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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土地是一切财富之母。至今还没有任何物质可以代替土地而成

为人类食物的源泉，因此，土地一直是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话题。

阜平县土地总面积371．53万亩，其中山场面积327．8万亩，占

总面积的88．23％；耕地17．2万亩，仅占总面积的4．6％，却养育

着20多万人。人均耕地低于全省警戒线，耕地对于县民来说更显

得格外重要。千百年来，阜平人民珍惜每一寸土地，保护每一寸土

地，积极开发每一寸土地，形成了良好的传统。这正是新世纪需要

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富农手里，他们倚仗

占有的大量土地和生产资料，以出租、放高利贷等手段残酷剥削广

大贫苦农民o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阜平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率先建立人民抗日民主政权，在“二五减租’’、“合理负担"等

政策指引下，农民群众逐渐掌握了土地使用权。尽管当时战争十分

频繁，环境十分残酷，阜平人民仍然坚持修田造地，引水灌溉，

“多打粮食支援前线"o 1946年～1948年，党领导农民开展了土地

改革，废除了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

民所有制，获得了土地的农民修田造地积极性空前高涨，随着互助

合作运动的开展，广大农民沿河两岸成滩造地，纷纷在沟谷山坡修

造埝阶、谷坊坝和梯田，不仅耕地面积大大增加，而且由于水利建



设的进行，农田质量也大大提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

后，历届县委、县政府大力提出的“彻底摘掉缺粮县帽子’’的口号

变成了现实，人民终于获得温饱。进入80年代中期，土地使用在

新形势下出现新问题：集体和私营企业异军突起，非农业占地日趋

严重；许多农民离乡进城经商、打工或者从事其它产业，导致承包

耕地粗种粗收，甚至荒芜耕地等问题向人们敲响了警钟。

针对上述问题，阜平县土地管理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对合理使用保护耕地进行了既大张旗鼓，又深

人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使依法用地观念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

“三项用地’’问题，进行了严格的清理，并对违法用地者进行了查

处；对基本农田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保护；对未利用

的土地，特别是对山坡、沟谷加大了开发整理的力度；对县域内土

地利用现状逐年进行动态监测，为合理使用每一寸土地提供了可靠

的决策依据；为了把全县土地使用纳入科学化管理，县政府还组织

力量编制出县、乡(镇)两级土地使用总体规划。大力推进了土地

使用制度改革，把土地无限期无偿使用变为有限期有偿使用，使土

地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生产要素，进入市场。

盛世修志o《阜平县土地志》正是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求出版

的本县历史上的第一部土地专业志。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为指导，对阜平县的土地资源开

发、利用、管理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记述。既展示了

土地管理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先进经验，同时也记载了某些失误和

工作中的不足，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以发挥志书“资政、教

育、存史”之功能，唤起社会各界人士在土地问题上树立起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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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

耕地"的基本国策，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我们从先人那里得到了多少土地?通过开发整理又能为子孙后

代留下多少土地?新世纪开始了，我们能在土地工作上有哪些创新

和贡献?⋯⋯读者能从这些问题上有所启迪有所收获，编纂本志的

目的就算达到了o ·

阜平县人民政府县长孟祥伟

2002年6月



凡例 ·1·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

代表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实事求是地记述阜平县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的历史与现

实。

二、按照纵不断主线、横不缺要项和详今明古的原则，上限不

限，下限止于2000年底，个别事物的记述下延至2002年年底。记

述范围以1996年行政区划为准。

三、阜平县为革命老区，1937年10月，人民抗日民主政府即

实际成立，故本志以此为重要历史分界，称为人民政权建立前或建

立后。
‘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录、图、表体裁，设概述、大事

记、专志及附录，专志为主体，分为十一章，章下设无题序、节、

目。彩色图片放置书前，黑白图片、示意图及表格随文插放。大事

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以编年体为主。

五、记述语言采用现代语体文，使用规范简化汉字，力求言简

意赅，通俗易读。

六、纪年，清代以前采用传统历史纪年，民国时期采用民国纪

年，均括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使用公元纪年。

七、数字的运用，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规定，国家技

术监督局1996年6月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的数字用法的规定》

执行o．



·2· 凡例

八、计量单位的使用，建国前依历史习惯，照实记载，不予折

算。建国后土地面积仍采用市制，其他采用公制。

九、对于出现频率较高的会议、文件、机构名称和政治术语，

在不影响语义表达的情况下，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括注简称，再使

用时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称“建国"，建国后中国共

产党、人民政府简称“党”、政府，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等。

十、本志所用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除引用重要原文详加

出处之外，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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