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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生存是人类的本能，离开土地，何以谈生存?纵

观古今中外，大小战争难以数计，但绝大多数都是围绕掠夺和捍卫土地而展开

的，因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弦，“土地是人类永远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和生殖条

件”。 ．

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已接近联合国规定的人均耕地占

有量的“危险临界线’’。而我县的土地承载人口已由1949年的35万增加到目

前的70万，目前的人均耕地占有量也仅1．28亩，较1958年净减0．53亩，人

口的刚性增长和人均占有耕地刚性锐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反差愈拉愈大。

“但存方寸土，留与子孙耕’’。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切实保护耕地，已成为利在当

代，泽被后世的长期战略任务。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就十分重视土地问题，先后

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的土地政策法规，尤其是1986年6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进一步把土地管理规范到法制化的

轨道上来。党中央、国务院也一再强调珍惜土地、保护耕地的重要性，并作为一

项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而确定下来。我们一定要从国家、民族的高度正确认识

保护土地资源的重大意义，珍惜每一寸土地，合理利用好每一寸土地。

在《通江县国土志》编纂领导小组领导下，全体编纂人员出经入史，呕一b沥

血，心织笔耕，历时两载，《通江县国土志》今天终于面世了。该志观点正确，史

夕



料丰富翔实，信息量大，是我县又一部地情书、县情书。它对于我们科学决策、

合理利用土地，保护好国土资源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同时，它还将激

发我们热爱祖国、热爱故乡的爱国主义热情，激励我们奋发图强，不断拼搏进

取，为建设美丽富饶的通江而努力奋斗。

通江县人民政府县长王菲

一九九七年八月八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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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于史实记述之中。 ．

’

四、本志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独略同的一般修志之规，但在具体的

编纂过程中，又视其史料的多寡和史料与国土管理事业的联系及其价值，采用

“当详则详不为繁，当略则略不为简"的传统记事方法。

五、本志按国家土地管理局颁行的《土地史志编纂暂行办法》进行编纂，谋

篇布局力求科学合理，以达到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采用志、记、图、表、录

诸体充分反映全县土地专业及国土管理事业的全貌。

六、本志为章节结构体式，依据土地专业及国土管理应涉及的内容以类系

事进行篇目设置，志内类各一章，章各一事。章、节、目或子目、细目按逻辑事理

关系和属种概念的划分标准，并结合行业术语设置标题。

七、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力求行文朴实严谨、简洁流畅。



通江县国土志

八、本志力求文表互补，既节省文字，又一目了然，故将表格之内容纳入行

文之中，或于文内或于文末标明“见表a—b一，其。a"为章之序数，“b”为表格之

序数，如：“表3—3一，即为第三章之第三个表。

九、本志上限大体断于1840年，志中个别章节溯至清初，下限一律断于

1995年底。

十、本志的历史纪年，一律按历史通用用法，清代的历史纪年用汉字书写j

括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并在志书自然段中首次出现时括

注公元纪年，续现时则不加括注；苏维埃政府时期及建国后通用公元纪年。在

行文中，1912年至1932年12月17日称民国前期；1935年3月至1949年9

月称民国后期；1932年12月18日至1935年3月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

苏维埃政府时期，简称苏维埃政府时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简称建国后。

十一、本志所用地名，一律按所记事项所处时代的称谓记述，人物直称其

名，多不加职衔。其它的数字、计量单位、标点符号等未尽事项，均按国家新闻

出版署的最近规定使用。
‘

十二、本志使用数据，既有历史形成的统计数，又有1993年形成的详查

数，为了便于区别，于文内或于表头标明“统计一、。详查"二字，如。1993年县林

地分类面积详查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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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这块有着4116．58平方公里的土地，镶嵌在四川省东北部、米仓山南麓、大巴山

缺口处。东与万源市相邻，南与平昌县相依，西与巴中、南江县毗连，北抵陕西南郑、西乡、

镇巴三县。就在这块不算大、亦不算小的山地上，而今生息着67．7877万人，其中男

351210人，女326667人，分属于全县13个区(镇)、524个村、3306个组。诺江镇为县人民

政府驻地，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通江的土地是一块富饶而美丽的土地，是通江人民永不衰老的一位“母亲”。古生代至

新生代的地质运动造就了她北高南低、。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基本地貌格局，北部中山区喀

特斯地貌发育，峰林峰丛随处可见，宽广深邃的地下溶洞，洞洞相依。祖先们早巳陶醉于她

那美丽动人的秀色中，楼子庙“天然画屏，千秋不播’’}“金童毛锥，文房四宝’’；“秀甲西河”、

。别有洞天”。如今这里已成为通江人引以为自豪的“大巴山诺水河风景区”而闻名于世。湿

润性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向亚热带气候过渡，是这块土地所处地带的气候特点，光热充足，

气候温和，地上、地下的资源种类众多，犹如“母亲”永不枯竭的“乳汁”，千百年来哺育着一

代又一代的通江儿女。5000多年前的石器时代，这里就留下了先民们生活繁衍的足迹，唐

代通江所产的丝绸、绵绌，是贡奉朝廷的贡品，而今的打线丝频频出入国际市场；清代雾

露溪所产的银耳，是慈禧太后必餐的御膳之物，如今银耳已成为通江人民稳定的、得天独，

厚的经济优势，通江因此被国家命名为“中国通江银耳之乡”．还有众多的土特山产，成为

通江发展商品和外向经济的重要物质条件，是富民兴县的自然基础。

通江的土地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是一位被众多儿女鲜血染红衣襟的英雄“母亲”。在那

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她那“八山一水一分田”所固有的丰厚资源

和不竭的。乳汁”，却养活不了大多数通江儿女，究其根本原因，她犹如一般妇女遭受封建

社会那种“三从四德”的残害一样，。天下之土莫非王地，溯土之濒莫非王臣”。为了人人能

够享受其母亲的厚爱，历朝历代的无数次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战争，不少无畏的儿女为之

而抛头洒血。唐代壁州“獠人反叛一，清嘉庆间，冉文俦、冉天元率领通江蓝号白莲教义军揭

竿而起，转战川陕鄂数省，令清廷上下震撼。但他们“分田地、均贫富”的美好愿望伴随着他

们无法弄清缘由的遗憾，直至结束自己的生命。1932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入川

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土地才真正成为通江儿女的“母亲"，但为了“赤化全川静、“赤化全中

国”，让四川乃至全中国人民都能享受到当时通江人民的那种厚爱，4万多身强力壮的通

江儿女，踊跃参军参战，近两万通江儿女为土地革命的胜利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这

块土地——母亲收留了他们的忠骨，王坪革命烈士陵园成为现今全国最大的烈士陵园：他

们的血没有白洒，新中国的成立，是他们又一次新的生命的诞生，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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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的风采，这是通江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解放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是哺育这

些儿女的这块土地的莫大骄傲。建国后，通江儿女一如继往地无私奉献，将这块4116．58

平方公里土地的厚爱分享给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

期间。这块土地上的儿女们继续发扬不惜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传统，三年共外调粮食

15539万斤，保证了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给，自已却因灾荒缺粮，近2000名通江儿

女就这样舍巳救人地回归到大地——母亲的怀抱。李先念、徐向前等一批曾在通江战斗过

的元帅、将军们，多次在他们的回忆录或谈话中提到：感谢你——勤劳勇敢、朴实憨厚的通

江人民，感谢你——通江，这块红色的土地。 ．， ：。

确实，这块土地令人自豪、激人振奋，但就在这自豪振奋之暇，又响起了发人深省、使

人忧虑的钟声。这钟声来自土地负重的极限，犹如面对一大群张口要吃的孩子的母亲，疲

惫而病楚的呻吟。“民以食为天’’，土地是食物的载体。人口的巨增，耕地的税减，森林覆盖

率逐年降低，水土流失严重等，这一反比例现象愈来愈突出，愈来愈严重。就通江这块土地

而言，从解放初期的1949年到1995年的46年间，土地承载人口由35万增加到68万，而

耕地由74．9万亩减少至57．4万亩，净减耕地17．5万亩，人均减少耕地0．26亩。以1993

年的详查数据计算，全县耕地87．5602万亩，人均耕地1．29亩，仍较建国初期的人均1．5

亩少0．21亩。照此推去，再过三十年、五十年，我们的子孙将如何生存?到哪里去生存?严

峻的土地现实犹如一位母亲谆谆告诫她的儿女们一样，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珍惜每寸土

地，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好耕地。警钟唤醒了人们沉睡般的陶醉。。 ．、

1986年3月，通江成立了土地管理局，翌年更名为国土管理局。自此，通江开始有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进行依法用地、依法管地的专门机构，彻底结束了过去

土地管理上长期存在的分散管理、多头管理、无法可依、管理失控、国土资源浪费严重的混

乱局面。lo多年来，全县国土管理人员克服了种种艰辛和困难，终于取得了国土管理工作

上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全民国土观念的更新，违法占地的清查处理，农村非农业建设用地

登记、确权、发证，国有土地的申报、登记、发证，土地隐形市场的清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

制度的建立、城镇土地资产评估，土地资源详查，国土开发与整治，农业区划的成果运用，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等等，无不显示着强化土地管理的巨大威力和成效。自1998年以

来，全县耕地开发与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基本持平，耕地总面积的下降幅度逐年变小，国

有土地资产效益也随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深入而日益看好，4年来，共收取出让金100

万余元。1994年，县国土局被评为四川省建设用地管理先进单位。荣誉对于今人和后人来

说，可能是少人知晓的，但是全体国土管理人员十年来的业绩是永恒的，并将随着利于当

代、泽及子孙这项伟大事业而融进未来的历史长河之中。

通江的土地是一块富有希望的土地，是一定会养育好千秋万代的通江儿女的伟大。母

亲一。据预测，到2000年，我们的这位。母亲’’将承载75万多人的生存，按耕地亩产粮食

500公斤、人平口粮400公斤计算，在保证现有57万亩耕地不减少的情况下，仍下差8万，

亩耕地，即相当于6．5万通江儿女无饭可吃。但是，全县有待开发土地资源1893952亩，如

今又有县委、政府制定“开发兴特、依山富民’’的发展战略。我们深信，只要全县人民牢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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