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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欣闻垦利县建置以来的第一部《垦利县国土资源志》即将付梓，感到由衷地高兴。

这是全县人民物质、政治，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史志编纂工作的又一丰硕

成果。

土地资源乃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保障，是最基本、最重要、最宝贵的有限资源。

管理好、保护好和使用好土地资源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社会赋予我们的神圣职

责。

垦利县，虽然建置仅半个多世纪，但却是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根据地。是伟

大的母亲河——黄河造就了垦利这块共和国最年轻的宝地，也是中国少数能够扩大县域

版土、 “生产土地”的地方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这里就有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

并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贫苦垦民，含辛茹苦，垦殖开荒，把莽莽荒原变成粮仓，把无

际荆林变成了埋葬侵略者和日伪残余势力的墓场，为中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

了巨大贡献，谱写了壮丽的历史篇章。同时，在这片新生地上，还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垦

区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征途上，垦利人民始终坚信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畏艰苦，知难而进，奋力拼搏，在这片年轻而广袤

的沃土上，不断描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20世纪60年代，胜利油田大军的挺进，让垦利

地下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始见天日。同时，也让垦利搭上了建设油洲加绿洲的快车。特

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弘扬“艰苦创业、团

结求实、开拓进取、争创一流”的垦利精神，奋力拼搏，乘势而上，各项事业都呈现出

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可喜局面。2004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GDP)46．51亿元，比

2003年增长31．5％。实现地方财政收入20008万元，比2003年增长30．6％，完成财政支出

31655万元，增长27．4％，连续15年实现收支平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51元，比

2003年增长14．2％l农民人均纯收入3922元，比2003年增长14．9％。成绩的取得，全县上

下国土资源队伍功不可没。

《垦利县国土资源志》客观地记述了自垦区建设委员会土地局成立以来，垦利县国

土资源的历史与现状。内容纵贯半个多世纪，资料较为详尽、充实，体例严谨，简明，

语言朴实、流畅，充分体现了垦利县国土资源的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是垦利县迄今出

版发行的专业志(部门志)丛书中不可多得的一部。相信，她的出版发行，将为宣传垦

利、认识垦利、建设垦利，进行爱家乡、爱祖国、爱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丰富的文献资

料，对于资政、存史、育人等具有重要意义，必将为实现我县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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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巨大的作用。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纂新的地方志和行业志，是三个文明建设

的需要，不仅益于当代，而且泽及后世，也是一项艰巨浩繁的文化工程。

希望全县人民以及胜利油田、各大农林牧场和社会各界人士，一如既往地支持垦利

县的国土资源工作，为建设美丽、富庶、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垦利而努力奋

斗!

中共垦利县委副书记

垦利县人民政府县长

-'00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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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经过编纂人员一年多的辛勤努力，反映垦利县自垦区(垦利县前身，下同)建设委

员会土地局成立以来国土资源全貌的第一部专门著述——《垦利县国土资源志》就要与

大家见面了。她的出版闻世，是垦利县几代国土资源工作者的共同心声，是有关领导重

视和各部门支持的结果，也是编写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

垦利县的国土资源工作，是伴随着垦区的建立而同步发展，完善的。新中国建立

后，垦利县国土资源部门，虽然几经演变，但县委、县政府对国土资源的管理、保护和

合理利用工作，始终非常重视；作为业务部门，更是严格执行党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国

土资源法律、法规和政策，圆满的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垦利县国土资源志》是一部全面记述垦利县国土资源发展历史及现状的专业志

书。她详尽地记述了垦利县的土地资源、土地制度、地籍管理、土地规划与计划、建设

用地管理、耕地保护、土地开发整理、国土资源法制与监察、矿产资源管理与测绘管

理、机关建设、机构沿革，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揭示矛盾与问题。语言朴实无华，言

之有据，且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不仅是国土资源管理人员必读的资料书，也为各级领

导制定计划、编制规划、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提供可靠依据。

编史修志，意在资政、存史、育人。相信《垦利县国土资源志》的出版发行也会起

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作用。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加大执法力度，为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

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值此付梓刊印之际，特撰上文，权以作序，并向为该书的编纂给予指导，帮助和

直接参加征集资料、整理资料、辛勤笔耕而付出心血和汗水的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谢

忱。

垦利县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 ；7 1司云
--00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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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全面记述垦利县国土资源发展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

想路线，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与资料性的统一。

二、坚持“详今略古”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尤其《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后土地管理的情况。其断限：原则上上限起于1942年，并根据收

集到的资料尽量上溯，下限断至2004年，有的章节及大事记延至2005年。

三、本志以志为主体，辅以述、记、图、表、录。正文首设概述，继为大事记，总

揽全书。中设专志16篇，54章，118节，横jjh'-J类，纵述史实。突出地域特点、行业特

点和时代特点。末设附录和编后记。反映重大政务及基本情况的图片置于卷首，表、黑

白图随文而设。采用章节体，分篇、章、节、目4个层次。

四、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已故人物以“传略”形式介绍，其余人物以

“简介”和“表”的形式介绍，其中局副科级以上干部简介以任职先后为序。

五、本志行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数字用法，以1995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计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

号方案(试行)》为准。采用公元纪年，需要时加注历史纪年。

六、本志行文中的“解放前(后)”，系指1941年垦区解放前(后)； “建国前

(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七，一般称谓，第一次出现用当时全称，其后用简称。县内地名，以《垦利县地名

录》为准，需要时加注历史名称。

八、文字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类国土资源统计报表、 《垦利县

志》及有关单位所提供资料，部分数据以县统计局公布数字为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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