划利用，由

农业部门承办；江河、公路的土地由各自的主管部门管理；农

民建房用地，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批。这种分散、多头管理，一

直延续到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公布实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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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管理上的紊乱，在这三十多年中，安县共计减少耕地近8

万亩。人口剧增，耕地锐减，全县人均耕地由1950年的2．91

亩下降到1986年的1．41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县

遵照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土地管理体制，加强土地管理

工怍。1987年建立了安县国土局并列入政府工作部门序列。

国土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主管本行政

区域内的城乡土地统一管理工怍，从而结束了长达30多年的

多头、分散管理体制，将土地资源纳入了依法统一管理的轨

道。

解放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对城镇国有土地采用

“无偿、无限期、无流动”的淡用制度，造成土地资产大量流失。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

条例>及省、市有关规定，安县制定了土地有偿使用文件，建立

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叉其办事机构和地产市场中介

机构——“地价评『古事务所”，使安县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

改革开始纳入了法制轨道。这一改革有效地遏制了违法占

地，乱占滥用耕地的势头，初步形成了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机

制，使土地开始得到合理利用；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实行垄

断，并强化对土地流转市场的管理，从而增强了宏观控制土地

的能力；有效地控制了炒卖土地的行为，改善了投资环境，土

地资产的效益开始体现，到1996年底共收土地出让金4．3『乙

元(含减免部分)。

土地管理体制的改革，开创了安县土地管理工怍的崭新

局面。首先，弄清了土地家底。近百年来，虽屡经调查、登记

却一直家底不清，在土地详查中，安县遵循国家制定的《土地

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四⋯省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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