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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客观记

述旅顺口区土地状况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至明朝，下限至1994年。部分内容视需要上溯。

三、本志卷首列图片。以概述、大事记开篇，主体设章、节、目

三个层次，横排门类，纵述历史，详今略古，并配有图表、附录。

四、本志以记述土地为主线，力求突出旅顺口区的特殊地位及国

家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的特色。

五、本志遵循不越境而书的原则，随历史上区划变更而记述有关

内容。

六、本志纪年，1900年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之

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志中引用的数字，按统计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

口径，特殊情况据实调整；称谓、计量单位、地名、专业名词、特殊

用语按历史原貌，适当加注o ．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典籍、档案资料等，选用时不注出处，

援引原文时注明。

八 本志涉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运动及重大事件，本着“宜

粗不宜细”的原则，散记于大事记和有关章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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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大连市旅顺口区土地志：》是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志苑新葩，是旅顺口区有史以

来第一部以土地为记述对象的专著。在区委、区政府的关心支持下，

经区城乡规划土地局责成专人广征博采和区史志办公室的辛勤笔耕，

及全区土地管理工作者的通力合作，终于付梓问世。

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本。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永恒而稳固的基

础。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不仅是历代所关

注的，更是现阶段国家创立社会主义现代化恢弘伟业不可动摇的基本

国策。旅顺口是一座历史名城，有着特殊的自然优势和地域特色。这

片土地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浓缩了世事的沧桑，记录着社会的脚

步。旅顺口自战国以来，沧海桑田屡有更替，历称“将军山”、“马石

津”、“都里镇”、“狮子口”、“旅顺口”；后经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

争洗劫，受殖民统治近半个世纪；1945年解放后建旅顺市，1960年

改市建区。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开辟了广阔的

前景，旅顺口人民在旧社会的废墟上荡涤着殖民统治的污泥浊水，以

勤奋地劳作描绘着最新最美的图画，使旅顺口成为国家风景名胜区、

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并以地理位置优越，港口天然形

胜，历史遗迹广博，海滨风光绮丽等显著的地域特点和时代特点，享

有“半部中国近代史”、“露天博物馆”、“天然大花园”的美誉。改革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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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以来，这片土地锦上添花，稳步发展成为大连市的坚强一翼而蜚

声海内外o

《大连市旅顺口区土地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

导，尊重历史的原貌，突出地域特点，从地理环境、土地资源、土地

制度、土地税费、土地管理、土地规划保护、土地开发利用、土地法

规监察及土地管理机构、队伍等诸方面，纵述了旅顺口区自古以来以

土地为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脉络，记

录了旅顺口区以土地为主体的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彰表了旅顺口区

土地管理工作者为地区的繁荣昌盛而付出的艰辛劳作和光辉业绩。

“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大连市旅顺口区土地志》是知旅顺口、

爱旅顺口、兴旅顺口的窗口，是鉴往知来、光前裕后的乡土教材，其

“资治、教化、存史”作用，功在于秋。

大连市旅顺口区城乡规划土地局局长王家吉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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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举世闻名的旅顺口，象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辽东半岛最南端的

黄海和渤海要冲。它南和东南濒临黄海，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与朝

鲜半岛跨海毗邻；西和西北依傍渤海，与天津新港一衣带水，与北戴

河海滨遥相媲美；东和东北连接陆路，与大连市中心区不足百里，

海、陆四通八达。史称“京津之咽喉，南卫之门户”o

早在十九世纪末叶，清政府便在旅顺口修建码头、船坞和炮台，

辟为北洋水师的军事基地，旅顺口遂以远东著名军港而名扬海外。特

殊的地理位置，天然不冻的港口，山川I险峻的形势，使旅顺口处于扼

守京津海上门户和保卫东北天然屏障的重要战略地位，加之其近代战

事频仍，历史遗迹众多，素有“一个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之

说。

，作为历史名城，旅顺口是国内外闻名遐迩且独具特色的旅游、疗

养、避暑、观光胜地。它有碧波万顷的大海，层峦叠嶂的群山，林木

葱茏的森林公园，是著名的国家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境内有8

大景区72处景点，加之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构成了绮

丽的海滨风光和山水秀美的自然景观，堪称“天然大花园”。

旅顺口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远古遗迹，而且还存留着国

内罕见且规模宏大的近代战场遗址。发生争夺战的每一个山头，都立

有碑、塔为凭而诉说着故事；激战的每一片水域，都有大海作证而流

淌着史话；府邸、馆、舍、塔、碑、墓都蕴含着中国数千年尤其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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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沧桑历史，体现了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力，更反映了旅顺人民在

俄、日侵略者统治下遭受的种种苦难和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因此，

被称之为中国近代的一个“露天博物馆”。

旅顺口区是中国北方最早开放城市大连的重要副食品基地和南北

沟通的海上要道之一。它拥有比较丰富的水产资源和农业资源，加之

优越的环境和良好的气候条件，以盛产鱼、虾、海参、贝类、藻类等

水产品及菜、果和肉、蛋、禽等农副产品而驰名辽南。改革开放以

来，又开辟了以羊头洼港为龙头的经济开发区，实施了“以港兴区”

带动各业发展的战略，使旅顺口成为内接东北腹地、对外贸易交流的

重要窗口和沟通辽东、山东两个半岛之间的“黄金水道”。

旅顺口区全境，长白山系千山余脉纵贯构成沿海丘陵地貌，南北

最大纵距26．1公里，东西最大横距31．2公里，总面积506．78平方

公里。地势从东向西倾斜，平均海拔140米。共有山丘292座，其中

海拔50--200米的251座，200--400米的39座，400米以上的2座。

老铁山海拔465．6米，为诸峰之最。老铁山岬处在黄、渤海分界线

上，被称为辽宁的“天涯海角”。境内河流多为季节性小河，-较大的

北大河长31公里，自东向西注入渤海。龙河长9．45公里，自北向南

流入黄海。农田耕地多座落在15度左右的缓坡上，少量在丘陵中间

的盆地和沿海河谷地带o ，．

全区气候属南温带亚湿润季风气候区。春季温暖，雨量偏少；夏

无酷暑，雨量集中；秋季凉爽，日照充足；冬无严寒，有周期性寒

潮。年均气温10．3"C，月均最高气温在8月份，为24℃；最低气温

在1月份，为一4．7℃。有记载的极端最高气温发生在1972年6月10

日，为35．4℃；极端最低气温发生在1967年12月30日，为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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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霜期自10月15日至翌年4月3日，计170天，其中有霜日61

天。年均结冻日自11月25日至翌年3月9日，计104天。年均降水

量592．7毫米，最高降水量发生在1964年，为970毫米；最低降水

量发生在1982年，为372．9毫米。年均日照为2618．6小时，有利于

农作物的生长。 ，

1994年，辖区内农村设8个镇、1个乡、1个国营农场，共105

个村(居)民委员会；另含1个市属国营奶牛场，辖8个村(居)民

委员会；城区设4个街道办事处，辖43个居民委员会。1949年人口

为125675人。1990年人口普查为216918人，共有13个民族，以汉

族、满族居多。

旅顺口区汉代称“将军山”，晋时称“马石津”，隋唐称“都里

镇”，辽金取名“狮子口”，明初朝廷进兵辽东从山东登州(今蓬莱)

渡海直抵狮子口登陆，取出师与旅途顺利之意，遂定名旅顺口。1945

年11月25日建成旅顺市，先后隶属于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关东公

署、旅大行政公署。1960年改称旅顺口区，为旅大市(1981年改大

连市)的市辖区至今。

旅顺口区的土地演变源远流长，与旅顺口区的特点紧密相连。

明朝，旅顺口建南、北二城。洪武二十年(1387)设中左所，后

设都司备御。在明朝统治的250余年间，对土地几经清丈测绘，逐步

形成一套较完整的土地记录簿，即“鱼鳞图册”。明初田赋实行“两

税法”，即夏税秋租；中期实行“一条鞭法’：，赋、役合一，按亩计税。

清顺治十年(1653)，朝廷制定条例，在辽东招民垦荒。康熙二

十年(1681)，清朝廷将招来的汉民编为满洲旗籍和汉军旗籍，实行

“计丁授田”。康熙五十四年(1715)，旅顺水师营建成，设协领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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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旗民，兼理民事。据史料记载，由于明末清初战事频仍，辽南一

带“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地无人”o当时汉军正白旗

界即旅顺辖区：北自长岭子，中经鞍子山下石坎子，南至黄泥川。旗

册地总面积为6．63万亩(每亩约合今605平方米)，包括官庄地、随

缺地、伍田地、充公地、义地等；围地者大都是满洲八旗贵族和先行

入旗的汉人。旅顺口区的沈、徐、张、韩、刘等大户围占土地居多，

俗称“占山户”。旗地权属国有，耕种者只有使用权。随着土地的开

垦，从今山东、河北移来旅顺口区的汉民逐渐增多并定居。他们除租

种官有土地和旗民大户的土地外，在偏远地区开垦无主荒地，俗称

“刨山户”o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清廷对“占山户”和“刨山户”

申报的土地分别登记造册，命为“旗红册地”和“民红册地”，承认

其私有权，准许世代耕种与出租典卖。对未申报登记的土地及后来开

垦的无主荒地，定为“余租地”，耕种者有永佃权，无所有权，不许

买卖转让。在田赋方面，清初实行“摊丁入亩”，将丁税和赋税合而

为一。

俄、日侵占旅顺后，长期的封建土地制度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

的土地制度。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旅顺口区沦为

日本的殖民地。“三国干涉还辽”后，光绪二十三年(1897)，俄国侵

占旅顺口，并于翌年3月27日强迫清朝廷签定《旅大租地条约》，使

旅顺口成为俄国的远东军事基地。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旅顺

口再度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一直持续到1945年旅顺口解放。日本侵

占期间，于1906年置民政署，城区设1市街，农村设6会152屯。

1914年5月，日本殖民统治当局成立关东州临时土地调查部，用9年

又10个月时间，采用三角测量法，于1924年2月完成《关东州土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