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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

的具体实践。

序

在2l世纪的第二年，《保

定市土地志》编纂成书问世。

这是全市土地管理系统社会主

也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保定历史悠久，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源远流长。早

在五千年前，已有人类繁衍生息。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

地披荆斩棘、辛勤耕耘，用热血和汗水浇灌着这里的每寸土地，

创造了以种植为主的灿烂土地文化，给后人留下辉煌业绩。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不可代替的资源，从古至今被

人们所重视，历代统治者虽在土地问题上采取过一些顺应社会发

展的措施，但囿于历史的局限，均未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土

地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

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地权农有”，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使这方热土焕发了青春。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一直十分重视土地的开发

利用和管理工作。198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颁布实施后，保定地、市、县土地管理局相继建立，标志着全市

土地管理工作迈入了依法、科学、统一管理的轨道，揭开了耕地

保护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新篇章。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土地管

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然而土地管理毕竟是一项崭新事

业，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还有待于我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不断地去认识、去研究、去解决。

盛世修志，是我国传承文明、弘扬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据

现有资料考查，保定从明弘治七年(1494年)到清光绪十二年

(1886年)的390多年间，编修过5部《保定府志》、72部县志

(包括22个县)。20世纪90年代又编纂出版了l部《保定市志》、

25部县(市、区)志，这些志书中，除偶得一些征收田赋记载

外，作为完整的土地史志尚未有过，这不能不说是古今保定土地

史上的一件憾事。而编修古今第一部《保定市土地志》是一项史

无前例的开创性工作，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修志优良传统的基础

上，又汲取了省内外编修土地志的经验，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突出了时代

性、地方性和土地管理的专业特点，横陈土地方方面面，纵贯古

今二千多年，客观求实地记述了保定市所辖各县(市、区)土地

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的历史与现状，重点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

土地管理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工作中的某些不足。它是认识保定

地情、了解保定土地资源的窗口，也是进一步深化土地使用制度

改革，制定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整理、储备措施的依据，使之起

到“认识过去、服务当代、开拓未来”之功能，以唤起社会各界

人士在土地问题上树立起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树立“十分

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是本

书的目的所在。

《保定市土地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原国家土地管理局

国史办和省、市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及方志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保定市土地管理局局长 王常在

200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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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

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客观求实地反映保定市土地资源开发、利

用与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二、时间断限 纵贯古今、详今明古，上限起于事物发端，

下限断至1996年。为适当反映现状，概述、大事记和有些数据延

至2001年底。

三、表述方式 文中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

以志为主。大事记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彩图照片辑录

于志书之前，黑白照片、示意图及表格随文插放，图文并茂。

四、篇目编排 横排门类、纵述本末，以类系事、纵横结

合，突出地方特色、时代特点、专业特征。采用章、节、目结

构，力求门类齐全，资料翔实可信。

五、历史纪年 民国以前采用历史纪年，民国时期采用民国

纪年，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律用公元纪

年。凡公元纪年，年代前未注明具体世纪者，均属20世纪。

六、计量单位建国前采用历史计量单位，不作换算；建国

后按国务院《关于我国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行文中

所用数字主要采用保定市统计局资料，土地详查后，统计局和土

地局数字并用，括号中加以注明。为了古今统一，土地计量一律

采用市制亩。

七、称谓运用 事物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以后再次出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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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新中国成立前、成立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为界；解放前、解放后以1948年11月22日保定解放为

界。

八、引文注释 引录文言文，均括注译文，较易理解的词句

不再注释，其中的人物加注释。所引史料原文照录，不加褒贬，

力求内容的完整。

九、记述范围 以1996年保定行政区为界，追溯历史境域范

围，详市略县。建国前保州、保府所辖各县不包括已划出的，建

国后，包括25个县(市、区)的土地资源概况。重点记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土地管理事业发展状况。

十、资料来源 主要来源于各级档案馆资料，新旧省、市、

县地方志、史书、专著和有关部门的专业志，也有个别史实来源

于口述，成书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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