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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编写土地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

需要，是宣传国情国策以利于土地统一管理的需要，是推动土地制度改革不断

深化发展的需要，是促进土地管理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

在编写《固安县土地志》过程中，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针，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唯物主

义观点，完整、准确、系统、科学的展示我县土地管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全志

记述土地资源、土地制度、地税地价、地籍管理、建设用地管理、档案、管理机构

等十二章，概述后附大事记，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文字简洁，内容翔实，丰

富，准确无误，并注重突出本地特色，力求使本志达到高标准，高质量，起到资

政、存史、教化作用，反映前代，服务当代，惠及后代。

简言之，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希望通过阅读本志能使

大家汲取一些有用的知识，使我们的工作得到认可。同时，本书中肯定有诸多

不妥之处，请各位朋友多提宝贵意见，予以批评指正。

编者

2000年11月



凡 例

一、指导思想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

实事求是地对全县土地资源、土地制度、土地管理等历史及现状进行全面系统

的记述。

二、时间断限

上限不限，尽量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为1996年，对个别重要史实越限给

予记载。

三、体裁结构

体载有志、述、记、图、表、录。结构为章、节、目。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四、纪年方法

1949年10月(不含10月)以前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

以后用公元纪年。

五、数据来源

县土地管理局建立以前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县土地局建立后以

本部门掌握的数字为准。

六、计量单位
． 一般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简化字，数字的使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七、名称称谓

对频繁使用的名称，首次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如：土地管理局称土地局。

解放前、解放后的区分以1948年9月19日固安解放为依据。

八、资料来源

主要是本部门的档案、书籍，辅之以相关部门的一些资料，一般不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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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固安县位于华北平原北部，京、津、保之间。东与永清县、安次区毗邻，南

与霸州市、雄县接壤，西与新城、涿州市相连，北隔永定河与北京市大兴县相

望。全县辖9个乡镇，422个行政村，总人口383727人。总面积699．4平方公

里，耕地面积为671987．2亩，人均占有耕地1．75亩。

固安地处永定河冲积平原，地形呈西北高，东南低倾斜状态。全县一年中

干湿交替，四季分明，属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季风气候，京开公路纵贯全境，

有5条河流主要用于排涝和灌溉。固安地下水源丰富，有100平方公里地热

资源，总储量13亿立主米，属国内仅有的一类富热田，现已开发利用5眼热水

井。全县土壤质地由西北向东南方向依次呈砂土、砂壤、轻壤、中壤、重壤等几

种类型。

固安县历史悠久，早在一万八千年前，就是“山顶洞人”的渔猎之区和途经

之地。随着社会的发展，固安县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几

个发展阶段，但对土地的占有，也出现了奴隶主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土地所

有制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及社会主义全民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几种形

式。

与土地所有制发展相适应的土地管理，在旧中国尽管机构设置屡变，但都

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进行的土地调查、登记，清理丈量，目的是

按田亩征收税赋，防止隐瞒逃避赋税徭役以满足其需要而采取的措施。新中

国成立后，固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半封建

土地所有制，组织互助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从此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和

生产资料，当家作了主人，1958年全县成立了人民公社，土地和生产资料实现

了集体所有。在此期间，固安县土地管理工作先后由民政局、基本建设委员

会、城建局、农业局等多头分散管理。

1982年，固安县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

性和劳动热情，解放了生产力，土地的经济效益逐年增长，农民的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富裕了的农民为改善居住条件占地建房，加之乡镇企业、第三产业的

发展占地，农村出现了乱建滥占耕地现象。为此，1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出了《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为落实通知精神，固安县

政府于1986年8月在全县开展了农村宅基地清理。1987年1月1日《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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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开始实施，首先对三项建设用地进行清理起了促进作

用。到1988年10月全县三项建设用地清理完毕，全县三项建设用地

40213063平方米合60319．58亩，在三项建设用地清理中收回集体土地171．6

亩，恢复地貌16处，计8．3亩。拆除违法占地建房615．5间，查处大小案件纠

纷1246起，1988年3月5日廊坊地区土地局组织联合验收，固安县土地局被

评为三项建设用地清理先进单位。

1987年4月固安县土地管理局成立，结束了固安县土地多头分散管理的

历史，全县土地管理工作全面铺开。

1986年11月初到1988年6月底在全县开展了土地利用现状的调查工

作：查清了各级行政界线及各级各类土地面积及土地结构，并取得了图件、资

料和应用三项成果，在省、地联合验收中，固安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被河北省

土地局评为优秀成果二等奖。

鉴于全县人口不断增长，耕地日渐减少的形势，1991年6月到1991年7

月在全县开展了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工作，针对固安县的土壤形成北砂、中

壤、南部偏粘的现状和固安人民对土地的不同利用现状，划分了第一、二、三保

护区，受保护面积计580284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85％，这次基本农田保护区

划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在1991年8月廊坊市区检查验收基本农田保护区

工作中，固安县基本农田保护区工作被评为优秀。1994年3月至5月固安县

土地局对全县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工作又进行了具体编制和完善，受保护面

积459885亩，受保护面积占全县耕地面积的81．2％，人均保护面积1．13亩。

受保护品种有粮、棉、油、菜。保护区落实后，县、乡、村、三级都制定了保护措

施，设置了保护牌，绘制了基本农田保护区图，并要求上墙。

1991年4月开始在本县东湾乡进行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工作试点，历时

83天，完成了全乡5000处宅基地的有偿使用，到1992年全县16个乡镇全面

铺开并完成。

1992年3月到1992年11月固安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完成。在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对全县的土地利用现状，土地的适宜性，后备土地资源的

开发利用作出了客观分析和公正评价，为以后的土地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1992年8月15日到1993年2月固安县土地局依据城镇地籍调查要求对

固安县马庄镇镇区地籍展开了调查，查清了各单位占地的权属来源、全镇面

积。并进行了登记发证。

1995年初，固安县对固安镇区37平方公里土地进行定级估价，提交成果

6项。固安县对城区土地进行的估价为政府制定土地政策，执行地价管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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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依据，也为土地有偿使用，出让、转让、出租、抵押以及制定规划、计划提供

了土地价值依据。

固安县土地局在建设用地管理上始终坚持统一规划、统一征用、统一开

发、统一出让、统一管理的“五统一”，严格标准，控制了各类违法占地，保护了

耕地，理顺了各项占地审批程序。尤其是控制农民建住宅，抓好治理“空心村”

典型。坚持一户一宅原则，杜绝了建住宅向村外沿伸占用耕地。

在土地监察工作中，狠抓监察队伍建设，在全县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土地

监察网络。土地违法案件通过巡察、举报、跟踪三种形式受到查处，同时在全

县16个乡镇开展了争创“三无乡镇”活动。
‘

自土地局建立后，深入开展了土地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国情国策教育，把土

地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国情国策教育贯穿在土地管理的全过程。对土地管理人

员除采取岗位培训外还集中上课学习，每月不少于1次。对广大群众，除采取

悬挂书写标语、办板报、上街咨询、印发小册子、发土地报特刊等形式外，还利

用集日，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召开会议等方式进行宣传。特别是抓住每年6·25

土地日为宣传契机深入广泛宣传，土地法律法规普及率在90％以上。

多年来，固安县采取多种措施充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狠抓了旧砖窑及废

弃地的复垦，涌现出宫村镇、牛驼镇砖厂复垦及固安镇砖厂吃沙造地建果园的

典型。

固安县积极支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著名的京九铁路纵贯南北，陕京

汽线呈东南西北向横穿。另外，发挥地热优势打出5眼地热井，矿泉水井，建

设温泉康乐城等，推动了全县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全县土地资源得到充

分利用。

固安县是典型的农业县。主要作物有小麦、玉米、大豆、高梁、谷子、白菜、

花生、棉花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固安县实行改革开放，土地的经营

开始向品种多样化，经营高效益发展，由过去的小麦、玉米到露地菜，由一般的

菜向伊里莎白瓜，温室大棚韭菜、青菜、香椿芽、草霉等发展，土地亩效益由二

三百元上升到八、九千元以至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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