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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秀县人民政府原任县长胡德才给用地者 金秀县大樟乡互助村耕地开垦一角

颁发土地使用证。

自治区土地规划院、来宾市国土资源局的领导及专家对金秀县《土地开发整理规划进行评

审》。左四为自治区土地规划院副院长王玲、右六为来宾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曹红羽、右七为金

秀县副县长文俊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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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原梆州地

区土地管理局的领导及专家对金秀

县大樟乡互助村土地开垦项目作评

估论证。右二为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黄国儒处长、右一为自治区土地整

理中心主任冯菊明。



自治K国土资源厅吴允绍副处长、来宾市同土资源局郭燕副局长到金秀县检查指导工作．并参加

县同土资源局在桐木镇举办的法律法规咨询活动。左二为吴允绍副处长、左三为郭燕副局长。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来宾市国

土资源局的领导到金秀县检查指导

土地开发整理工作。左一为自治区

国土资源厅左旭阳副处长、左二为

来宾市国土资源局曹红羽副局长，

左i为文俊东副县长、右三为张烈

新局长、

金秀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击院
对违法占地建房进行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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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秀县国土资源局技术员在进行征地测量作业

金秀县国土资源岗在全县范围内巡回进行土

地法律宣传。

2007年1月9日．《金秀瑶族自治县土地志》通过自治区国土资源史志编

纂委员会的评审验收。参加评审验收会的领导有：金秀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
金来(左二)、来宾市m-I-资源局副局长郭燕(左三)、自治区国土资源史志

编纂委员金评审验收组负责人原自治区国土厅厅长杨政中(左四)、评审验收

组成员原自治区土地管理局局长喻国忠(右=)、原柳州市土地管理局局长罗

林宗(右二)、原广西土地学会副秘书长卓启帆(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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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市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

主任、土地估价师叶乃满到金秀主持

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止交易会。



自治K同土资踩厅，来宾市同土资源局领导及专家对金秀县大樟乡互动村耕地开垦项目进行评审验收。

2006年召开年度周土资源管理工作会议。 金秀县桐木镇基本农出保护牌

金秀县桐木镇鹿鸣村土地整理t角



2007年金秀县国土资源局召开民主评议行

风动员会。

1995年6月25日金秀县土地管理局召开土

地日座谈会

2007年金秀县国土资源局召开作风效能

建设听证质询会。

1996年6月25日金秀县土地管理局召开土

地日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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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秀县多镇土地利坩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于2000年完成，图为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原柳州地区

土地管理局的领导和专家到金秀对金秀县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评审验收。前排左一为柳州

地区土地管理局局长罗耀平、前排左二为县副县长兰祖旺，左三为县土地管理局文俊东局长。



1995年柳州地区清理整顿

划援土地使埽权自发进入市场

现场会在金秀县召开．正面左

四为柳卅1地区土地管理局局长

郭文强、左二为金秀县人大副

主任书绍明、右三为县委书记

粱宪智、右二为柳州地区土地

管理局副局长刘兆斌。

p
际

j

1994年3月．金秀县召开

全县土地管理工作会议．会后

进行台影，前排左i为柳州地

区上地管理局副蝻长权高光、
左二为金秀县副县长邱家羟、

右二为食秀县副县长粱秀昌、

左一为县土地局管理局局长潘

兴强．

—竺吣：-_-。·一 一

酃 2002年．县土地管理局和

县矿产局合并组建国士资源

局。图为国土资源局第一届领
导班子成员．左{为赖春飞局

长、左111I为张烈新副局长．左

一为粱贵强副局长、左二为苏

佩荣副局长。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理局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金秀瑶族自治县土地资源及土地管理的历史和

现状。

二、本志记事上限以明朝初年瑶族始居县境起，下限至2001年，有些内容

根据需要适当下延。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以志为主，兼用图、表、录等体裁，按章、节、目、子目

4个层次横排竖写，纵贯古今，详今略古，突出专业、时代和地方特点。

四、本志卷首冠以“概述”、“大事记”，卷中设15章，75节，卷末殿以“附

录”、“编后记”和编审人员名单，全书共45万8千字。

五、本志使用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12月1日大瑶山解放前、后为界，金

秀瑶族自治县成立以1952年5月28日为限。文中的年代，均属20世纪。

六、历史纪年，中华民国及以前各朝代纪年，在每段同一纪年出现多次时

均在首次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公元纪年。

七、计量单位解放前按原用计量单位记述，解放后一律用公制计量单位记

述。古地名必要时加注今地名。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县土地管理局(国土资源局)、县统计局、县档案馆

和出版物资料等，经鉴别考证后人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九、本志按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史志编纂暂行办法》和《土地史志编

纂语言文字暂行规定》的要求进行编纂。

十、本志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金秀瑶族自治县除必要记述全称外，一般只

记述简称“自治区”和“自治县”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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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言一

《金秀瑶族自治县土地志》成书问世，是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文化建设的

一项可喜成果，也是县文化建设的一件可贺的好事。

《金秀瑶族自治县土地志》是自治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土地专业志。该

志遵循“详今略古，重在当代”的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县土地管理事业的

发展过程，重点反映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期土地管理事业的巨大成就，也如实

地记述了工作中经历的曲折和艰辛；融资料性、思想性和科学性为一体，具有

鲜明的地方和时代特点；纵贯古今，横陈百项，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县的土地资

源，土地开发利用，耕地保护，地籍管理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客观地反映了县

土地管理系统的干部职工勇于开拓，锐意改革的光辉业绩。

《金秀瑶族自治县土地志》为党政各级领导、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有关土

地的大量资料和信息，为我们作出用地管地的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历史

的借鉴。志书的问世，功在当代，利及千秋，必将随着时间的推延越来越显示

其重要的记载价值。

修志人员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但

是，由于这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所记述的内容纵贯古今、横陈百项，史料不

全，考证艰难，虽然编写人员奔波劳碌，多方搜求，勤奋笔耘，亦难完善无误。

因此，书中瑕疵终究难免，有待读者批评指正。

改革在深入，形势在发展，祝福县土地管理系统的干部职工，继往开来，在

改革开放的大潮、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开拓进取，争取更大的成绩，谱

写出更辉煌的国土资源管理新篇章。

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

2009年2月18日 叶



金秀瑶族自治县土地志

序言二

土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金秀瑶族自治县土地资

源丰富，开发利用呈多元化。全县人民与土地如同鱼和水息息相关。随着经

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县内人口的不断增加，耕地日益减少，给世人敲响了警钟。

1986年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后，对于如何管好土地，用好土地一直在摸索中前

进，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

《金秀瑶族自治县土地志》综合记述了县内从古至今的建置政区、土地自

然环境、土地资源数量与质量、土地制度、土地市场、土地赋税费、地籍管理、土

地规划、新增建设用地管理、土地保护和开发、土地监察、土地宣传档案财务、

土地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等的发展过程。志书搜集了丰富的宝贵资料，为我

们今后研究土地问题和依法管理土地提供了决策依据，必将充分发挥其“存

史、资治、教化”功能。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始终处于县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的全局战略地位。因此如何管好用好和保护好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已

成为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职责。《金秀瑶族自治县土地志》的出版，使我们

能够全面、系统地了解县的土地管理情况，加深对切实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国策

重要意义的认识，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

务。

《金秀瑶族自治县土地志》为当代和子孙后代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历史

借鉴，实为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事业。在此，对全体编写人员的辛勤著述表

示真诚的敬意，并对自治区土地管理局(国土资源厅)、广西人民出版社、县史

志办公室及所有关心和支持志书编纂出版工作的单位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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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秀瑶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局长 张烈新

2009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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