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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999年，桂林地区：：桂林市行政区域合并：．成立新桂林市；桂

‘≤林)海a￡海)高速公路向奠匕延伸与3瑟国道灵州l段专级公路相交

的续建工程破土动王等：，绐灵川县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机遏灵川县的土地管理工作也就随之面临新的挑战：■j；：：i’oj．“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苫?_-部客观：如实记述灵川荟土地管理

工作的部门志——《灵川县土地忘》伺世了=，、这是灵川+县有史以来．
． 的第二部±地管理志40编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翻历史唯物童义的’。

观点，按照-明古详令，，’的原则，翔买地记述了灵川县土地管理工作

的历史与现状。这别蜷县土地管理工作的}件大事j地是．剥韬萎
人民的一件大事t，必将对灵川的土地管理工作起到乡资政、+存史、教

，化’’的作用。
’

，

， ，～’j：-j．．_

秦始皇修凿灵渠，沟通湘、漓二水之后，灵川即成菇，楚越往来

之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秦始皇迁罪徒50万于岭南，与越人杂

处，共圊开发岭南，取道灵州，是便捷之途；t孛原汉人越长江，溯湘

江而上，过灵渠刘页漓水而行，灵川是第一站。可见灵川自古以来就

得中原文化之先；冲原先进韵农耕技术传人岭南，灵川也就近水楼。

台先得月了。‘ ，

。 、

‘‘

’

往事已已，历史悠悠，星转月移，历史进入到现代。民国’。1．7年

(1928年)和27，年；桂黄公路及湘桂铁路(至桂林段)相继通车后，

灵川在广西与中原的交往上处于重要地位。



2 灵蠲县土建志

在灵川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先辈们用勤劳的双手耕耘每一寸

土地，用辛勤的汗水养育了灵川人民，也改变和美化了灵川的自然

环境，把灵川培育成人杰地灵的一方宝地，使灵川成为镶嵌在祖国

南疆的一颗璀璨明珠。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是 多万灵川人民的

责任。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能人志士在灵川这块风水宝地上谱写

出新的篇章。·

历史，既呈螺旋形发展：又星波浪式前进，人类对事物的认识

的，经历了忽视叫人识。一再认识的渐进过程，可以说，人们对1
土地有现在的认识j。是总结了无数正反经验的结果：太阳系的人类

。’片土地上的先辈手中接过了这根接力棒，就要完好地将这两千多：’

平方公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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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法增加原料蔗量，提高经营安全率；③设法提高产糖率，降低物耗，

以降低可变成本，④争取国家提高糖的销售价格，以降低保本点销售

量。⑤因原料蔗增产不多不宜扩建。

少
▲

固定成本
V

1 1·254 2 3 4

产量 单位：万吨 (图2—1)

量、本、利分析法的应用范围较广，除可用于盈亏平衡分析和经

营安全状况分析以外，还可应用于目标管理、经营决策方案选择、经

营承包方案选择等方面。
、

三、网络计划技术。

网络计划技术是通过网络图的形式，表达计划的安排，借以选择

最优的工作安排方案，组织协调控制工作的进度和成本费用。以到达

预定目标，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的一种科学管理方法。它的应用范围

很广，对糖厂来说，可应用于技术改造、自制及安装设备、设备检修、

新建及扩建工程等许多方面。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沿用“横道图”的计划方法，这就是在一项

任务中列出各个工作项目后，画出一条水平线，以表明工作进度的起

止时间。这种图表绘制方法简单，直观性强，易于掌握和使用，但不

能反映出各个工作项目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不能清楚地反映出哪些

项目是主要的，哪些是关键性的，因而不利于从全局出发最合理地组

织和指挥整个工作系统。而应用网络计划技术就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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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 ．3

府规定，农民拥有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典押，转让’，出租和赠送．1951年2月‘，

一些缺乏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农民，自发组织了生产互助组；甘棠区大桥底村
、

出现由8户农民组成的全县第-个常年互助组：5月．，全县互助组发展到。786。+ 。

个(其中季节性互助组698个)．1954年8月，全县互助组达4065个，占全县农

村总户数的一半以上：期间的1953年秋后，在6个基础较好的常年互助组试办’
‘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5年，全县初级社达’1612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

对土地实行统一经营j同时，按土地数量和质量的40％分红，土地仍属私有。 ．

．．1955年12月，灵川掀起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热潮，次年末；全县高级*

社达，100个．。个体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尽归高级农业生

产合作社集体所有；并取消土地等分红，’实行按劳分配：1958年8月，北戴河中

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灵川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j以7天时间实现全县

?公社化7．土地、耕牛、农具和社员房前屋后的零星果树全归人民公社集体所
’

j 有；农民私人房屋必要时人民公社可无偿古用：1958年下半年，‘潭下人民公社

无偿平调所属生产队土地332亩j房屋‘120间，粮食1．3万公斤，劳动力(日)、
150万个．至1984年；。全县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期间i 1960年j小平乐公社曾实

j 行包产到户；联产计酬，公社主要负责人受撤职处分：1978年，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甘棠大队桥头生产队出现；次年，全县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有295

个．1981年冬j灵川县除潭下老街等几个生产大队外，均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 ．

包责任制．这种土地经营方式；土地仍属集体：此即为灵川县农村土地所有制1
‘

和使用制度发展的过程． ． ‘：
一 一 ，-

‘
，

‘

解放后；灵川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国民党县、区．乡政府、学校：粮库等所占
’

有的土地为国有；’其面积不详．1994年，灵川县土地管理局土地详查汇总上报
‘

的全县土地面积，国有土地共116717．30亩(7781．15公顷)。解放后至1990年，．

国家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和个人建房用地；均实行无偿：无期．无流动的使 i

‘用制度j 1990年5月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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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后，灵川县逐步实行国有土地的有偿使用制度．迄1994年8月’，

灵川县人民政府制定了《灵川县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及其他若

干配套文件．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这一改革，使得国有土地具有了实质上

的意义，即在经济上得以体现．这是‘1950年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后，在使用制度

上的又一重大改革：，i
‘

-· ：’． ．

二 以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j出租和抵押为主要内容的土地使用’

制度改革；初步形成了灵川县的土地市场体系，并成为灵川县社会主义市场体‘ 、

‘’系的五个要素之一．据统计，1992～1996年：全县以出让方式供地。1693宗(含

招标10宗)；面积‘3300．38亩，出让金27824．36万元，到位资金11756．41万元_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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